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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馨香一瓣

心香一瓣传承红色基因

不老的木麻黄
▱林 艳

心香一瓣风情万种

一

琴音笃响
时间的耳朵竖起
一朵火焰从暗夜的魔障中喷出
向着那扇被封印的大门
燃烧 撕毁
我的枷锁 我自缚的茧
我的蜕变
我的灵魂 要在第一百零一次重生

二

琴音笃响
光明的耳朵竖起
牛铃上的春光摇曳 黎明的村庄
女人打点灶台 厅堂 食物的香气渗透
男人整理劳作的器具 一天的计划
他要加快春风的脚步
孩子们的书包装裹满满的希望
天真活泼 阳光之书打开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一瓣花香 一滴雨露
所表达的含义简单却充满广阔
一株青橄榄的枝桠上
留存白鸽的哨铃
天空湛蓝的音乐史

三

琴音笃响
世界的耳朵竖起
东方露出启明的星辉
十月饱满一枚金黄的果实
在大地的锦织里
我看到贫乏正在消殆
一并消殆的还有我的吝啬 恍惚
叛逆 失血的心灵……
琴音持续笃响
美景 不是虚构的画面
如此贴近和谐的内核和生活的实质
现在 一颗晨露滴入诗的咽喉 颤动
宛若惊觉的闪电要点爆意念的雷鸣
诗人啊 请用你的真声诵出
我的梦想 你的阳光之诗

听《命运交响曲》
▱刘黄强

提到木麻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身
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点赞他，称赞他“在
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
就是东山人民心心念念的“谷公”——谷
文昌。

谷文昌心里始终装着东山这片土地
和人民。在他身体每况愈下，弥留之际还
不忘对来探望他——在东山时的通讯员
朱才茂叮嘱：“木麻黄寿命只有七八十年，
你回东山后一定要让林业部门想办法，抓
好更新换代，否则将来东山百姓要再受风
沙之苦了……”

在东山谷文昌纪念馆看到这段话的
时候，我的眼里忍不住盈满热泪。想起了
在漳州人民剧场观看芗剧《谷文昌》的情
景：谷书记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不牵
动着在场观众的心，他的伟岸形象感人至
深。全剧再现了谷文昌担任福建东山县
委书记期间与百姓同甘共苦，最终制服风

沙的故事。剧本融入了芗剧这一漳州地
方特色的元素，更接地气，不管是植树筑
堤、战胜风沙，还是将“敌伪家属”改为“兵
灾家属”等代表性情节，都让我们以艺术
的方式，在浓郁的闽南乡土气息当中了解
了谷文昌同志——一个有着“担当精神与
公仆情怀”的共产党员形象，被吸引，被感
动。事实上生活中的谷文昌更是让我们
于细节处见真情，以更贴近人民群众的方
式看到一位党员干部的好榜样、人民群众
的好公仆。

初到东山时，面对着老百姓的灾难与
痛苦，他发出“党要求什么，群众需要什
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的誓言。

当时，东山岛面临的其中一个大问题
就是“风沙肆虐，旱涝成灾”，为此百姓贫
困交加，流离失所。有的地方群众有地无
法种，被风沙逼得走投无路。像山口村全
村 900多人口，有 600多人外出当乞丐，成
为远近闻名的“乞丐村”……

其实这早已是历史的悲叹，多少年
来，也有地方官吏想过治理这些自然灾
害，付出过努力，但最终都在滚滚风沙面
前退却，宣告失败。千百年来，东山人民
做着绿色的梦。

在 东 山 ，“ 春 夏 苦 旱 灾 ，秋 冬 风 沙
害 。 一 年 四 季 里 ，月 月 都 有 灾 。”当 时
谷文昌翻阅资料读到这一小段话时触
目 惊 心 ，他 不 禁 想 道 ：“ 不 救 民 于 苦
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

在 谷 文 昌 纪 念 馆 短 短 的 时 间 里 ，

我 看 到“ 谷 公 ”留 下 的 话 ，一 句 句 打 在
心 上 ，铿 锵 有 力 。 我 眼 前 仿 佛 出 现 当
年的情景：

老百姓辛辛苦苦刚搬走沙，狂风一
吹，又埋上了。人们汗水夹杂着泪水。只
能靠造林来固沙。可是造什么林呢？相
思、苦楝、黄桦……十几种树都轮种过了，
一个个希望最终以失败破灭。

