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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两天院，反正没有什
么好办法可以治疗，小伙子就带
药出院了。

前两天看医学文献，读到
一 篇 关 于 马 方 综 合 征 手 术 的 报
道，才知道：早几年，我们国家
就已经可以用手术治疗马方综合
征的主动脉病变和瓣膜病变了，
而且成功率很高。早期发现早期
手术，就不会出现动脉瘤破裂和
猝死的情况了。

我突然想起当年的那个小
伙子，不知道他的病变有没有进
展，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做手术
治疗。

尤其是想到那位父亲，当
时还是中年人的他，有机会迎来
自己的晚年吗？

百度医生
他来看病，坐下第一句话

就 是 ：“ 我 怀 疑 我 得 了 心 肌 炎 ，
我心慌，心动过速，之前有感冒
史。”说得挺专业嘛，自己都诊
断了，还找我干吗？

我瞟一眼电脑上的个人信息
栏：28 岁单身男，软件程序员。
非医疗行业居然这么精通医学术
语，我随口问他：“你怎么知道

的？”“哦，我上网查了，觉得跟
网上说得很像。”哦，又是一个伟
大的百度医生、民间科学家。

我调侃道：“要是老百姓都
学会用百度看病，我们医生就失
业了。”

说笑归说笑，还是认真询
问了发病情况，进行了体检，安
排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心
率才 60 次每分钟。再一问，感
冒都是一个月前的事了——论起
来，这世上没有感冒史的人，大
概也不多吧。

我沉吟片刻问他：“你现在
心慌吗？”

“慌，总觉得心神不宁。”
“工作压力大吗？熬夜吗？

喝咖啡茶叶吗？逛迪厅吗？”
他不停地摇头。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心慌
感觉的，总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他 停 了 停 ， 吞 吞 吐 吐 地
说：“上次生病后就这样。”

“什么病？”
“生……生殖器疱疹。”还

没 等 我问，他就解释，“不是性
病。皮肤科医生说是因为身体抵抗
力下降感染的病毒，已经治好了。”

原 来 是 这 样 。 年 轻 小 伙
子，一向好好的，突然得了个不
太 说 得 出 口 的 病 ， 又 在 要 害 部
位，难受且不说，还怕以后性功
能 不 行 了 ， 又 担 心 影 响 生 育 能
力 ， 可 不 是 会 有 巨 大 的 心 理 压
力？心不慌才怪。这种事儿，医
生见惯了。

于是我便说：“我觉得你现
在 身 体 没 什 么 事 ， 既 然 疱 疹 不
是 性 病 ， 也 没 什 么 可 担 心 的 ，
治 好 了 就 好 了 ， 你 就 好 好 工 作
好好休息，每天晚上跑个 10 公
里 ， 回 来 洗 了 就 睡 ， 我 保 证 你
不心慌……”

我正滔滔不绝给他上着健
康生活课，他打断我：“我有过
一次高危性行为。”

我 噎 住 ：“ 是 跟 那 个 ……”
我做个手势，不知道该用什么词。

他 反 而 很 镇 定 ：“ 不 是 妓
女，是网上随便找的。”

“没戴套？不怕得艾滋？”
“怕，所以戴了。当时年龄

小，现在也好几年了，不过想起
来还是很后怕。”

“艾滋是有潜伏期的，可以
查一下。”

他眼睛一亮：“你这里可以
查？”

“ 当 然 ， 顺 便 还 可 以 把 梅
毒、乙肝全查了。”

他被吓到了：“不用不用，
只查艾滋就好。”

我 一 边 开 检 查 单 一 边 说 ：
“以后有什么担心的事，直接上
医院，别没事百度，自己给自己

看病了。那才叫没病找病呢。”
一个人的支架传奇

1995 年，他 40 岁，在工厂
上班，重体力活，每天抽烟、喝
酒 、 吃 红 烧 肉 。 一 天 晚 上 睡 觉
时，他突然胸痛。那个痛啊，按
他自己的话说，比死都难受。不
停出汗，大冬天的，硬是把被子
透湿了。

疼成这样，也没想到去医
院 ， 一 晚 上 坐 立 不 安 ， 挨 了 过
去。第二天，疼痛好了点，他没
事人一样去上班，跟谁也没说，
照样搬大铁砣子，就是觉得体力
差了些。

