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风光旖旎，我踏上开往北京

的高铁。高铁一路北上，过了济南站，明显

感觉到南北温度的差异，抵达北京南站正是

晌午。一下车，明显感觉到安检处人流量大

幅度增加。出站，隔几个路口，会有交通警

察核查出租车司机的身份信息。入住酒店

在西城区的宣武门内大街，离天安门、故宫、

前门、大栅栏约十几分钟车程。对于一个土

生土长的南方人而言，在这里的第一感觉就

是方言上的差异，“你们是南方人吧？”司机

浓浓的北方口音听起来别有韵味。

春天的高铁
安徽桐城 胡文燕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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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这是唐代诗人

钱起所作的《与赵莒茶宴》诗，诗中将主人以茶代酒的热情和宾主喝出如痴如醉的雅致可谓表

现得淋漓尽致！是啊，对于具有悠久茶文化的中国人来说，闲暇时约三两知己，泡一壶香茗，

对坐而品，“心超诸境外，兴在一杯中”，从而少了一分酒的狂放，多了一番茶的恬静，这何尝不

是一种高雅而又有内涵的享受呢？

春茶之念 安徽庐江 李永龙

在江南你得习惯听雨落的声音，那是似乎是一种呼唤，也是一份倾诉，在敲打窗棂的细

碎中，在滴落青瓦的韵律里，在穿林打叶的尘缘下，江南就在雨中。雨装扮的江南朦胧而窈

窕，柔美而高贵，似一层薄纱般轻灵而又严丝合缝地笼罩着一份等待你发现的意境，这意境

轮回于四季，幻化于阴阳，读得懂是逍遥，读不懂是糊涂。

落雨在江南 安徽宣城 石屾

四季的轮回在滚滚春雷中开始，又在润物细无声

中到来，雨给了大地厚积薄发的滋养，万物苏醒，一股

江南特有的气息萌发在露珠打湿的笋尖儿上，青瓦白

墙角落里的青苔上。茶香，墨香还是竹林里泥土的芬

芳，哪一种才是雨中江南的味道？我也说不清。

雨洒落在梅子成熟的季节，把一份恢弘磅礴的

瓢泼从天际洒向了人间，如狼毫挥洒在云起月落，

宣纸铺垫在竹林山舍，烟雨飘洒，苍茫隐没于书馆

祠堂，一阵风雨一阵晴后，留下的不过是一道天青

色的淡雅韵味。云开雾散，又是一季曲径风荷。

细碎的雨滴如脚步声般轻盈前行，江南在追寻淡

如水的孤傲，而雨在桂花落处扮成君子，连绵中深藏

着静谧，耳畔响起打落在青瓦上的淅沥沥，滴落在水

塘中的清凌凌，凄冷的风中，雨的滴落就是一段杂乱

无章的空灵声。是幻是醒，看风起花残，听鹿呦鸟鸣，

只在秋风过处，烟云散尽，梦终归还是梦。

梦醒与沉醉不过浮沉之间，江南的山水也只在

烟雨的那一边，看得见的素颜，摸不着的朦胧里谁

会管他哪里有龙还是有仙。寒风凄厉中雨的脚步

越来越轻，化成了雾，化作了霜，直至化为了雪，听

不到落下的声音，寂静过后一矗梅花傲然立在枝头

等待着雨的浸染和下一段轮回的涅槃。

四季的尽头是一场雨，而雨的尽头则又是一场

春雷炸响的轮回。

如果说合肥是一位奋力赶超的九零后小生，

那么北京则是一位从容淡定的七零后大咖，优雅、

得体、内敛、庄严。入目四处，独具特色的北京老

胡同，层出不穷，别具一格，小喇叭胡同，未英胡

同，大方胡同，抄手胡同。胡同窄窄的，不急不缓