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败，有人
丧失了信心：“这沙灾，连神仙都治不好，
听天由命吧。”

怎么办，当真听天由命吗？
又是我们的“谷公”，他对天发誓：“不

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这样的毅力，愚公也可移山。种，

接着种，总能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来固
风沙。

谷文昌和技术人员翻尽资料，想尽一
切可能的办法。当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

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
派人前去取树种。我又想起了芗剧《谷文
昌》的情景：当木麻黄初次种下，人们的希
望都在那绿苖当中，谁知一个多月的倒春
寒，冻死了几乎全部树苗，人们的心都凉
了。就在这时，技术员小林激动地跑来告
诉谷书记，白埕村有 9 株还活着！谷文昌
抚摸着那几株新绿的幼苗，脸上放出希望
的光芒，“能活 9 株，就一定能活 9000 株、
90000株！”

这点点绿色点燃了“旬旬造林”的试
验火种。9 株木麻黄变成了 20 亩丰产试
验林，然后潮水般向各村漫延……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谷文昌
发出“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
海岛，建设新东山”的号召在实现，东山
人民上下一条心，几百座山头、几万亩沙
滩遍植木麻黄，绿意盎然，万亩防沙林、
水土保持林筑起绿色长城，海岛因之改
天换地。

环望着这幅欣欣向荣的生态文明新
图景，我们无法想象它昔日竟是“沙滩无
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的荒凉沙岛。

“你从哪里来？太行山知道。你为
谁操劳？木麻黄知道。生是一粒种，扎
根老百姓。任凭风沙呼啸，一个信仰不
倒……”木麻黄不会老，这守护海疆生
态安澜的绿色卫士代代相传绿了东山
岛，圆了东山人民的绿色梦！谷文昌精
神在漳州生根、开花，也树立了一座不
朽的丰碑！

心香一瓣神州凝眸

橘子洲，又称水陆洲，横卧在长沙
湘江江心，形状是一个狭长的岛屿，仿
佛一艘巨轮行驶在湘江之上。到橘子
洲游玩是在炎炎夏日，没有看到“万山
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象，也没有“漫江
碧透，百舸争流”的壮观，看到的是草木
欣欣、绿意葱茏以及游人如织的景象。
我想，这些游人和我一样千里迢迢来长
沙橘子洲为的就是寻觅毛主席当年遗
留的足迹，一睹青年毛泽东的风采，感
受一代领袖的豪情壮志！

漫步橘子洲头，公园的中央矗立着
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碑的北面镌刻毛泽
东手书“橘子洲头”，南面是其诗作《沁
园春·长沙》遒劲有力，气势非凡。青年
毛泽东的半身雕像巍然屹立在这里。
雕像迎风而立，那昂扬向上的气度，有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魄，那俊秀睿智
的脸庞气定神闲，有“乱云飞渡仍从容”
的定力，那微锁的眉头和深邃的目光，
显示出青年毛泽东踌躇满志，心忧天下
的家国情怀。巨大宏伟的雕像把青年
时代的毛泽东胸怀大志、风华正茂的伟
人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望着刚毅俊
朗的身影，思绪飞骋，遥想青年毛泽东
在长沙的岁月，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身穿
粗布长衫、高大魁梧、潇洒帅气的年轻
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他，就
是青年毛泽东。他站在橘子洲头，凝望
着滔滔北去的湘水，忆往昔峥嵘岁月。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毛泽东是一
个上下求索的热血青年。为了结交志
同道合、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具有高尚
理想的青年，毛泽东张贴“二十八画生
启事”，以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当
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
一条”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
的强烈愤慨，湖南一师的学生集资刊印
了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集《明耻篇》。
毛泽东奋笔题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
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那义愤填
膺，铿锵有力的誓言似乎在耳边游荡。
他志存高远，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策，
在《湘江评论》中毛泽东写道：“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
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
们不干，谁干？”毛泽东不会忘记与蔡和
森、何叔衡等进步青年在杨昌济、徐特
立等进步老师的引导下，思考国家、天
下之大计，他们不辞辛苦调查各村各乡
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他们成立了新

