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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三月里的风
是温柔的手
轻轻一抚那山
山就不再僵硬
一拂那水
水就颤颤悠悠

绿里泛黄的柳枝
是她随心写下的诗行
色彩鲜嫩的花朵
是她随意弹出的音符

去听，或者去读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必定会沉迷其中
就算你很坚强
也挣扎不了多久

油菜花开

做一只蜜蜂
随心所欲
在花田里飞舞
花香中沉醉

什么都不要管
所有的烦扰
且扔在一旁
能让你着迷的
多么宝贵

好好珍惜
短暂的好时光
不要辜负
春天的馈赠
春花的妩媚

鸟语花香

如果懂鸟语就好了
可以听懂小鸟们
在聊或者在唱些什么
甚至与它们交谈
从清脆婉转的声音里
了解它们的眼中
春天是怎样的美妙

各种各样的鲜花
纷至沓来，热热闹闹
或娴静地开在枝头
花的芳香花的美妙
让春天无限温柔
我即使对花香过敏
也愿意被它们环绕

三月的风（外二首）

□吴建春

屋檐下的鸠垒起了365天的向往
屋后的油菜花枕着麦浪
梅花、桃花、梨花、樱花
山河旁梳妆打扮
一抓一把明媚的阳光
小草裹着泥土的清香在飘扬
鱼腥草、蒲公英为冬天疗伤
一树香椿把梦伸向远方
锄头、铁锹、农机声声
汇聚成绿色的大合唱
通往春天幸福的路
采茶女的指尖流淌着一个清醇的世界
黝黑、粗糙、朴实的笑容
飞到九霄云外
夕阳睡得很晚
虫鸣声声
满天的繁星是我独占的天下

我是这个春天
最幸福的人
□杨兵

知道那个叫仙台的地方
缘于文字的芳香
仙台初见五城楼
风物凄凄宿雨收
它的作者是韩翃
他生活在中唐
是我的河南老乡
来到仙台这个地方
来自一个名字的力量
在很多人的意念里
它是鲁迅的仙台
文学的仙台
鲁迅把仙台
和中国现代文学擦亮

初遇仙台
□何南

故乡产茶，嗜茶者众多，耳濡目
染，我也从小就养成了喝茶的爱好。风
雨人生数十年，一寸寸光阴，伴随着缕
缕茶香飘然而过。一年又一年，一天又
一天。岁月将青丝染成了白发，顽劣的
孩童长成为花甲，只有茶香依然是那样
的浓郁、绵醇。

少年时家住县城西门口，对门对户的
是王家开水铺 （俗称“水鼓炉子”）。每
天清晨，小街上家家户户都会派出一位成
员，去铺子上灌几暖瓶开水（俗称“充开
水”）。而无论春夏秋冬，街坊们都会不
约而同地将第一瓶开水用来泡茶。这也算
是茶乡百姓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吧。当静
置在瓷壶中的绿茶被开水冲泡而释放出淡
淡的香气时，新的一天也就拉开了帷幕。
如我父亲那样的资深茶客，在这个时辰是
不管任何事情的，只顾自己静静地坐在桌
边，把广播里传出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节目当作伴奏曲，沏一杯青绿的翠尖茶，
就着几碟点心——不过是咸竹笋、豆干、
姜片之类的“土货”，嘴里细嚼慢咽着，
一派闲适自在。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熏
陶下，开始对一杯茶产生了兴趣。从此将
茶视为生命中的挚友，一刻不舍分离。

成年以后，我习惯于在每个清晨，沏
上一杯茶来开启全新的一天。只要有了这
杯茶，随后的时光中，快乐烦恼、成功失
败、批评赞许，都变得不重要了。对我而
言，这一杯茶，便是生命的润滑剂；这一
杯茶，更像是岁月的温馨馈赠和赏赐。

因此，无论是居家的平常日子，还是
公务出差在外地奔波，每天起床后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烧一壶开水来沏茶——而这
茶，多半又是产自家乡的绿茶，或兰香，
或火青，或翠尖。当新鲜的开水冲开茶叶
的那个瞬间，我的心情也绽放成了一朵花
儿，给一整天都披上了快乐的风衣。

