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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捉刀是苦恼的。”“我如嫁
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陈布雷也多次
向翁泽永诉说过内心的苦衷。有几
次为蒋介石撰写文稿，被蒋介石删改
得面目全非。清清爽爽的一份文稿，
弄成像东一堆、西一块的三色拼盘，
还要陈布雷作第二次第三次修改
……“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这是
陈布雷最大的苦恼。21 岁即为孙中
山文稿翻译的陈布雷，对于上海棋盘
街那段报人生活，一直难以忘怀。对
于在宁波西门效实中学那一段育人
子弟的教书生涯也有余恋。他有一
次对翁泽永说：“啊，倘若让我重返报
界那该多好！”可是才思横溢的幕僚
长，下笔如神的“文胆”，是蒋介石不
可须臾离开的人物。他了解的机密
也太多了，他已不能自拔了。

可厌的文笔事务和尖锐的内心
烦躁，把陈布雷折磨得心力交瘁，忧
愤不堪。他觉得只有隐逸才是惟一
的出路。陈布雷刚到南京，房子还未
找到，临时住的房子
太小，又被人赶来赶
去，夫人王允默只好
住在上海。每两三个
月 ，陈 布 雷 赴 沪 一
次。周六午后搭车去
沪，周一返京，携一副
官同行。两人车费，
不报公账，后来通货
膨胀，钞票贬值，车费
狂涨，陈布雷只好一
个人去，不带副官，以
节省开支。他在上海
寓所对王允默说：“宋
代的臣子老了，可以
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
院，颐养晚年。夫人，我颇想到杭州
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
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

他动用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杭
州九溪十八涧买了一块田地。但是，
这里不曾作过他的退隐之处，却是作
了他最后的归宿之所。

国运日下，使陈布雷心灰意冷
陈布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

拖着病体为主人卖命，直到不能再拖
的时候，才短期乞假。蒋介石也是准
许陈布雷休养的，1947年7月，他又准
陈布雷上庐山休养。陈带了夫人王
允默上山过了一周。

王允默陪丈夫在庐山一起散步，
陈布雷有时突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一生淡泊，与世无争，惟思报
答领袖知遇之恩耳。”陈布雷的声音
只有王允默听得出来。“惟生性不喜
从政，常怀山林庙廊隐逸之思，恐此
生难得此机会矣！”言下不胜凄然，又
说：“先妣谢世之日，年 39；先考见背，
则 49。我今年 59，较先人之寿已长
矣！”

王允默心中咯噔一声。陈布雷

的话有点奇突，这使她想起了1940年
在重庆寓所，陈布雷的连襟何吟苜服
安眠药自杀去世之事，当时陈布雷茫
然若失：“吟兄，吟兄，你去了，我也终
结我的生命吧！”

陈布雷已有了终结生命的念头
了，他后来自杀又岂是突然发生的！

1948年 7月下旬，在庐山的一幢
别墅内，蒋介石召集财政、金融首脑，
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改革币制发
行金圆券的会议。这时候，他虽然已
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长了，但是
还挂着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名义呢！

陈布雷虽然不甚懂得财政经济，
也不善于理财，但是接触机要，对影
响国计民生的财政经济形势不能说
一点不清楚。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差不多
每一个要吃饭的老百姓都知道。1935
年，说是为了抗战作准备而发行法币
共计 14 亿元，可是到了抗战结束，法
币发行额已达 5000 多亿元。抗战胜

利，为了打内战，支出
庞大的军费，印钞机
拼命飞转，在上庐山
之前，据说法币已发
行达 660万亿元，等于
抗战前夕发行额的 47
万倍，随之物价上涨
3492万倍。

王 云 五 首 先 报
告：“由于受了通货膨
胀的影响，财政收入
只 够 支 出 的 5％ —
10％，财政上实在拖不
下去了。”

翁文灏说：“所以
我们只能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
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金圆’的
货币。根据我们估计，这样可以使收
入 提 高 到 相 当 于 支 出 的 40％ —
50％。”

俞鸿钧很为难，说：“只是马上要
拿出这许多新币，怎么来得及？不要
说印了，数也数不及啊！”

蒋介石板着脸说：“前方还要打
下去，军费无着这是不行的。实施金
圆券方案，这是设法挽救财政，收集
金银、外币，管制物价的必要措施。”