民学会，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长沙是中国农村革命的发源地，是

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心，也是毛泽
东人格形成的地方。毛泽东在长沙求
学和工作，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等历史事件，构成了青年毛泽东在长
沙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
许多独特的品格和政治思想大都在青
年时代培养和奠定。

1925 年秋末，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
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
时，他站在橘子洲头，眺望浩浩荡荡的
湘江水，追忆求学期间的探索与实践，
挥 笔 写 下 了 豪 情 满 怀 的《沁 园 春·长
沙》 ：“独 立 寒 秋 ，湘 江 北 去 ，橘 子 洲
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
霜天竞自由……”面对当时中国革命形
势的发展和自身的境遇，青年毛泽东“书
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他心忧天下，这苍茫大地的兴衰究
竟由谁来主宰？中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
何方？他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的仰天长问。这一问，气壮山河，也问出
了日后中国革命的方向。

伫立橘子洲头，绿意盎然，湘江如
画。在太阳的照耀下，湘江波光粼粼，
一艘大船正顺水而下激起层层浪花。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他们那一群“同
学少年”们正在波涛滚滚的湘江搏风击
浪 ，奋 臂 游 泳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他们毫不畏惧，在劈波斩浪中开拓
前进，好一派“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
击三千里”的豪迈与激情。畅游后，他
们在沙滩上或坐，或赛跑，或漫谈。在
这里，他们畅谈读书求知的方法，他们
慨叹旧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议论国
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漫长的征
途中，橘子洲只是他们短暂的停留，他
们立志救国，改造社会，之后他们怀揣
着理想，循着各自的人生方向，继续远
行。回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那
些“同学少年”以磅礴的青春热忱，在黑
暗中寻找、摸索，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
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们用青春之
歌唱响炽热的革命情怀，用信仰之光点
亮革命之路。

时光荏苒，江水滔滔一去不复返，
惟青春与梦想常在，惟情怀与风骨犹
存。伫立橘子洲头，在气势恢宏的青年
毛泽东雕像前，我们领略毛泽东的豪情
壮志，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伫立橘子洲头
▱宋阿芬

想你的时候我会吹响口哨
把你的情绪抖乐
把日子约定好
让记忆深刻地嵌入每一天

我会把这事传承下去
献给专属的晴天
顺便带上土生土长的湖光潋滟
还有一身凡夫俗子
写满浅薄履历
甚至族脉家谱以及古城变迁
让历史刻下一道烙印

我会把这事告诉我的街坊
曾经有一个爱着我的人
帮我填补那份传奇阅历，未来山色
还会帮我缝补衣服上的补丁
让记忆每天陪着我

我会把这事公诸于众
因为那里
我们轻驾一叶扁舟
划过清澈水域时留下的波纹
宁静而致远
才有机会留给后人一道深深的哲理

留下记忆给每一天
▱李涌钢

◀晨 练 张伟忠 摄于漳州江滨公园

茶，南方嘉木，其叶真香。历
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对茶的著述并
不少，宋代文豪苏东坡曾经游览过
杭州各个寺庙，一天，喝了七碗浓
茶，然后就写下了：“示病维摩原不
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
丸药，且尽庐仝七碗茶。”茶文化还
与诗书礼乐绘等文化艺术息息相
通，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即唐
代陆羽《茶经》和清代陈廷灿的《续
茶经》。《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
记载了茶树的性状、茶叶的品质、茶叶的
种类与采制方法、烹茶的技术和饮茶的用
具。

在生活中，我喝茶的记忆，可追溯到
早期的漳州马道底，闽南话也称“马肚
底”，即现在的胜利公园一带，是漳州的旧
体育场。上世纪 90 年代，正值青春年少，
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和三两好友在“马肚
底”的茶桌上泡上一壶茶，闲谈风月，笑看

风云。那时年纪轻，以为岁月就像一杯清
茶，总是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后来，“马肚
底”改造成公园后正式谢幕，而那段在“马
肚底”喝茶的岁月，却刻在行走的时光里，
偶尔想起，心里依然还会泛起阵阵暖意。
见证无数茶客往来的还有华侨新村的西
姑池和别墅院落，一排茶桌绕池塘排列，
一盏酒精灯、一壶乌龙茶、一把大阳伞，三
五个朋友在茶香萦绕中偷得浮生半日
闲。“如果可以，让我们一起留在漳州。怀