这样过了 20 天，跟同事喝
酒吃肉吹牛聊天时，无意中聊了
起来，刚好有个同事的父亲得过
心脏病，知道一些，劝他去医院
看看。他半信半疑地去了。

做完心电图，医生就不让他
动了：心肌梗死。直接用平车推
进了监护病房。做了冠状动脉造
影后，在心脏血管放了一根支架。

那年代，支架属于新鲜事
物，说起来，武汉也是全国排前
五六名的大城市，却只有三家医
院能做，价格也昂贵。支架是金

属的，一根一万块钱。1995 年的
一万块钱，是大学毕业生的三年
工资。

医生劝他戒烟、戒酒、戒
肥肉，不要劳累。他琢磨着，那
么多钱不能白花，烟酒戒不掉，
把 肥 肉 戒 了 。 工 作 太 出 力 ， 辞
了，搞了个门面做生意——也为
了多挣点钱，吃药贵啊。

这 样 过 了 10 年 。 2005 年 ，
他再一次胸痛。没第一次那么夸
张，就是有点儿不舒服，闷闷的
感觉。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
过了 7 天才想到去医院：仍是心
肌梗死。

他 身 上 有 了 第 二 根 支 架 ，
做手术的还是当年那位医生。

彼时已是药物支架的天下
了，手术方式也变了，从大腿上
穿刺改成由手腕上穿刺。做完手
术，他的胸痛就消失了，人轻松
了 一 截 ， 拍 着 胸 脯 对 医 生 说 ：

“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我这个人
搭白算数，你有事尽管开口，我
言 听 计 从 。” 医 生 也 爽 快 ， 说 ：

“好，那你听我的，把烟和酒都
戒了，不要让我白忙碌。”他想
咬牙应下来，硬是没勇气，觍着

笑对医生说：“那你真是要我的
命 啊 ， 只 能 戒 酒 ， 烟 戒 不 掉 。”
医生笑着摇头，不再劝他，平常
电话叮嘱他按时吃药、随访，逢
年过节问候一下，两人倒成了朋
友。

2015 年 5 月 的 一 个 晚 上 ，
他 第 三 次 发 作 胸 痛 。60 岁 的 人
了 ， 到 底 比 年 轻 时 惜 命 ， 当 时
打 了 “120”， 也 打 了 手 术 医 生
的 电 话 ， 医 生 立 刻 叫 他 吃 药 ，
叮 嘱 他 到 最 近 的 大 医 院 急 诊
—— 现 在 ， 心 脏 介 入 技 术 已 经
非 常 成 熟 ， 各 大 医 院 都 有 能 力
做了。

他 就 这 样 来 到 我 们 医 院 。
准 备 急 诊 手 术 时 ， 那 位 他 曾 经
的 手 术 医 生 竟 然 也 赶 了 过 来 ，
还 带 上 了 他 过 往 的 医 疗 资 料 给
我 们 参 考 。 手 术 很 成 功 ， 上 了
球 囊 反 博 术 ， 他 又 一 次 从 鬼 门
关回来了。

第二天正是大查房，听他
讲 述 完 自 己 的 病 史 ， 主 任 笑 着
对 小 医 生 们 说 ：“ 这 位 病 人 就
是 一 个 奇 迹 ， 见 证 了 介 入 治 疗
的进步，见证了支架的
历程和传奇。” 12

连连 载载

我家小院，有一株挺拔碧翠的石榴树。
白天下班，第一眼先看到那高过房檐如伞

如盖的石榴树，嫩绿，鲜亮。晚间躺在床上，也
总要凝视着玻璃窗外拂动的袅袅婷婷的枝条。
清晨笔耕，透过朦朦胧胧的晨曦，斑斑驳驳的树
影晃动于窗棂、稿纸上，显得特别和谐、宁馨。

有一天下午，我与妻下班同时进家，小院
出现了奇迹：一只美丽的蝴蝶迎着我们不徐不
疾地上下翩飞。妻惊喜之余想捉住它，但它那
么轻盈灵活，哪里抓得着？它好像在和你嬉戏
玩耍捉迷藏，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忽
而高忽而低，真个奈何它不得。

