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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把紫砂茶壶。
茶壶的质地有点粗糙但光滑油润。那一年，并不

老的爷爷突然早逝，留下了这把还泡着茶的紫砂茶
壶。母亲要把它扔了，年幼的我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紧紧地抱着茶壶不松手，硬是将茶壶留了下来。面对
执拗的我，一位远房亲戚说，他们爷俩有缘，会保佑孩
子的，就留着吧。紫砂茶壶因为一句吉利话，留在了
一个孩子的生命里。夏天时，我常学着爷爷的样子泡
薄荷叶喝，时不时地装腔作势摩挲着茶壶，含着一个
小男孩傻傻的喜欢。

上初中时，镇上来了一个卖瓷器的中年人。我好
奇地去玩，店里很热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碗碟，突然
发现在碗碟中间的一个盒子里竟躺着一对紫砂茶
壶。我使劲地拖着爸爸，掏空了爸爸口袋里所有的
钱，加上讨价还价，刚有些懂事的我，终于又得到了生
命里的第二件宝贝。

那年头，农村开始全面土地承包，我们一家喝着
沁凉的紫砂壶茶水，和着农家刚得到土地的欢乐，干
着农忙。养了八年的老猫是一位智者，常盘着身子躺
在紫砂壶旁，摸摸它的脑袋，它会闭着眼睛假寐不醒，

一副很享受的模样。
1989年在杭州读书时，慕名去河坊街闲逛淘宝，

发现好几家卖紫砂壶的。进去看看，外间摆放整洁，
里间的壶儿却是东倒西歪，更有几个壶盖分离，无奈
大张着嘴，很是可怜。为着店主对紫砂壶的轻视，尽
管价钱一再下跌，壶儿也精致，我也无心购买。

后来的一次，姐姐去宜兴出差，一口气给我带回
了三套紫砂壶，喊着叫我去车站接她。那是怎样的一
份惊喜啊，我骑着三轮车，车里垫上厚厚的旧报纸，小
心翼翼地把宝贝迎回了西门外大街的陋室里。陋室
太小，没有紫砂茶壶的供奉处，带回的三套紫砂壶都
屈身藏在了床底下，不见天日。

后来，我又陆续收集了好几把紫砂壶，也都被细
细包好后，躲藏在床下。房子太小，我的爱好只好收
敛着，无法铺张。有好友来玩，也只有感叹一声“暴殄
天物”。毕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是一个千古难题，不是谁都能实
现的。

有心人天不负，我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
家。搬新家时，我感觉终于透出了一口气，其实也是为

紫砂壶们透出一口气。会装饰的姐夫竟为我设计了一
面格子墙，把紫砂壶一把把地陈列在错落有致的格子
里，配上明暗相间的灯光，每一个紫砂壶都透着柔和、
细腻、宁静的感觉，让前来参观的好友们赞叹不已。

我最喜欢的是奶奶给我的一把紫砂壶，小巧玲珑
的壶身上刻着竹梅图。壶精神，也慈祥，一如已八十
多岁的白发奶奶。在一个热热的夏天，奶奶兴冲冲拐
进我家，直说“找到了，找到了”，给我送来了这把祖传
的紫砂壶，让我感动得几乎落泪。

常常顺手把玩的是老友杨送的小紫砂壶，一手盈
握，温润、清凉，不忍释手。老杨是贴心的知己，人长
得粗，心却细得入微。杭城求学毕业各奔东西后，好
几年杳无音信，却在奔三十的那年给我邮来了这把紫
砂茶壶，不知他哪里打听到我的工作地址。他说这把
壶是他在杭州的一个地摊上掏来的，藏了几年了，还
是送给有缘人。

壶儿如朋友，总是安静地陪着你，相望俩不厌，有
的是一种心底的喜欢。喜欢，需要理由吗？！

来自四面八方的壶儿聚成了一面墙，就是一种缘。
缘不会散，这里有一个男儿几十年来的善待与坚守。

紫砂茶壶
□ 殷建中

近日，我观看了原创平湖花鼓戏《阿奴上错
船》，被惊艳到了！这竟然是咱们平湖自己原创的
花鼓戏，剧情冲突起伏，紧扣观众心弦，亲切的平湖
方言、朗朗上口的江南曲调，舞美、音效等，都恰到
好处！