20世纪70年代末，我远离家乡，赴
千里之外的四川求学，随身的行李中，除
衣物、被褥、书本等必需品之外，就有家
乡的火青茶。我还在手提的帆布旅行包里
特意装了一只带盖的搪瓷缸子和一小铁罐
茶叶，想着到了火车上泡上一杯茶，以打
发漫长而单调的旅程，抚慰初次离家远行
的孤独与寂寞。然而到了车上，我才发
现，想在旅途中品茶简直就是无法兑现的
如意算盘。那日凌晨两点，在南京车站
挤进由上海开往成都的特82次列车的车
厢，才发现里面早已或坐或站地挤满了
人，连个座位都没有我的，哪儿来的地
方可以摆盏沏茶、静心品茗？刚开始列
车员还能艰难地从人缝中穿行，给旅客
送点开水。可是随着车上的人越来越
多，整个车厢真的到了水泄不通的状
况，列车员也是寸步难行。这种时候，
别说是用开水沏茶，弄点凉水润润嗓子
都成了奢望。一直到了学校后，随身携
带的那一小铁罐茶叶，才被转化成一杯
杯香茗，在川西平原清寂的时光中，滋
润了一颗思乡游子的心田。

我就读的大学和著名的望江公园仅一
墙之隔，且开有一扇小门连通，同学们便
常常进去溜达。开始是逛园子、看风景、
赏古建，后来便都是专程去茶馆。要说望
江公园的茶馆——其实更像是茶园、茶
坊，在当地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字
号”，和人民公园 （少城公园） 的鹤鸣茶
馆等一样，历史悠久，茶脉绵长，春去秋
来许多年，一直是市民们休闲散心的乐
园。对我这个爱茶人来说，这些茶馆仿佛
是一处处驿站，让我在繁重的学业之余有
了栖息的空间。周一至周六，只能在没有
课的时间段去坐坐，耳听龙门阵，心思故
乡人。到了节假日，就恨不得一整天都泡

在那儿了。读闲书，温功课，少了教室里
的拘束，多了一份松弛平静。茶馆里主打
的是茉莉花茶，一只青花小盖碗，一撮夹
杂着茉莉花瓣的茶叶静静地躺在碗底，开
水一冲，茶叶沉在下面，花儿浮起来，像
江面上的小舟一般，轻轻地吹开它，嘴唇
贴着碗边呷一口，微微发烫的茶水在口腔
里打个滚，从喉咙咽下去，就感到有一股
暖流贯通全身，精神为之一振，心情立刻
清爽。刚入川时，喝惯了绿茶的我，还有
点接受不了茉莉花茶的香味。但喝了几回
过后，也就不再排斥并慢慢地喜欢上了。
回首4年大学时光，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
是在望江楼畔的茶馆里度过。一盏一座，
一人一书，书香茶香，岁月静好。

指间岁月杯中茶。漫漫人生路上，南
行北往，东跑西颠，无论在哪里，一杯茶
总是会给我带来心灵的慰藉。常年坐办公
室的工作状态，又给喝茶创造了不可多得
的条件。从进入职场的第一天起，茶杯、
水壶、茶叶罐，便跻身于我的办公用品行
列，始终是办公桌上最为显眼的物件。几
十年里，用来泡茶的器物也陆续换了好几
代、无数款。早年间受客观条件所限，喝
茶不过是用搪瓷缸、玻璃杯、瓷茶壶等普
通的传统器皿。到我参加工作那会儿，坊
间流行用耐热的玻璃瓶当茶杯。而瓶中最
为高档的算是装雀巢速溶咖啡的小瓶子，
它厚实，耐高温，即使把刚刚烧至沸腾的
水灌进去也不会炸裂。用它来当茶杯，虽
说是“废物”利用，却成了妥妥的时尚物
件。讲究的人，还会给它穿件衣裳——用
五颜六色的塑料线（俗称“牛筋绳”）编
织一个套，嵌着花卉、动物等图形、文
字，俨然是件工艺品。把套子套在瓶子
上，既能隔热又好看，捧在手里不会烫
手，真正是美观实用，一举两得。这也

常常是男女青年之间爱情的信物。心灵
手巧的女孩子会悄悄地编一个送给男朋
友。当然，更多的茶客只能去杂货店里
买上一个了。

雀巢咖啡的瓶子做茶杯的唯一不足
是，瓶体颜色很深，看不见里面茶叶的状
态，对于一个比较讲究的茶人来说，感觉
就有些不完美了。巧的是彼时还有一款固
体饮料“果珍”，它的瓶子也很厚实耐
热，并且是通体透明的，这就正好弥补了
雀巢瓶子的不足。不管是绿茶还是红茶、
乌龙茶，泡在里面，隔着层玻璃，也清晰
可见茶叶舞翩跹的姿容，便让主人有了炫
耀自己好茶叶的平台、窗口，就平添了一
份品茶的乐趣。