不能捉，这是自然景观，蝶恋花嘛。妻子
若有所悟地说。但没想到当蝴蝶落到石榴树
上，妻还是既迅捷又灵巧地把它捉住了。将它
放在纱窗上。它哪里肯待？一开门，它便机灵
鬼似的飞了出去。我怕它飞跑，但又想试试它
会不会飞跑，有意地追赶它，它毫不慌张，在院
子里盘旋了几圈之后，复又停落下来。细雨淅
沥，轻摇树枝，它也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只是
随着树枝的摇曳而微微颤动。浴雨听风，何其
优哉。它总是静候在那里，张开双翼好像孔雀
开屏，有意向人展示她美丽的裙裾。

当几朵嫣红的花儿次第坠下的时候，我的
心好像失落了一种珍贵的东西，隐然涌起了一
阵悲凉与酸楚。然而，当妻在繁密的枝叶间发
现了一粒圆圆的小石榴，我的心头便蓦地升起
了一种难言的欣喜与强烈的企望。我几乎忘
了自己的年龄，犹如小孩雀跃起来，哦，开花结
果了。我们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不约而

同地翘望那只一天大似一天的小石榴。圆圆
的亮亮的，像小男孩的脸蛋，那般质朴与坦诚，
透溢着一股阳刚之气。

忽一日午睡正酣，一支美妙柔曼的乐曲进入
我的梦乡，像小溪那般清澈，像柳笛那般清亮。我
仄身隔窗而望，石榴树最高的枝上分明落着一只
蝉，正在尽兴鼓翼吟唱……好哟，又是蝶舞又是蝉
鸣，我的小院可真有了点缀有了风景。

然而，于这株石榴树，我是颇感愧疚的。
平时，我没有给它认真地浇过水、正儿八

经地施过肥。随我辗转迁徙，始终没有很好地
照顾它保护它。

5 年前，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我挈妇将雏
从河北返回故里宝坻，在一个偏僻的师范学校
任教。暂居于原来是教师伙房的房间里。鼠
窜蛇行，四壁破烂不堪，夏天漏雨冬季透风。
屋前一片空地，布满了砖头瓦砾、炉灰煤渣。
早春，好拾掇的妻子从姐姐那儿要来一株石榴
树幼苗，干有粗铁丝那样粗，枝像老头胡须那
般细。刨了个坑，浇了点水儿，它就这样顽强
地活下来了。第二年春天，这里要盖楼，我们
被安排到后排学生宿舍去住。在一切安顿下
来 之 后 ，我 又 将 它 连 根 拔 起 ，好 歹 埋 在 宿 舍
前。没想到，它又在我们不大关心的情况下，
茁壮地生长了。这一年冬天，我用破棉絮烂布
条把它裹好，好歹度过了凛冽寒冬。我们在街
里买了房，三间小院，在马拉松式搬家完毕后，
妻跟我商量道，那棵石榴树咋没刨来，它是咱
的伴儿呀。于是，我借个刨镐刨了，带着重重
的土坨，埋进了我的小院。小院刚建筑完，洋

灰啥的老厚一层，也没怎么挖坑，好歹埋下，照
样地包裹起来……

搬家的第二年，这小东西竟疯长起来。但
这么个小院，哪容得它这么肆无忌惮地疯长痴
长？我便背着妻找来锋利的剪刀，咔嚓咔嚓剪
了个秃瓢，然后又把枝杈缠绕好几圈，用绳子
紧紧地捆绑起来。心想，要长就像竹子、杨树
一样乖乖地往高处长，别这么毫无顾忌地侵占
我的领空。

妻说，别太狠了，这棵石榴树跟咱不容易，
招你惹你了，你把它蹂躏成这样？

于是，我给它松了绑，使险些夭折的石榴
树恢复了生长的自由。自此，它完全可以无拘
无束洒洒脱脱地生长了。将功补过，照样裹
暖，让它安度了一冬，又将骨头、鱼肠等营养埋
进去一些。这不，现在它枝繁叶茂，以崭新的
翠绿将那无端折磨的一页完全掩去了。五月
榴花耀眼明，六月，便圆溜溜亮盈盈地挂满了
上百只石榴。

我时时伫立于树下遐想，何其旺盛的生命
力啊。其干粗糙而枯瘦，却有着坚韧不拔的内
力，满树的翠绿呈清一色，没有花里胡哨的妖
艳。对人无所求，一盆清水一点鸡粪，便能绽
开灼灼嫣嫣的花，结出累累实实的果。人生不
也是如此吗？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蹚大
河，但只要我们昂起头来，阳刚之气便会永不
衰竭，生命就会一天比一天绚烂。