地伸展着，如同一位走过多年沧桑的老人，静静地

目视着前方。

北京的二环内看不到电动共享单车，蹬着人

力单车，两人并行，穿梭在深深浅浅的胡同巷口，

倏忽间，仿佛这京城的喧嚣嘈杂被胡同隔离，心瞬

间也静了下来。脚下，一块石板诉说着一段历史，

一条胡同蕴含着一段典故。车轮附着地面的石板

颠簸起伏，思绪跟着单车的铃声一起飘荡。胡同

两边的四合院保留着原址原貌，大部分砖木结构，

精巧雅致，青砖灰瓦，红漆大门，整体色调为灰青

色，造型古朴。一条胡同，一股烟火，烙下了几千

年的民俗风情印记。

胡同里相隔不远就能看见一个公共卫生间，

大部分居民应该是外地人，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

行色匆匆，脚步声、关门声、寒暄声，一幅流动的生

活全景图在胡同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演。

一路骑行，途经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北

海公园，映入眼帘的黛瓦红墙，严肃、庄严、壮丽、

雄伟，让人心生敬重，似乎唯有这种明黄朱红、雕

梁画栋的古朴典雅建筑，才是这座城的特色标

志。途中，没有燥人的鸣笛声，没有急促的吆喝

声，暮色笼罩中的故宫博物院，橘黄的路灯与明黄

的琉璃瓦件相互交映，柔和而又不失明艳，屋顶上

的吉祥瑞兽，沉稳肃静，犹如这座城市的夜行者，

引领着行人感受这座三千多年古城的魅力风采。

如果说夜晚的京城深邃辽阔，那么清晨的公

园则愈发沉静娴雅。天坛公园位于北京东城区，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明、清两代祭祀

皇天、祈五谷丰登之场所，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

筑群。园内的回音壁、祈年殿尤为盛名，更让人惊

叹不已的是园内形态各异、直耸云端的百年古树，

树干间生出的特色“胎记”，有的如同紧握的拳头，

骨节分明，大小不同，错落有致；有的如同跳跃的

猕猴，憨态可掬，形态各异，层次分明。万物皆有

灵，它们穿越几百年的时空，历经明、清等朝代风

霜雪雨的洗礼，依然身姿挺拔，无畏无惧，这何尝

不是一种大国风范？几只灰色的影子在我眼前掠

过，在林间腾挪跳跃，我怕惊扰了它们，用手机镜

头放大远看，竟然是松鼠！它们从枝桠跳到草地，

从栅栏跃到休憩椅，欢快的节奏，就像春游的孩

童，用一双充满好奇、兴奋的眸子打量着行人。在

这里，人和动物的和谐共处，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夜晚到清晨，穿过北京的城墙胡同，捕捉街头

巷尾的古今元素，从蓟城到大都，从北平到京兆，

探索这座沉淀了三千年的古都文化底蕴，挖掘特

有的人文情怀，何尝不是这个季节丰硕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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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茶，在安徽人的心目中自然是黄山毛峰和