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
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
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
券、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
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
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陈布
雷虽然知道国民党这架机器已经腐
朽不堪，但是他却抱着为法献身的精
神。他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感召
了多少众生。或许自己这
一行动，如一石投水，总有
微波吧！ 29

太白穴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
就是能改善因运动或劳累过度造成
的肌肉酸痛问题。很多人在生活中
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很长时间不运
动，偶尔运动一下就会感觉浑身酸
痛。一般来说，这种酸痛现象在休
息几天后就会好转。也有的人需要
好久都不会好转，这多是脾虚了。
脾是主肌肉的，突然的运动会导致
脾气耗费很多，使肌肉内部气亏，
肌肉就会产生酸痛。如果你遇到了
这种情况，可以用艾灸太白穴的方
法来解决。

操作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可
以用一小段艾条，在脚两侧的太白
穴上采用温灸法，灸大约 30 分钟左
右就会缓解肌肉酸痛的问题。如果
身旁没有艾条，可以用大拇指内侧
硌硌太白穴，效果虽不及温灸，但
也管用。

摩腹法——手到病除的健脾开
胃法

脾经是经过我们腹部的，此外
还有肝经和肾经，通过摩腹可以达
到调节肝、脾、肾三
脏功能的作用，三脏
功能康健，则水湿代
谢平衡，水谷津液得
输布，痰、水、湿、
淤之积聚自散。

可能你现在是
大腹便便，想减掉小
肚子，却又不得要
领；也可能你现在肠
胃不好，动不动就便
秘，拉肚子……这一
切其实都可以通过摩
腹法来解决。

中医里讲，我们的腹部为“五
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
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胃所受纳的
水谷精微，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
功能。脾胃又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
纽，只有升清降浊，方能气化正
常。而经常摩腹，可通和上下，分
理阴阳，去旧生新，充实五脏，驱
外感之诸邪，清内生之百症。就连
唐代名医孙思邈也说过：“腹宜常
摩，可祛百病。”

通过摩腹，我们能有效地减掉
小肚子。中医认为，腹部肥胖是脾
的运化失常所致，水谷精微不能很
好地输布全身而致痰、水、湿，淤
积聚于小腹部，因此脾气虚是小腹
肥胖的主因。而脾经是经过我们腹
部的，此外还有肝经和肾经，通过
摩腹可以达到调节肝、脾、肾三脏
功能的作用，三脏功能康健，则水
湿 代 谢 平 衡 ， 水 谷 津 液 得 输 布 ，
痰、水、湿、淤之积聚自散。明代
医学家周于蕃指出，摩腹“缓摩为
补，急摩为泻”，因此，有便秘等问
题时，我们可采用顺时针的急摩
法，而有腹泻等问题时，可采用逆
时针的缓摩法。按摩时，以肚脐为

中心，按顺、逆时针方向盘旋绕，
力量要保持均匀，呼吸要保持平稳
（吸气时，可用手摩腹右上半圈；呼
气时，再摩腹左下半圈），每次半小
时左右，每 12 次为一疗程，疗程期
间可休息三五天。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年轻的母亲常会遇到这样一个
令人头痛的状况：自己的孩子平时
好好的，可有时就会无缘由地出现
肚子痛，疼了一会儿后就不疼了。
可是过了几天还会发作，甚至有时
候一天都会发作好几次。到医院进
行检查，医生却说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与孩子体质、心理、饮食上有
一定的关系，平时多注意一些就好
了。可是看着孩子的难受样儿，作
家长的能不心疼吗？有没有好办法
呢？其实，像这种腹痛问题，只要
家长掌握了摩腹的方法，就可以缓
解。家长先摩擦双手，把双手搓至
温热，令孩子仰卧在床上，让孩子
露出腹部；然后将手掌轻放在孩子
的脐周，以掌部或四指指腹着力，
于脐周顺时针做环形摩动，摩至腹

壁微红或腹部透热为
度。力度不要过大，
坚持几天后，孩子的
腹痛问题就会缓解，
而且孩子的胃口也好
了。当然，严重腹痛
者，一定要及时去医
院进行治疗。

如果你在摩腹
时，出现腹内温热
感、饥饿感，或产生
肠鸣音、排气等，则
属于正常反应，不要
过于担心。需要提醒

大家的是，如果你的腹部皮肤有化
脓性感染，或腹部有急性炎症时，
一定不宜进行摩腹，以免炎症扩
散。此外，腹部有癌症的，也不要
进行按摩，以防癌症扩散或出血。

脾胃虚弱的人平时可多捏脊
给孩子多捏脊是一种很好的亲

子互动的方式；给老人多捏脊是子
女的一种孝心体现；给病人多捏脊
是一种关爱，以帮助病人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