我愿做一棵朴拙无华的石榴树，撑擎起栉
风沐雨、苍翠如洗的人生华盖。

我跟妻商量，小院遂命名：石榴斋。

当你与你的班主任老师分别 30 多年后再相见，
你的老师已年届八旬，却依然思维敏捷、步履稳健，
走路一点不用扶，且还能到你工作的地方看看，喝
杯热茶，聊聊家常，你的心情是不是会很激动？是
的。而这样的机缘对于异乡久别的师生来说，多是
难逢的。幸运的是，这个机缘让我和我的班主任李
正平老师遇上了。

李老师 1980 年 7 月任商丘师范专科学校（现商
丘师范学院）中文专业 8011 班班主任。那时我们班
不少同学都是从农村考入的，对许多事儿很茫然。
李老师当时 40 多岁，留一头齐耳短发，湖南人的性
格快人快语，走起路来脚步生风。她就带着我们办
报到手续，领学习物品，看教室和宿舍，直到全班 53
位同学都安顿好，她才休息。

李老师教我们的现代汉语课，知识丰富，讲解
生动，普通话又好，学生们都爱听她的课；课余时
间，老师还安排我们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同学们与
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遗憾的是，李老师仅担任我们班主任一年，因为
她的爱人、河南社科界知名学者崔大华先生到了省
社科院工作，李老师就调到了郑州。从此，师生一别
竟达30多年，至今不少同学都没能与老师再见面。

也许因为李老师是我们高考入学后第一任班主
任，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毕业之后，班
里有热心同学联络，分别在商丘、濮阳进行了三次聚
会，不少同学都忆念起了李老师，盼着若能来参加我们
的活动该多好！

两年前，我所供职的单位因工作需要搬迁到郑
州。安顿下来不久，我和同学就设法找到了李老师
的手机号码并取得了联系。我们前往李老师家看望，
不料老师早早下楼在小区门口等候。一见面，简直不
敢相信，老师虽已年近八旬，但走路和说话与当年没有
多大差别，还是那么爽朗，那么利索，那么快乐。

李老师说，她从省社科院退休，晚年生活很好。本
来她可以随两个儿子到北京或者南方居住，可3年前崔
大华先生不幸去世，骨灰安放在了郑州。老师便对儿子
们说：“我哪儿也不去了，只想在郑州陪着你们的爸爸。”

我们为李老师的身体健康而高兴，更为老师对崔
先生的感情坚守而敬佩不已！晚餐后话别时，老师对
我们说：“告诉同学们放心，看到你们和我的孩子都干
得这么好，我一定争取多活几年，分享你们的幸福！”

老师的乐观自信深深地感染着我们。随后，我
又邀请李老师加入了我们同学微信群。老师更开
心了，常与同学们聊天，有启迪人生、保健身体的好
文章，老师就发到群里与学生们分享。

近日，我邀请李老师来郑东做客，老师又对我
们几个同学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我一定争取多
活几年，分享你们的幸福！”

可敬的老师，您的心愿是您这一代人的心声，
也恰恰是学生们的祈盼。

苏连硕

小院石榴

卫青是我国古代出身最卑微的名将，
他不仅在抵御外侮的战场上功勋显赫，更
在修身处世方面展现出很强的人格魅力。

他的生母是平阳侯曹寿家的奴婢，
因丈夫姓卫，《史记》便称她为“卫媪（丈
夫姓卫的老妇人）”，卫媪生有一男三女，
他是卫媪守寡后，与在平阳侯家做事的
县吏郑季发生关系所生。

他在母亲的关怀下，艰难地度过了
童年，后来母亲实在无力养活他，就把他
送到了郑家。然而郑季十分厌恶他，郑
季前妻生的几个儿子都不认他是兄弟，
像对待奴仆一样随意侮辱和虐待他。见
他在家里待不下去，郑季趁机把他打发
到荒山里放羊。

