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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

静坐窗前， 将一杯新茶捧在
掌心里， 闻着缕缕宜人的茶香，
让心情渐渐变得恬淡而宁静， 所
有的烦扰皆淡淡散去。 因为喜欢
喝茶， 我非常爱读有关茶的书。
《望江南》 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家王旭烽推出的近四十万字的长
篇新作， 也是她心目中茶人系列
真正的第三部。 作品以宏观阔达
的历史叙事， 通过忘忧茶庄第三
代茶人命运悲欢的展示， 试图将
茶的特质升华至我们的民族精
神， 浓彩淡墨式勾勒出一座城内
的江南百景图与一杯茶香袅袅里
的山河故人情。

王旭烽是浙江农林大学教
授、 茶文化学科带头人， 从未间
断过关于茶的写作， 也从未停止
对茶文化的学习和传播。 说到王
旭烽，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以
《南 方 有 嘉 木 》 《不 夜 之 侯 》
《筑草为城》 三部长篇小说组成
的 “茶人三部曲”， 用130万字描
摹出一幅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其中的第一、 第二部于2000年荣
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此次新作
《望江南》， 王旭烽坦言， 这部小
说的写作是为了弥补 “三部曲 ”
的遗憾。 因为 “三部曲” 写了抗
日战争、 解放战争， 第三部应该
写共和国成立之后， 但当年没有
写这一段历史， 所以即使过去了
二十多年， 也要补上。

《望江南》 是王旭烽耗时26
年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小说主
要塑造和描绘了一群栩栩如生的
茶人形象， 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
前 后 近 二 十 年 波 澜 壮 阔 的 社
会 进 程中 ， 江南茶叶世家杭氏
家族的起落浮沉和人物命运。 主
人公杭嘉和兄弟姐妹总共五个，
作为家中的长子， 杭嘉和一肩挑
起了传承茶业与守护家人的责
任， 把广阔的天空让给弟弟妹妹
去自由飞翔。 日军占领杭州后，
他一把火将祖传的杭家五进 “忘
忧楼府” 烧掉； 毅然自断一指，
不同侵略者下棋 。 新中国成立
后， 在他的经营和改革下， 杭茶

不仅实现了机械制茶， 还走向了
世界， 蜚声海外。 弟弟嘉平参加
了革命， 在枪林弹雨中穿梭， 为
信仰一往无前、 九死一生……时
代的浪潮裹挟着其中的每一个
人， 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
参与了华茶兴衰起落的过程， 体
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追
求自由的独立人格精神， 也昭示
着东方茶人们立人兴邦的初心和
远志。

“茶在最好的能掐出水来的
时节， 芽就被摘下来， 然后被手
揉捻， 在火锅里炒， 倒进罐里封
存， 暗无天日， 有一天开封， 被
沸水冲泡， 够狠了吧， 但当它被
制成世上最美的甘露， 然后被喜
欢的人一口口地品尝， 化为人身
体的一部分， 灵魂的一部分， 最
软的、 最柔的那部分， 是不是说
明， 最极端的东西都是会转化的
呢 ？” 陆羽 《茶经 》 开篇即言 ：
“茶者， 南方之嘉木也。” 茶树，
嘉木也， 生于青山， 长于幽谷，
结庐林间。 《望江南》 书中的字
里行间穿插有制茶 、 采茶 、 泡
茶， 茶叶的种植、 传说， 茶叶的
工艺、 习俗的再现， 作者写人即

是写茶 ， 写茶即是写人 ， 人的
性格命运与茶的品性同构。 茶人
所蕴含的清芬淡雅， 坚忍负重，
含蓄温和， 既是人物形象的亮点
和特色， 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和精髓。 他们就像是那一片片被
投入杯中的茶叶， 伴随着沸水的
冲泡， 上下翻腾浮沉， 寻找各自
的安生之处。

《望江南》 既是一部家史，
也是一部生动而又深刻的中国近
代史 ， 更是一部茶文化的 科 普
书籍 ， 弥漫着浓郁的茶文化浸
润的气息， 正如茅盾文学奖颁奖
词所赞誉的： “茶的清香、 血的
蒸气、 心的碰撞、 爱的纠缠， 在
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
交织……显示了作者在 当 前 尤
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
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

合上书页， 脑海中不由得涌
现出苏轼 《望江南 》 里的那句
词： “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
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我想，
人生如茶， 只要以坚韧执著的
态度面对生命中的苦涩， 终将
能得到美好与和谐 ， 安宁与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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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走了。 78岁的生命年华
就像深秋的一片落叶， 飘飘然地
落下， 静静地遁入泥土中。

前几天听说他病重， 便和同
事相约去家探望。 这十多年来，
我们未曾谋面， 这次相见， 几乎
不敢相认。 昔日那张国字脸、 笑
吟吟的面容、 底气十足的声音荡
然无存。 人瘦得皮包骨头， 说话
如自语， 只见嘴动， 不见音出。
分手时 ， 我握着他瘦骨嶙峋的
手， 不禁轻轻地拥了拥他削瘦的
肩头， 百感交集， 两眼湿润。