很多年轻的母亲常问我：“李
老师，最近我的孩子不爱吃饭、消
化不良，经常腹泻，有时还容易感
冒，可是小小的孩子又不能总上医
院打针吃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呢？”

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些情况
呢？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太小，脾胃本
身就虚弱，吃东西又不知道饥饱，如
果再多吃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
说，油炸类的食物、过甜的食物、高
蛋白食物，会因不能完全消化吸收而
影响脾胃的功能，形成积滞、厌食等
问题。像这些脾胃疾病，我
推荐这些家长可以经常给孩
子捏脊来调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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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众多动听的声音中，我
最爱听的却是平原的声音，那声音历
久弥新，持之以恒，亘古如斯，让人永
远也听不够。那声音发自幽冥，笼罩
宇审，充斥苍穹，浩浩乎，缈缈乎，无处
不在，无时不在，如天籁，似仙乐，为一
个个漫长而又短暂的春夏秋冬的日子
做着永恒的伴奏和生动的佐证。聆听
平原的声音，在平原的声音中陶醉，身
心与平原的声音融为一体，是人生的
一大乐事，更是人生的一个极高境界。

春天里，当第一缕略带着料峭的
春风掠过时，平原开始苏醒了：结冰的
水面如同受了击打的玻璃一样有了轻
微的紧乍乍的炸裂声，在那绵延无尽
的炸裂声中，鱼儿开始在水里唼喋有
声；背阴坡里的积雪开始了艰难的溶
化，这时候你趴在雪堆上聆听，会听到
雪下面有一阵阵细微的如同蚕吃桑叶
的沙沙的声音，又有一阵琴弦弹奏时
的琮琮声，如果听得久了，你还可以听
到一阵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缥缈
的若有若无的松涛声，其实那不可能
是松涛声，那应当是美丽的雪花在春
日里做的第一个缠绵的美梦，那声音
应当是雪花在梦中献给春天的一首祝

福的歌曲，或者是她的呢喃细语。而
这时候你如果来到广阔无垠的麦田和
油菜地里，俯身在麦苗和油菜上凝神
静听，你会听到麦苗和油菜的哈欠声，
土壤的呼吸声，细长的麦根和油菜根
的生长声，土地里众多生物梦境中的
絮语声；你如果走近路边的一棵白杨
树，走近一棵椿树或泡桐，你会听到树
身的血管里汁液流动的哗哗声，那声
音从树根开始，流过树干，流过树梢，
最后在树枝上催生出片片绿叶……小
羊在河边戏水，雏鸟尖叫着要母鸟喂
虫，一只蛾从茧壳里探出了稚嫩的脑
袋，万物都在破茧而出，破茧的声音浑
大而又响亮，如同阳光在天空中飞舞
……这时候你会觉得阔大的关中平原
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音箱，这个音箱正
在弹奏出一阕美妙动听的春天奏鸣
曲，而春天就在这乐曲声中一点点成长。

夏天里，置身于关中平原，你会听
到葱绿的白杨、云杉、泡桐、椿树旺盛
的生长声，那种声音如同小河的流水
一样叮叮咚咚，你会听到金黄的麦子
成熟时的吸吮声，那是如同婴孩的吃
奶声，你会看到甜腥的奶味儿在周围
的空气里回荡，你会立即被这人类诞

生时所具有的动听的原始的美妙音乐
所打动，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由
衷的赞叹：关中平原，我的母亲！你还
会从结荚的油菜、累累的果树、披红挂
绿的辣椒身上，听到它们成熟时如同
露珠滴落玉盘时的声音，那是一曲曲
对生命的礼赞与感谢，对平原的感恩
与叩拜。当你倾听上一遍平原大地上
的种种声音后，你会觉得夏天的关中
平原的声音阔大，豪迈，饱满，充盈，有
一股如初生牛犊一样的虎虎生气。置
身于这样的声音中，你周身的热血也
会沸腾，你会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
的力气，你会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干出
让世人惊讶的骄人的业绩。