编剧是父，作曲是母，演员、编曲伴奏、舞美都是
孩子，一个大家庭要和谐完美、缺一不可。自然是一
曲好的唱段离不开好的唱词，好的唱词离不开好的乐
曲，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喜欢音乐，就着重谈对音
乐的感受。

作曲家侯小声老师介绍《上错船》音乐创作的
三要素为: 感情、技巧、素材。没有感情就没有一
切。技法是音乐创作的基本功，既要博采广纳，又
要精心遴选相关音乐元素。平湖花鼓戏以叙事见
长，说唱兼具，以唱为主，演唱大部分采用干板（带
节奏的平湖话），曲调几乎没有固定格式，任何句式
都能入调的特点，为谱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
剧中乐曲，观众总觉得似曾相识，能听出平湖钹子
书、松江钹子书、青浦田歌、金山小调乃至连发调等
相邻的民歌素材、各种平湖田歌小唱以及各种江南
调的遥远身影。据说，作曲家将仅存的平湖花鼓戏
残本曲调与江南曲调元素相互揉合，并做了进一步
的演绎生发。

乐曲很好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不同情景采取不同
的曲调，都是那么贴切，将人物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
致，感触特别深的是矛盾冲突中的对歌、二重唱、三重
唱，曲调强烈地烘托着剧情，将情节冲突一浪一浪推
向高潮。还有，蛇舞那一段让人感触最深，乐曲突然
改变风格，采用一种诙谐、幽默，甚至戏谑的曲调，加
之演员极富表现力的唱腔说词，配合精湛的舞姿，观
众无不为之惊叹。

戏落幕了，观众意犹未尽，仍站在原地，不愿离
去，等待演员谢幕，这是怎样的舍不得呀。到了不得
不离开的时候，我边上的很多观众，嘴里仍在哼唱着

“谁晓得、谁晓得，东湖之水天上来……”什么是好
歌？朗朗上口、一学就会，众人会不由自主地唱的就
是。

没想到一个地方戏会让我如此激动！我感觉是
在看一部非常好的歌剧，作曲家侯小声出生于平湖，
十八岁定居上海，但将家乡的田头小唱、钹子书、江南
民歌糅得浑然一体，让人感觉远处是上海谣的和声，
近处是平湖方言的软语呢喃。

在剧情方面，整个情节首尾呼应，转场自然流
畅，人物个性鲜明，矛盾冲突安排合理，情节跌宕起
伏，高潮迭起，特别引人入胜，有感染力。最接地气
的是，全剧唱念采用平湖方言，说词、唱词朗朗上口，

韵律精巧、遣词精妙，看得出剧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
与巧思。无比亲切的平湖方言随着剧情的推进，深
深地吸引着观众：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时
而眉头紧锁，时而笑逐颜开，还时不时地跟着说剧情
中的台词……观众们的情感随着剧情起伏，完全沉
浸在剧情中了。

我的一位朋友同我说：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
平湖花鼓戏的魅力，因为这部戏，初步了解了平湖
历史。民间艺术为什么受老百姓喜爱，就是因为接
地气。这部戏的台词也好，唱词也好，都是纯粹的
平湖方言，让我沉浸于当年老平湖的街景，老底子
东湖边的样子，还有老街上叫卖螺蛳的声音，恍惚
回到孩童时代。整部剧围绕一个“错”字，从“穿错
衣”“上错船”“抱错郎”“做错饭”，这一系列的错，
彷佛在与观众讨论，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上对上
错，有无标准？今朝明朝，千差万错，错有时就是
对，对有时就是错，一切都是相对的，人生路千回百
转，该如何度过一生，还真没有所谓的绝对，唯有