未曾想， 七天后噩耗传来，
老蒋走了。 我们的再见是在南苑
医院萧肃的告别厅。 几天前， 我
们还握手相别， 几天后， 就阴阳
两隔了。

这几天， 我和他相处的光景
总是星星点点地萦绕心头。

我们在一起工作四年多， 因
为他曾是北京建工集团安装公司
综合公司工会主席， 我一直尊称
他为 “主席”。 后来很多人都称
他 “老蒋”， 透着亲切， 我也随
之改口。

老蒋喜欢照相， 而他曾经的
工作 “镜头” 不时浮现在我的脑
海里， 好像他没有走。 还是那位
栩栩如生的综合公司工会主席蒋
兴国， 还是那样和蔼可亲的老大
哥、 好朋友。

我仿佛看到在蓝岛大厦、 穆
斯林大厦、 朝阳商业一条街、 信
达大厦等无数个施工现场中， 飘
逸着他做劳动竞赛动员的话音，
闪动着他带领现场职工服务队在

现场为职工理发、 洗衣、 缝衣服
的场面， 浮现着他主持公司职代
会， 宣读表彰名单的片段， 晃动
着他逢年过节去困难职工家庭慰
问的身影……

奔波劳碌， 爱企如家是他职
业操守的诠释。

我还看到他披一身绿军装，
从 “两个兜 ” 的战士 ， 到 “四
个兜” 的干部， 从排长、 指导员
再到团参谋步步为基的20年军旅
生涯。

绿色军营， 英姿勃发是他人
生年华的写照。

我看到他的临别遗嘱： 感谢
部 队 大 学 校 的 教 育 ， 感 谢 企
业 的 培养 ， 要把遗体捐赠给医
院， 把最后的所有捐献给医学研
究。

爱心无界 ， 情感传递是他

“三观” 的再现。
泰戈尔写道： “生如夏花之

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老蒋
在综合公司是个埋头苦干、 为人
耿直的人， 也是个默默无闻、 爱
企如家的人。 他如同一杯热水，
那般平淡无奇， 却在用温度去温
暖着周边人的心， 滋润着公司发
展的沃土。

时光的流逝， 回忆他的人会
越来越少。 但我会永远怀念他，
公司的历史也不会忘记这些呕心
沥血奉献的人。

每个人都要走向生命的尽
头， 当告别五彩缤纷的人世后，
还 会 有 人 想 起 他 、 悼 念 他 、
怀 念他 ， 这是他人生价值的凸
显。

我会时常想起老蒋， 综合公
司的许多退休职工也会的。

春天， 闹哄哄的。
春风剪裁了柳叶 ， 春雨

朗润了山野 ， 春花———烂漫
灼灼， 媚了人心！ 不同于凛
冬时梅花的 “疏影横斜水清
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春天
的花开起来 热 热 闹 闹 ， 一
眼看过去， 就是盈盈满满一
树。

宋代诗人赵师侠在诗中
写： “梅花谢后樱花绽， 浅
浅匀红。” 一声春雷， 惊醒了
酣睡中的樱花 。 它揉揉惺忪
的睡眼， 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在枝头绽
放。

樱花开时， 一片片 、 一
卷卷、 一重重， 似云霞织成
的锦， 似早春酿下的酒， 似
月下旖旎的梦……这时 ， 我
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作品 《藤
野先生 》。 文章一开头便是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 望
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
以为樱花源自日本。 直至看
了 《樱大鉴》 的记载， 才知
道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
秦汉时期， 中国就开始栽种
樱花， 唐朝时期有日本使者
将樱花带回日本栽种。

如果说樱花是春天里一
场盛大的灿烂， 那么， 被春
雨悄悄唤醒的杏花， 就是那
个安静走进烟雨江南的弄堂
里的邻家姑娘了。

杏花开时， 虽是一树一
树开得热闹， 却有含蓄内敛
的风情 。 它 总 是 一 副 欲 绽
还收、 欲说还休的娇容， 是
未经雕琢的清新淡雅、 是小
家碧玉的不动声色。 就好像
宋代诗人陆游在诗中写的那
样：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
巷明朝卖杏花。” 你听到春雨
淅淅沥沥 ， 却 不 知 道 杏 花
悄悄开了。 清晨推开窗， 一
片朦胧中， 不知道哪一片是
雨、 哪一片是云、 哪一片是
花 ？ 直 到 小 巷 深 处 传 来了
叫卖声， 才知道杏花就在那
片朦胧里静静绽放了。

恍惚觉得枝头的杏花像
是坐在门槛上望着远方的姑
娘， 小女儿的心思在眼中流
露， 她看着春天一步步往深
处行去， 看着我们一步步向
她行去……而她， 就这样在
枝头一直开呀开呀， 从唐诗
宋词里一直开到我们眼前的
这个春天， 轻柔柔、 俏生生，
让人心里猛地生出几分踏实
来。

杏花开过 ， 还有桃花 、
梨花……

春风徐徐 ， 花香阵阵 。
仰头是一片干净的蔚蓝， 眼
前是云蒸霞蔚、 熙熙攘攘的
春意， 身后是随风而舞的落
花铺成的锦缎。

愿此春风， 吹起枝上妖
娆春！

———读王旭烽《望江南》

□钟芳

续写茶人新故事

■工友情怀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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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吹起起枝枝上上春春
□□陆陆锋锋

职工乔迁新居，工会主席蒋兴国登门贺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