到了秋天，关中平原充满了无处
不在的天籁之音：金黄的玉米一边露
出了灿烂的笑脸，一边在喁喁絮语，向
大地叙说着丰收的喜悦与欢畅；红灯
笼样的辣椒在风中摇动着身肢，似在
弹奏着一排排竖琴；大豆在阳光下卜
卜的炸裂声却像是欢快的鼓点，敲击
在人们欣喜的心头；一株株茁壮的树
木在经过春与夏的洗礼后，树干丰盈，
高洁的灵魂在向着高远的天空飞翔，
金黄的树叶带着感恩的心情在风中翩
翩起舞，唱着幽婉的歌曲洒向平原这
个她们幸福而又神往的归宿之地。这
时候的平原多么像一个刚刚分娩的母
亲，疲惫，安详，幸福，愉悦，甚或还有
一丝痛苦，轻轻地长长地吁气，呢呢喃
喃，絮絮叨叨，如果侧耳静听，你会听
到大地疲惫的喘息声。而无以计数的

秋虫的奏鸣既是它们生命的律动，也
是对平原母亲丰收的赞颂。

冬天到了，当一阵阵北风刮过的
时候，当一场场飘飞的雪花在大地上
降落的时候，当大小动物进入了低体
温蛰伏冬眠的时候，平原显出了少有
的平静与安宁。落光了叶子的白杨、
泡桐、椿树在寒风中做着绿色的美梦，
梦中的呓语竟也带着淡淡的绿意；碧
绿的麦苗和油菜在厚厚的雪花下面平
静地卧躺着，但它们的根须却在向大
地深处呼啸前进，给它们呐喊助威的
应当是沉稳安宁的平原。这时候你在
平原上屏气静心，凝神静听，你会听到
平原深处的声音像一朵朵厚重的绿云
在它的天空缓缓移动。你会看到树
木、小草、麦苗、油菜一个个斑斓的美
梦，它们梦境的画面无一不是明亮的
阳光、和煦的空气、温暖的春风……

平原永远是博大的，宽容的。当
夏天狂风暴雨在平原的上空肆虐的时
候，当严冬暴雪朔风呼呼作响的时候，
平原在默默地忍受着，因为她知道这
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现象，平原的主题
词永远是阳光与春风。不管多么聒噪
的声音都会被平原稀释与化解，噪音
永远也不会在平原形成回声。

平原的声音是恒久如斯的，但又
是易逝短暂的。平原的声音是无处不
在的，但又是神秘难找的。世上的人
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听到或者听懂她的
声音。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与平原的声
音无缘，或者擦肩而过。

“欢迎您来当农民！”来到
郊外的开心农场，我被门口的
标语打动了。这是谁啊，太有
创意了！我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没错，作为城市的白领，
我活得并不开心。莫名的焦
虑笼罩着我，压抑着我，使我
患上了城市的流行病——失
眠症。有人建议我，到乡下去
当农民吧，农民不失眠。这句
话提醒了我。来到了郊外，我
找到了开心农场。也许，干干

农业活儿，会让我忘掉一切。
进入开心农场，看见一块

黑板，黑板上图文并茂，写着
农业生产的常用知识。黑板
的一角，是一则通知，提醒大家该
办“社员证”了。我不禁哑然失
笑。真会策划啊，这不是花钱
当农民嘛。现在的农民，太精
明了，知道城里人的兜里有
钱，知道怎样赚城里人的钱。

一个农民打扮的人站在
了我的面前，对我笑道：“您是

来入社的吧？欢迎，欢迎！进
了农场门，咱是一家人！”

我打量着他，猜他是农场
主。“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吧？”

“这片儿地是我承包的！”
他腼腆地笑着。

“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那我就说几句吧。开心

农场占地 100 余亩，注册资金
180 万元，一期计划投资 100
万元，两年时间内建成农场、
牧场、生态茶馆、生态鱼塘、农
家乐饭庄等一条龙服务的农
业休闲场所。现已划出200多
块生态菜地，供社会各界自由
挑选。我们向客户承诺五个
免费服务：免费技术指导、免
费井水浇灌、免费提供农具、
免费菜园管理、免费采摘收
获。”