近些年来，千姿百态、奇石异材的茶
具茶杯蜂拥而至，粉墨登场，更是让人眼
花缭乱，不知所从。但真正的茶客自有定
力。如在我的故乡，老少茶客多少年来只
看重茶叶品质的优劣，至于茶杯茶具，则
从不挑选，坦然地手执一只普通的玻璃
杯，泡一杯兰香或是火青，上班下班，开
业关门，如剑客携“赤霄”“承影”行走
于江湖，尽显潇洒与飘逸。

某一天我偶然生出一个念头，想算一
算在过往的日子里，自己究竟喝掉了多少
斤茶叶？又喝到过哪些种类的茶叶？可发
现这就像是要计算几十年来共吃了多少斤
粮食一样，根本无法得出准确的答案，只
好哑然一乐，伴着一口家乡兰香茶，把这
个念头咽进肚里，从此只管喝着品着，而
不再去做这样没有得数的算术题了。

相比那些热衷于程序和仪式的茶客，
我的饮茶更重在一个“饮”字，也就是只
看重有没有的喝，而不讲究喝的形式和方
法。这首先是和个人的生活观念有关。我
一直认为，茶，是最为朴素的饮品，所
以，饮茶就没有必要搞得多么高深和神
秘。要旨首先在于心境和心态，有一份喜
好的茶、干净的水，一只盛茶的碗或壶或
杯，只要是能用即可，至于别致的造型、
时尚的款式、高端的品牌，都是饮茶之外
的讲究，遇上则好上加好，没有也不必心
有戚戚。所以，我至今对那些痴迷地摆弄
金贵茶壶茶杯茶宠、一个劲儿追捧甚至炒
作高价极品茶叶的行为敬而远之。在我看
来，那已不是饮茶的本意了。

生活在继续，时光在行走，站在岁月
的暖阳下，我嗅到了越发浓郁的茶香，在
飘逸、荡漾……

（作者为中华合作时报社原社长）

茶浓时光浅茶浓时光浅
□□查理森查理森

春分，乃春之分也。是春季的中点，
此日太阳直射赤道，地球各地昼夜等长，
24 小时昼夜平分，是春分最显著的天文
特征。我国古人称春分时节为“仲春之
月”，象征春的中间阶段，显现的自然景
象是：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我以“七绝”诠释春分：

春分山色连天碧，
草绿树葱春花红。
林间燕雀鸣小曲，
田间耕机放歌声。
自古至今，国人以各种风俗习惯喜迎

春分的来临，民间有吃春菜、立鸡蛋、放
风筝等风俗，突显喜迎新春的盛景，祈求
健康好运，自由和平。

春分时节，我国除青藏高原、东北、
西北和内蒙古外，都是春光明媚、杨柳轻
盈、莺飞草绿、油菜花香的大好时光。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许多描绘春分时
节的美术作品，它们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仲
春的怡人景色，以丰富的色彩展现春天的
五彩缤纷。这些作品记录了春天万物竞发
的美情美景，表达了艺术家对春天的敬畏
和向往。

追溯古代绘画中的春分之美

古人留下的绘画作品，是生活的印迹
和写照，它表达了古人对自然的敬重。古
时画家在春分时节，在万物升灵、暖气蒸
腾、阳光明媚、人气旺盛的时刻，留下他
们心境的表达，思绪的涌动。从隋代展子
虔的 《游春图》 到宋代郭熙的 《早春
图》，再到元代王蒙的《春山读书图》，都
表达了春分时节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亲相融
之景、生机勃发之态、生命朝气之情！

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
描绘了唐朝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妹虢国
夫人和她的眷从盛装驾马游春的场景。画
家以劲细的线条，春色的敷设，湿笔的点
技，草色斑斑的气氛，突显了人们在仲春
时节精神焕发，踏青赏花的激情和春光无
限好的情调。

宋代画家郭熙的《早春图》是一幅以
绢本设色描绘初春之景的传世经典之作。
系画家晚期作品，现藏于我国台北故宫博
物院。画面景物集中于中轴，三远结合，
远望气势磅礴，山岚弥漫，山雾朦胧，山
上飞瀑流泉，山下溪水淙淙。近观小桥流
水，人烟点缀，表现了春意浓浓、生机盎
然的氛围。画中的山石、树木、花草、人
物都赋予了生命的活力，展现了青春的朝
气，诉说着春天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永
不淡去的春天的微笑。

明清时期画家则更加注重对春天的细
腻描绘和情感的抒发。如明代画家仇英的

《汉宫春晓图》就描绘了一幅汉代宫廷中
春日晨曦的景象。是绢本重彩人物画卷，
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我国台
北故宫博物院。画面描绘出宫中环境及人
物形象，姿态各异，还融入了各类经典文
化，整个画面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用笔清
劲，敷色妍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
插掩映。铺陈出春之瑰丽，体现作者积极
向上热爱生活的人文思想。