“千做万做做个人，千寻万寻寻颗心”，才能回归自
己的本心。

相信经此首演，平湖花鼓戏会唱响杭嘉湖，走向
四方。也愿平湖花鼓戏在年轻一代身上生根发芽，更
好地传承下去。

观“一出好戏”
□ 徐近朱

石庄小隐，幽静村落，庭朗四野，极
目是青绿。

冬日午后，清澈的阳光透过斑驳的
树枝，洒下一地金黄。风，带着些许丝丝
凉意，轻轻拂过脸庞。此时，人生中最惬
意之事，莫过于在庭院围炉煮茶，偷得浮
生半日清闲。

古往今来，煮茶是一桩趣事，早在唐
代，茶圣陆羽就在《茶经》中专门有记录
相关围炉煮茶翔实的过程。炎炎夏日采
撷的露珠，凛凛冬天刚落下的新雪，都是
煮茶的佳品。

围炉煮茶习俗起源于唐代，盛行在
宋代。围炉煮茶、焚香品茗，是一种风雅
的情调和气质，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
续。

在庭院的一角，支起一个小巧的火
炉，摆上一张小矮桌，几把小木椅。拥坐
暖炉，满盈一院，尽闻惟茶香。正如先人
所记：“茅屋竹窗，一榻清风邀客；茶炉药
灶，半帘明月窥人。”

炉中的炭火，红通通地跳跃着，散发
着温暖的气息。取来矿泉水，慢慢注入
壶中，置于炉上。不一会儿，水便开始微
微沸腾，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热气在
空中飘升洋溢。

抓一把茶叶，投入壶中，茶叶在水中
翻滚、舒展，渐渐释放出迷人的香气。那
是一种清新而醇厚的味道，仿佛将整个
大自然的芬芳都融入了这小小的壶中。

等待的时光，并不漫长，因为心已沉
醉在这宁静的氛围里。几本好书，携着
春露，带着夏雨，裹着秋风，飘着冬雪。

终于，茶煮好了。小心翼翼地将茶
汤倒入杯中，汤色金黄，清澈透亮。轻抿

一口，茶香在口中散开，先有一丝苦涩，
而后回甘，那滋味，如同人生的起起落
落，让人回味无穷。

围坐在炉边，与友人相伴，或是独自
一人，都无妨。有了这炉、这茶，内心便
不再孤单。我们可以聊聊过往的岁月，
谈谈未来的憧憬，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只
是静静地聆听风的低语，感受时光的流
淌。

炉火映照着脸庞，红彤彤的，像是被
岁月染上了一抹温柔的色彩。偶尔，会
有一片落叶飘然而至，落在炉边，仿佛是
大自然送来的一份问候。此刻，尘世的
喧嚣被隔绝在外，心中唯有这一方宁静
的天地，空灵悠远，岁月回响，整个人仿
佛回归了自然，心慢慢静下来。

在这半日的清闲里，思绪也变得轻
盈起来。平日里的烦恼与疲惫，渐渐消
散在茶香之中。我们重新找回了内心的
平和与安宁，也更加珍惜这难得的美好
时光。

杨绛先生在《将饮茶》中说：“只闻
花香，不谈喜悲，饮茶诵书，不争朝夕。”
这句话，仿佛是一股清流，洗涤着我们
浮躁的心灵，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
生。

围炉煮茶，煮的不仅是茶，更是一种
心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匆
匆的脚步，给自己留出这样一段时光，与
温暖相拥，与宁静相伴。

依偎着它的香气，放逐着自己，伴随
着诗和远方，浓也好，淡也罢，自有味道。

心源，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
纳而常新，那些不可说的心事，便都放在
这冬日的一炉茶烟。

围炉煮茶，半日清闲
□ 金卫其

甲辰小雪，中华诗词乡村振兴叙事诗
精品创作文化交流会，在独山港镇赵家桥
村召开。随段维、杜军、姜典齐、梅枝、周
进、郭星明诸师参观“中国航天科普馆”，
喜吟。

逐梦东头列子风①，
空间站已抵天宫②，
精微探索浴鸿濛。
万象宾朋逢域外，
一泓海水泻杯中③，
霓裳羽曲叠重重。

注：
①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句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庄
子·逍遥游》中列子乘风飞行的故事。