猴魁等等。其实，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庐江

茶与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庐江

不仅盛产茶叶，追溯中华茶文化的渊源，还有几分

朴素清雅的庐江茶在泛黄的书页中隐隐飘香呢！

唐代茶学家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引用我国古代

最早药学家桐君所著的《采药录》云：“西阳、武昌、

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

人。”而所谓喝茶，喝的是用水泡出来的茶汁。明人

张大复“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

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的精典之论就告诉

我们，好茶还需要有好水。而庐江不仅产好茗，也

出好水。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根据陆羽所品二

十水中，列“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这龙池山，即

《大清一统志》所载的“擩山，在庐江县西三十五

里。上有龙池，一名龙池山”。以此算来，庐江的茶

文化传承起码已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

论庐江好茗，当数邑西兰花茶为上品。所谓兰

花茶，即采茶时节正值山中兰花盛开，茶叶吸附兰

花香味而得名。但作为庐江人，庐江西部的汤池、

柯坦等乡镇我都去过多次，却从没有机会进山溜

达；平日里，我们喝的多是家乡特产茶，其中兰花茶

也喝过不少，却没尝过用龙池水泡的茶是何味。大

疫之后，一时兴起，像被钱锺书嘲笑的那样，吃了鸡

蛋还老想着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应龙池山下好

友之邀，带着几分好奇，借着明媚的春光，我首次步

入这茶与水邂逅于一方的悠然秘境。令人久久难

忘的是，好友特地用龙池山水泡上一壶刚做好的兰

花茶，让我们在飘飘欲仙、尽享茶趣之余，更充分感

受了春之气息，领略了春之魅力，久久沉浸于春的

滋味中！

庐江西依大别山，境内峰峦叠嶂，连绵不绝，整

个山区终年云雾缭绕，常见团团飞涌的游云，像一

片片无处不渗透的白纱，时而横跨峰际，时而笼罩

山谷，姿态万千。由于山势起伏较大，日照偏少，故

而空气湿润且清新，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山坡上

阶梯式茶园相接于朦胧之间，烟雨幽径，彩绘出一

幅幅撩人的仙境，让这几近原生态的世外桃源，既

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山野气息，又不失人工妆点后别

具一格的高雅风情。生长在这里漫山遍野的茶树，

经松软潮湿土壤的长期孕育和温柔的春风吹拂，便

恣意地展露新芽绿叶，将整个春意浓缩其中；在缭

绕云雾的柔情呵护下，嫩叶尽情地释放馨香秀色，

伴着兰花挥发出年轻活泼的淡淡香息，在空气中悠

悠飘荡。置身其中，顿生温馨浪漫、恬静闲适、超凡

脱俗之感！清乾隆进士陈大化之孙、道光中擢临海

知县的陈克钰曾作诗赞曰：“路转西山闲坐望，连云

峰际碧烟浮。”正是这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原生态环

境，才延续了这里悠久的产茶历史并造就了优越的

茶叶品质。

龙池山坐落于这片崇山峻岭的南端，海拔498

米。这里山高林密，空气清新，进入山区的人们已经

大胆地摘下口罩，任呼吸自然圆润毫不刻意求之。路

边的野花带着几分恣意任性绽放，为大地挥洒出一片

斑斓色彩，既养眼又喂养灵魂；漫山春色令人回味唐

诗与宋词的意境，在万紫千红里纵情想象生命中所有

的华美。行至最高点，视角变成俯瞰。山下的水库，

在微风的吹拂下，清波轻漾，水纹叠起，以致远山的倒

影有些褶皱；山间茂密的丛林与层层叠叠的茶园相映

成趣，美不胜收，每一步都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茶园

里，茶树绿得有些霸气，它们正饱吸日月之精华、蓄足

山水之灵气，准备以最佳成品馈赠予人类；刚苏醒的

蝴蝶穿梭于茶树与采茶人之间，在春风的旋律里翩翩

起舞，仿佛为即将到来的丰收而欢欣。山顶有龙池，

系天然形成，水涨不溢，久旱不涸。因池水由自然降

水和地下泉水相融合，清澈见底，质量上乘，用其冲泡

兰花茶，碧液中顿透阵阵幽香，随着袅袅上升的热气，

闭眼闻一下，一股馨香慢慢从鼻孔沁入心田，一种回

归大自然的朴实感便油然而生；张嘴呷一口，舌尖的

苦涩在隐隐甘甜中一掠而过，取而代之的是四肢百骸

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与快慰，令人顿生难以割舍之情！

明代邑人王如纶在他的诗中写道：“煮得新茶烧

笋熟，薜萝花外大苏来。”能够引得苏东坡这样的大

腕闻着茶香笋味而来，得感谢大自然对庐江这块神

奇土地的恩赐，让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优

势！喝茶，在爱茶人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懂

茶的人，喝的是真心，因而讲究观其形，闻其香，赏

其舞，品其味，悟其意，得其韵。然而，在如此博大

精深的中华茶文化面前，回想自己平时喝茶的习

惯，充其量只不过是梁实秋笔下的“牛饮茶汤”之

“下焉者”，何谈“品茶”二字？

但心中对春茶的

那份执念，却是久

久不能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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