探索民间工艺美术中的春分之美

在民间工艺美术中，如剪纸、刺绣、泥
塑、编织、皮影、年画等，都以其独有的魅力
和风格，展现了人们对春天美好的渴望，也
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歌颂和期待。

剪纸是一种流传于我国民间的传统工
艺美术。在春分时节，民间艺人用剪刀在
纸上剪出各种形态的花草树木、各种动态
的生灵动物、各年龄段的人物风貌，这些
剪刀下生成的自然形象，贴在窗镜上，贴
在墙壁上，贴在门楣上，象征着春的好
运，孕育着心灵的寄托，期待着平安幸福
的到来。这些剪纸装饰了生活，美化了环
境，升华了心境。这些剪纸佳作，推动了
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古老艺术焕发
青春活力，让剪刀下五彩缤纷的世界融入
现代生活的大潮中。

刺绣则是一种将各种色彩鲜艳的丝线
绣在布料上的传统工艺美术。在春分时
节，人们会用刺绣来制作各种美丽的衣物
和装饰品，如绣花鞋、绣花枕、绣花帕、
绣香包、绣衣服、绣花边、绣唐卡、绣花

草、绣鸟虫、绣祖国的锦绣河山……这些
刺绣作品精美细致，别有一番风味，寄托
了人们对春天的美好祝愿和对生活的眷
爱，为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的“指尖”艺术
品产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泥塑则是一种用泥土塑造出的大千世
界的手工艺品，是中国古老常见的民间艺
术。在春分时节，人们会用泥土塑造出各
种形态的飞禽、各种动态的小动物的造
型、各形各色的小花小树、各历史阶段的
名人英雄，点缀着家居客厅，装饰着办公
场所。供人观赏，美化环境。寄托着人们
的生活希望和理想，祈祝着对愿景吉祥的
追逐和畅想。

欣赏现代绘画中的春分之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绘画艺术也在不断地守正和
创新。现代画家对春分的描绘更加多样化
和个性化，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内
涵、技法和精神，更融入了现代审美观和
创新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艺术风
格和流派。

现代画家吴冠中先生画的《春如线》
就是一幅典型的现代水墨颂春的作品，他
以数不清的浓淡相宜、各色相间的抽象线
条描绘出一幅春的畅想图，绿色点彩，春
色斑斓，浪漫概括的手法，把春的生灵、
春的元素幻化成各种形态的线条，春风是
线，春雨是线，春山是线，春水是线，紫
藤是线，柳丝是线，身段亦是线，千丝万
缕的线，变形扭曲的线，缠绵交织，风韵
各异，巧妙地构成了春的“小乐曲”。那
翠绿的斑点，那桃花色的飞粉，是线的点

缀，也是点线精妙绝伦的构成，是春的精
灵，是画的节奏，是升华在“线如春”画
作中的生命之魂。“指尖”的春韵流淌在
纸面上，无限的春色与丝绕的线条，相互
照应，铺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春分
时节的亮点。画家把自然元素赋予了抽象
的符号特征，绘出了一幅画家博大胸怀的
杰出作品，昭示着春天，传颂着希望。瞻
望着未来，唤发了生命的微笑，让目光直
视生活的远方！

我所画的《江南春分》水彩画作品，
画面以春天生发的黄绿色调笼罩，构成了
春的气息。在春色中还有淡黄、淡红、淡
紫等丰富的色彩将春分时节大江南的春光
美色彰显在观者的视野中，满目青春靓
丽，释放自然芬香，春情入梦，春意浓
厚。在画面的远处，碧山下的农民正在播
种春忙。收回视线可看到沐浴在春色中的
小村落春气升腾，春水环绕，春树吐绿，
油菜花黄，形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成为大
自然恩赐的视觉盛宴。在我的画作中洋溢
着春的生机，迸发着春的希望，展示着春
的光辉，流淌着春的昂扬，这就是春的生
命，春的灵魂，春的升辉！愿我们不负大
好春光，心怀梦想，昂首阔步走向新的优
美的夏季画廊！

当我谈到此时，敬请您沉静下来，静
观“指尖”上描画春分时的美术作品吧！
这些作品是历史的瑰宝，是文化的积淀，
是生灵的记录，是春天艳丽瞬间的展现，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作家灵魂的再
现！这些珍贵的美术作品告诉我们：春天
是希望，“指尖”上的美术作品是中华文
化的一个特征。愿我们把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让我们的文化传
统灿烂永生！

（作者单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美术作品中的春分之美
□陈相道

《虢国夫人游春图》 张萱 绘

《江南春分》 陈相道 施敏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