牧羊生涯不仅饥寒交迫，还要时刻
防备狼群侵袭，但他并未向恶劣的环境
屈服。几年风霜雪雨的磨砺，练出了一
身的勇敢坚毅。他不愿再受郑家欺辱，
于是改姓卫，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侯
家的骑奴，经常跟随平阳公主（曹寿之
妻、汉武帝姐姐）出行，有了接触上层社
会的机会。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
春，卫青同母异父的三姐卫子夫，被平阳
公主推荐给汉武帝，他一同入宫，在建章
宫任职，次年被封为建章监、侍中。他出
入宫中，听闻朝政，利用闲暇刻苦读书，
对兵法战策常常有自己的见解。

公元前 130 年，汉武帝封他为车骑
将军，与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各率一万
骑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其中，李广、公
孙敖战败，公孙贺无功而返。他仔细研
究匈奴水草地，周密部署行军路线，发
扬主动进攻、深入敌境、以战养战的创
新精神，从上谷郡（今河北怀来）狂飙突
进八百里，一举摧毁匈奴单于祭天和聚
会群臣的“圣地”龙城（今内蒙古境内），
斩首 700 余级，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
神话。

卫青一生七征匈奴，七战七捷，一直
把匈奴赶到漠北，解除了西汉的北部威
胁，封邑 16700 户，封大将军、大司马，位
在丞相之上，但他不自傲、不贪功、不搞
特殊，与部下同甘共苦；在军旅中，他号
令严明，以身作则，扎营休息时，只有士
兵都喝上水他才肯喝，不使士兵受渴；出
征归来途中，只有士兵都渡过河他才肯
渡，不使士兵掉队。皇太后赏赐他的金
银财物，他全赏给作战有功的军官。公
元前 124 年春，他率军长途奔袭匈奴右
贤王，几乎全歼其军，但他谦称汉军大捷
全靠皇帝英明和众将浴血奋战，汉武帝
深谙其意，旋即封赏了有功将领。《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中，淮南国中郎伍被说卫
青“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
为之用”，即使古代名将也比不过他。

在朝中，他谦和宽仁，敬重贤才，遵
规守矩，从不拉帮结派。他执掌西汉军
政大权，不能每次作战都亲征，而且他的
级别已高到无法再封赏的程度。为建立
更多军功，部下纷纷离他而去，投奔到霍
去病手下，他并未怨愤谁，认为求上进是
人之常情。

由于他从私生子、家奴到皇亲国戚
的身世，有些士大夫说他是靠裙带关系
发迹的，他也不放在心上。部将苏建劝
他蓄养门客和士人制造声势，来博得名
誉。他谢绝了这种做法，认为养士结党
营私，败坏国家纲纪，是从政的大忌，做
为重臣必须带头奉公守法，严格约束自
己。诤臣汲黯对他并不是很尊敬，但他
认为汲黯是刚直不阿的贤才，很尊重汲
黯，经常向汲黯请教国家大事。他掌权
期间，政治比较清明，奸佞无法入朝任
职，为西汉进入全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卫青波澜壮阔的一生，既有面对逆
境的坚韧不拔，也有报效国家的丰功伟
绩，但归根到底是做人的成功。他高度
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宽广胸怀，无一
不体现出一代名将的恢宏气度，这正是
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史海钩沉

卫青的人格魅力

李智信

老师的心愿

师恩难忘

《墨白小说关键词》一书显示了杨文臣深
厚的文学理论素养和很强的文学鉴赏能力。
本书代表墨白小说研究的新高度，在以下几方
面可圈可点。

首先，本书结构非常灵活，没有采用一般
学术理论专著所惯常使用的结构方式，而是从
墨白小说的全面考察中，筛选十几个足以彰显
墨白小说思想艺术特点的“关键词”，以这些关
键词的解读为切入点，进入墨白小说的艺术世
界。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关键词涉及墨白小
说的思想内蕴，下篇关键词涉及墨白小说的形
式特点。由于作者对墨白小说的情感认同和
深刻理解，本书选择的关键词皆非常准确，如
上篇选择“颍河镇”“苦难”“欲望”“焦虑”“时
间”，下篇选择“色彩”“意识流”“题记”“元小
说”等。这些关键词，是从墨白的小说世界中
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生硬地作为标签
贴上去的。以这些关键词为路标，读者可顺利
进入墨白小说的艺术迷宫，但有些关键词还可
以添加进去，如“权力”、如“人性”。根据我自
己对墨白作品的阅读感受，我感觉墨白小说如
果被称为“先锋小说”，“意识流”“色彩”“题记”
等形式花样翻新的先锋只是先锋之“表”，先锋
的“底子”或“内里”则是他对人性恶的天才的
近乎残酷的展示，是他对世界的绝望、虚无的
生存体验。先锋形式的“外表”是为了更好衬
出“人性恶”“生命苦”的“里子”。