“就是花钱种菜吧？”
“也可以这么说。主要是

请大家来开心农场，体验现代
农业生活，领略新农村无法复
制的纯真！每平方米收费才8
元，包种一年。想种啥就种
啥，种植蔬菜、花卉、粮食都可
以。只要别种毒品罂粟花！
租 100平方米，应交 800元，交
750元就行，我给你优惠50元。”

“办了社员证，美丽的田
园风光就属于我了？”

“是啊，撒下种子，到时候
来收割就行了。我不是说了
吗，有人替您管理。

我们这儿也可以提供部
分种子。当然，使用化肥，您
得掏钱买了。”

“呵呵，比在阳台上种菜
有意思。”

“那是，广阔天地大有作
为啊。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
跃，白云为您擦汗，风雨为您
洗尘！”

“农业真伟大，农村真美
好，农民真朴实。”

“也比您在电脑里偷菜强
吧？真刀真枪地干，收获的果
实都是真的。自己的劳动果
实，吃着香啊。网上偷菜有什
么意思？但就是有人上瘾。
充其量是有人需要在网上生
活，有人想在网上逃避生活。”

“说的是，还是开心农场
实惠。”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
下乡种菜，相当于期货买菜。
你自己可以算一算，三口之家
全年买菜要花几千元。到开
心农场种菜，一年下来，几百
元足够了。”农场主望着我，

“怎么样，先生？来吧！到开
心农场来，收获愉悦的心情，
享受惬意的人生！”

我开心地笑了。
农场主压低了声音：“实

话对您说吧，城里的许多干部
都是我们的社员。他们在这
儿有自留地！每到双休日，携
家带口，开车来种地。还有些
城里人，骑摩托车来、骑电动
车来、骑自行车来，咋来的都
有。也有人坐公交车来呢，老
人卡一刷就到了。连我都不
明白，城里人为啥那么喜欢种
地？你到城里的小区看看，楼
前楼后，居民们种瓜点豆！有
的老干部，扛着锄头到处开
荒！与其这样，还不如到开心
农场来！总比打牌强吧？总
比养狗强吧？我们充分满足
了一些城里人想当农民的精
神需求，这不是个好事吗？”

“好事，好事！”我赞叹不
已，心里谋划着要选一片菜地了。

农场主看出了我的心思，
直言不讳地说：“能种的地，已
经没有了。等二期批下来，我
给您留一块！”

我无奈地笑了。看来，现
在当农民没希望了，只有等机
会了。眼下的事，真说不明
白，当农民，虽然要花钱排
队 ， 但 大 家 都 在 争 。 没 办
法，这年头，想当农民的人真
是太多了。

本书揭露了商场、官场、
职场上处理人际关系时，运用
的实战说话策略和攻心战术，
用真实案例讲述攻心说话的
技巧，以及不同时间、场合的
说话策略。同时汇集了世界

名人的攻
心说话案
例和寓言
故事，增加

了趣味性和指导性。在精彩
的故事中，让人们得到“攻心
为上”的启示，并学习如何精
确攻击对方的死穴，真正做到

“谋定而后言”，掌握制胜的关键。
如果人生是大海，那么，

职场、商场和官场，就是潜藏
在 大 海 中 的 三 种 暗 流 或 漩
涡。事实上，无论公关营销，
还是日常生活，表达的成败在

“攻心”，“攻心”的关键则在
“人性”。否则，哪怕你口才再
好，反应再快，也只是多说多
错而已。只有懂得如何摸清
人性的死穴，如何对准人心说
话，你才是真正的公关高手。

本命年拜“顺星”，这是流
行于民间的一个古老民俗。
说起这个民俗，它与中国传统
的“干支纪年法”有关。据史
料记载，早在尧舜时代就开始
用干支纪年法了。“干”是“天
干”，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组成，称“十干”。“支”即“地
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组成，称“十二地支”。
将天干、地支按顺序搭配，成
为农历的纪年法规。现行的
十二生肖，则是我国古代术数
家拿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
形成的。其配例是：子为鼠、
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辰为

龙、巳为蛇、午为马、未为羊、
申为猴、酉为鸡、戌为狗、亥为
猪。从而形成了如子年生的
人肖鼠、丑年生的肖牛、寅年
生的肖虎等。今年是卯年肖
兔，是肖兔人的本命年。