旧的时候，约上三两好友，到侨村西姑池
旁，泡上一壶清茶，静静地聊着过去的你
我与他。”这是一首曾广泛流传于漳州各
大论坛、贴吧的诗文，传统与时尚并存，存
留着漳州人最为美好的回忆。

闽南人历来有下南洋的传统，在下南
洋闯荡的岁月，旅人们背井离乡的行囊里
除了必备的日常用品外，少不了的就是家
乡产的茶叶。家乡的茶，除了口味上的依
赖，也是在谋生途中对家念想的一份寄
托。岁月更迭，如今的街区，茶香弥漫在
大街小巷，有些人甚至一天不喝茶就会
心神不宁，大有“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
一日无茶饭”的饮茶习惯。人们就连节
假 日 走 亲 访 友 也 常 以 茶 叶作为馈赠礼
品，说明茶已经在本地安营扎寨，并渗入
到人们的生活中。

闽南人素来爱饮茶，闽南语里，茶叶
是为“茶米”，茶米茶米，说起来顺畅亲切，
与日常的柴米油盐一样离不开，而且形成
了一套茶俗，家家户户都以茶待客，“来吃
茶”是闽南人对客人的热情招呼口头禅。
只要有客人在家落座，主人一定将珍藏的
好茶拿出与友人共享。而如何泡好茶也
是一门艺术，主人先用煮沸的开水烫好茶
壶茶海茶杯，闽南人泡茶往往第一遍茶汤
是不喝的，一倒了之。因为闽南人认为

“头遍脚渍，二遍茶汁”，所以第一遍冲出
来的茶不喝。倒完第二遍茶后，客人便拈
起茶杯，浅酌了口，而后有一股温润的芬
芳茶味在口中围绕。在茶香缭绕中，主人

与客人闻着茶香，品着茶味，谈着茶
语。因着茶，哪怕谈着一些家长里
短的琐事，也别有另一番的趣味所
在，这是一种闲散的喝茶态度。另
一种会议茶，一人一个纸杯，抓一把
或多或少的茶叶，然后受到服务生
的无数次冲泡，台上讲的人高谈阔
论，底下听的人心不在焉，只苦了那
道浸泡的茶叶，茶味由香喝到苦，再
由苦转涩，直至曲终人散，人走茶

凉。这些饮茶的方式，或来自传统的传
承，或有着市井的气息，总之，都具有浓厚
的闽南味儿。

有 些 老 年 人 喜 欢 喝 浓 香 型 的 乌 龙
茶。浓香型的乌龙茶在香醇中有种略苦
回甘之味。老一代人，他们喝茶喝久了，
口味较浓，淡茶不过瘾，只有重度发酵的
浓茶，才能喝出他们想要的味道。这样的
一种喝茶习惯，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不一
样的人生境界。人生的历程，正如手中那
一杯浓浓的茶，茶在杯里,茶香在杯外，经
过风霜雨露，采摘后再经历一道道繁琐的
工序后惟留香气四溢，茶的苦后回甘，唇齿
生香的韵味，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品出。

茶的采摘时节，我们可以去寻一树茶
香。在茶园里看采茶女的彩色头巾在茶
园中随风飘扬，宛若风中的锦带，纤纤十
指灵活地采摘着茶叶。一片片嫩芽经过
采茶女的手指轻轻滑落，似有暗香盈袖。
看着情景虽美，可是身入其中，才知艰
辛。一片片的采摘之后再将鲜叶均匀地
在晒青膜上摊开，自然晾着，晾青之后的
叶子会进一步萎凋，叶子绷紧，在进行后
发酵并通过存储后成为今日展现在茶友
们面前。好的茶叶，是温、顺、滑、醇的底
色，并具越陈越香的特性。一棵棵茶树，
是岁月的沉淀，还是一部部奋斗史的见
证者。茶，品的是味道，喝的是岁月，就让
我们在世俗的喧嚣浮躁中，保留一分淡泊
与宁静，找个风轻云淡的好时光，一起“来
吃茶”。

一起“来吃茶”
▱江惠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