当然，对于人性恶的天才展示对墨白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使作品深刻，但也使作品

打上了挥之不去的忧郁、绝望的底色。诗性的
忧郁固然可使人奋起，但毫无拯救希望的人性
之恶则会使人陷入颓废。墨白小说艺术上另
一特点是“诗性”，我感觉这个词虽然难以把
握，但对于墨白小说还是具有较强的概括性。
墨白小说在本质上是背离传统的故事而趋向

“诗”的。它不是着眼于人与人间纠葛的外在
故事，而是以意识流的形式进入敏锐多感的个
体内心对于存在的感知。所以趋于“诗性”而
背离“故事性”。

第二，本书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有较强
的理论穿透能力。作者研究西方美学，理论功
底很深，如本书探讨的“时间”问题，就显示了
一定的理论深度。其他对“元小说”“题记”的
探讨，都有此特点。

第三，能做细致的文本细读，对墨白作品
非常熟悉。

通过文臣的《墨白小说关键词》，我们可以更
进一步认识到墨白小说的个性与价值。关键词
把墨白小说思想形式上的特点凸现了、放大了、
聚焦了。如本书的第一个关键词“颍河镇”。颍
河镇既是墨白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具体场景，又

是他刻意经营的一个具有统摄作用的意象，颍河
镇就是整个“世界”。他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来
自颍河镇，回到颍河镇，属于颍河镇。

颍河镇是墨白的发现，也是墨白的独创，
是他的世界。但关于颍河镇，笔者也有一点困
惑。笔者认为由颍河镇可以窥见作者墨白的
一些困惑，一些矛盾，一些文本的缝隙。例如，
颍河镇是具象的，但作者似乎并没有去苦心经
营它。它作为一个镇，作者写了它的历史，甚
至不厌其烦地绘了它的方位地图，这样做好像
回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但问题恰恰在
于：墨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一方面描绘细节，但本
质上他是反细节的。他的叙事往往要指向抽
象，指向对生命、对存在、对历史、对人性、对权
力的质疑和探讨。这种形而上的概括是否需
要颍河镇这样一个具象去支撑？作者把颍河
镇置换成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河流，对于
作品的主题是否会产生任何妨害？也许颍河
镇就象征了整个世界，颍河镇是作者对于整个
世界的抽象、隐喻和概括？但颍河镇同时又代
表着乡土世界，是乡土世界的象征。那么，这
两个象征之间是什么关系？乡土世界是与城
市世界相对立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乡土
世界象征的颍河镇无法代表整个世界。这样
一来，作者小说中所建构的颍河镇在不同小说
中的内涵是不一致的。这里所谈的对墨白小
说核心意象“颍河镇”的看法是我的一点个人
看法，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

墨白小说的个性与价值

书人书话

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世界上
最早种茶和最早喝茶的群体，这颗
星球上空弥漫的茶香是从我们中
国飘散出去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我们的老祖先是怎么喝茶的。

现代中国人喝茶，主要喝泡
茶：将茶叶放进茶壶，用热水浸成
茶汤，然后将茶汤饮下，将茶叶扔
掉。事实上，这种喝茶方式仅仅
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前的
古人完全不是这样喝茶，他们做
茶的方式也与今天大相径庭。

本书作者李开周著有《吃一
场有趣的宋朝饭局》，为我们再现

了琳琅满目的大宋美食，在海峡
两岸引发阅读热潮。今年又精心
推出《宋茶》一书，从采茶、做茶、
喝茶、斗茶等角度，为我们全方位
展示了已经失传的大宋茶道。

本书文字通俗易懂，表达诙谐
有趣，还配有200多幅精美插图，使
普通读者对千年茶道一目了然。读
完这本书，既能轻松把握中国茶文
化的变迁历程，搞清楚现代茶与古
代茶的传承、日本茶与中国茶的渊
源，又能掌握最基本的制茶之法与
品茶之道，让本不喝茶的人喜欢上
茶，让本来爱茶的人更加懂茶。

刘 杰

刘 涛

人与自然

《宋 茶》

新书架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书法）宋国松

树绕村庄(国画）赵进选

王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