中国本土道教按天干地
支循环相配，甲居十干之首，
子居十二支之首，干支顺序相
配，由甲子起，至癸亥止，满六
十年为一个周期，故称“六十
甲子”。供奉有六十甲子的神
殿，叫“甲子殿”也叫“元辰
殿”。“元辰”是个吉利时日的
代称。最早的元辰殿始于北
京白云观，是 800 多年前的金

朝明昌年间，金章宗为其母所
建，是为奉祀太后的本命之
神。后来，道教吸取了民间流
行的“本命”说法，又提出了

“本命星”、“本命年”来。还把
六十甲子星宿化和神化，使六
十甲子成了六十尊元辰星宿
神，而且把他们附会上人名，
并塑成文、武、长、幼形态各异
的六十位神仙模样。

元辰殿及其塑像全国各
地都有。郑州城隍庙内的元
辰殿，设在后院东西配殿中，
六十甲子神依次排列。每逢
春节或其他节假日，许多人都
要到元辰殿里礼拜本命元辰
之星宿神，乞求在本命年里平
平安安，顺顺当当，保佑自己
吉祥如意，因而也称此为“求
顺星”或“拜顺星”。

小时候家里穷，但喜欢串
亲戚，每次去姑家，老看见姑
夫喝茶，馋得我口水直往下流。

上小学一年级时，语文老
师爱喝茶，以至于每次上语文
课，我望着老师那杯清香的茶
老走神，心里痒痒的，眼睛总
是眨巴眨巴的。

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依偎
在奶奶怀里，细听她老人家讲
茶的故事，不知不觉便进入了
梦乡。在梦里，那白里透绿，
绿里透白，像针尖似的金银

花，看着好看，品着有味，散发
着一股茶的清香……

第二天早上，在上学的路
上，我果然看到了盛开的金银
花，信手摘了一朵，放在嘴里，压
在舌下，细细品味，一股清香浸入
心田，难道这就是茶的味道吗？

从那时起，每年春天，我
都盼望着金银花的盛开。每
年金银花盛开的时候，我都会
小心翼翼地采摘好多好多。
回到家，在奶奶的帮助下，先
是晾晒，然后放在火炉上烤

干，接下来包好，足够喝一年。就
这样，从小学直到大学，是爽口清
香的金银花茶，伴我度过了人
生读书的美好时光。

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天
天都离不开茶，茶已成了我不
可缺少的伴侣。一次，我带着
3 岁的女儿去北京香山游玩，
由于背着女儿登山，快爬到香
炉峰时，又渴又困，一步也懒
得走，全身难受得连话也不愿
说。突然，一位学生模样的游
客说：“快上山，到山顶茶社饮
茶去！”一听到茶字，所有的不
舒服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充沛
的体力油然而生，我一口气登
上峰顶，只见香炉峰旁边有一
茶馆，顿觉茶的清香扑鼻而

来。我轻轻地来到茶桌边坐
下，见一茶女把放有茶叶的杯
子摆在我面前，还未看清茶叶
的颜色，见持有一紫铜壶的茶
小伙儿，在离我一米多远处沏
茶，忽感一股细流从“天”而
降，水落杯中，滴水不溅，香味
无穷，令人大饱眼福，大开眼
界。片刻茶凉，慢慢回味，倍
感耳目一新。品着茶，登香山
的 疲 劳 和 困 倦 早 已 烟 消 云
散。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
了，我仍然依依不舍地稳坐在
茶桌边，意犹未尽。离开茶馆
时，只觉浑身畅快，背着女儿
走到了山下。

平时我有个习惯，在工作
之余，愿静下来读书看报。渐

渐地，读书看报与饮茶联系在
一起。见到一本好书，常爱不
释手，看到一份好报，总是废
寝忘食。但如果没有一杯清
茶相伴，总感到美中不足。时
间久了，我便和茶结下了不解
之缘，凡读书看报时，总要沏
杯茶。看着书，品着茶，真是
其乐无穷。读书看报到精彩
处，我轻轻品一口清茶，久久
留在口中回旋，细细感受其中
的滋味，然后再让茶香茶趣慢
慢浸到心里。这书韵茶香交
融，真让人忘乎所以……

读书品茶，乃人生一大趣
事，难道茶和书有缘分？读书
品茶，既丰富了知识，又陶冶
了情操，何乐而不为？

平原的声音
杨耀峰

《攻心说话术》

开心农场
秦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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