②近地轨道中，我国的天宫号将是世
界上唯一的国际空间站。

③借用唐李贺“一泓海水杯中泻”句。

浣溪沙
□ 陆永祥

又是一年秋收冬种时节，回想小时
候，一穗穗成熟的稻谷在镰刀的挥舞下
应声倒下，然后被统一堆放在田间，田间
的稻谷越堆越高，仿佛一座座金色的小
山。随后，这些稻谷会被集中起来，送进
脱粒机，机器轰隆隆地响着，金黄的谷粒
像雨点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堆积成
一座座小山。接着，这些谷粒又会被送
进了碾米机。随着机器的转动，谷壳被
剥离，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大米就出来了，
空气中都是大米的清香。

现在我们去超市买米，都是一袋一
袋装好的。但在我小时候，70年代的农
村，交通不便，而我家是7口之家，每天三
顿饭，米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
们家总是一次性用船装很多稻谷去碾米
厂碾很多米，而装那么多的米需要一个
大大的米囤。

打造米囤，我爷爷最拿手。首先要
准备好多稻草，这些稻草要晒得喷香，然
后筛去外面的杂质待用。开始做了，爷
爷会抓起一把稻草，一端扎紧，中间再扎
紧，另一端太短时，再抓一把稻草拼接
上，等扎好的稻草能卷起来的时候，先中
间卷出个中心，外围围着中心绕，每隔15
厘米左右，中心外沿用钻子钻个洞，用十
来根稻草穿过洞当绳子，把外圈的稻草
扎紧，然后把那当绳子的稻草多余部分
绕几绕折倒，与外沿的稻草放在一起。
像扎辫子一样，如此循环，爷爷会先扎出
一个米囤的底，圆圆的，直径大概 2 米
多。接着爷爷要扎米囤的边了，方法与
扎米囤的底一样，就是竖起来了，一圈又
一圈，直到高度在1.5米左右。

做好的米囤就像一个大大的摇篮，
然后爷爷像滚圈圈似的滚到晒谷场上进
行二次曝晒。曝晒后米囤有一股淡淡的
草香味，然后搬进屋内，往米囤里铺上一
层防潮透气的编织袋。一切就绪就可以
存放白白的大米了。碾好的大米把这么
大的米囤都占满了，我看着这满大囤的
大白米感觉心里踏实了，感觉生活多么
美好！

米囤里的大米到了夏天显得格外冰
凉。有时我把脸贴在米上，有时把双手
插在米里，可以去除暑热。没有冰箱，鸡
蛋大热天很容易变质，曾祖母就想出一
个妙招，在米囤靠里一般不易去碰的地
方，把鸡蛋一个个埋在米里，只露出一点
点的头。靠着这个好办法，一个夏天我
都吃到了新鲜的鸡蛋。

不过，有时米囤里的米放的时间久
了，会出米虫，有时奶奶要我耐心地捉米
虫。看着吃得白白胖胖的米虫，我的心
里恨恨的：“哼，谁让你们吃我的大米
的！”我把捉出的米虫喂给了鸡吃。

米囤有时不仅可以存米等，还可以
作为我的藏身之所。有一次，大暑天，米
囤里的米吃完了，爷爷就把米囤倒扣着
放在大太阳底下晒。那天，我由于在外
面疯玩得太久，惹得曾祖母很不开心，她
手里拿着竹梢看起来想要打我。我跑得
比兔子还要快，可到家了，找不到藏身的
好地方，兜了一圈，发现晒谷场上倒扣的
米囤，我灵机一动，掀起米囤就钻进去
了。曾祖母呼喊着我的名字，回家了。
我从米囤的缝隙里看到她屋里屋外找
我，没找到就坐在大门口乘凉了。后来，
我在那个曝晒的米囤下闷得慌，汗如雨
下，实在受不了了，就掀起米囤钻了出
来。曾祖母吓了一跳，我抹了一把脸上
汗，说：“阿太，我在和你捉迷藏玩呢！”曾
祖母看到我这副样子，也不再责怪我，催
我到井边，用井水洗一把。

那圆圆的米囤，装满了我的童年……

米囤
□ 毛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