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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

□

孙勇

在潮州， 几乎家家户户都喝

茶，大家经常是“食茶配话”。 晚辈

与长辈之间的交流， 通常也是以

一杯茶为媒介的， 有人形象地称

之为“茶话”。

在“茶话”中，长辈们谈的大

多是为人处世的大道理、大原则：

工作要认真对待，要积极勤快，要

学会谦虚谨慎，要在摸索中前进，

要善于总结、提高，对名利别太计

较……生活要适度， 别老是在物

质追求和享受上讲高标准， 而对

自己的要求就讲低标准； 要与人

为善，别当“刺猬”，要乐于助人，

要孝顺父母， 要与兄弟姐妹相亲

相爱、 互帮互助……这些话听起

来既不会让人感觉激情澎湃，也

不会让你感受到咄咄逼人， 它们

给人更多的是一种平和、舒缓、安

详之感，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味道。 这一点，与茶包容性强、

适应性广的特点倒是很契合；也

许，这就是谈话被称为“茶话”的

一个重要原因吧。

还记得， 刚刚踏入社会那阵

子，满怀豪情与梦想，心比天高，

凡事想当然。 听着长辈们的“茶

话”，觉得特别没劲，“讲的都是一

些正确的废话”， 没意思也没新

意，根本就听不进去！ 在摸爬滚打

了几年之后， 渐渐地对生活有了

更深的认识， 也有了一些自己的

感慨，这个时候再来听“茶话”，也

就有了一些转变， 开始能够慢慢

地平静下来， 并接受其中的一些

观点，品味出其深沉的内涵。 一句

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增

加， 心智在慢慢地成熟， 我们对

“茶话”的态度也在改变，开始能

够正视生活的平实、具体和琐碎，

冷静地对待长辈的教诲，并从“茶

话”中汲取养分。 其实，生活中的

道理大多是平实朴素的， 普普通

通却对人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

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 就像潮州

人每天都离不开的凤凰茶。 普通

的家常饭菜总是最养人的， 大众

化的茶水也总是最亲民的， 它们

最熟悉我们的味蕾， 也最能长久

地抚慰我们的胃， 进而温暖我们

的心！

茶性有浓有淡， 茶香有重有

轻，茶水有温有凉，就像各人有各

人的口味与喜好， 大家是和而不

同；茶不讲究统一，不强求一致，

它是开放与包容的， 我们与长辈

们进行的“茶话”，也大抵如此。 长

辈有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

式、办事方法、说话语气、语言风

格……有一些话我们听起来可能

觉得难以接受， 其实那不一定就

是错的，可能是它们不对你的“脾

胃”，也可能是各自看问题的角度

不同，存在“代沟”而已。 我们大可

不必为此生气， 更不必小题大做

去争论，去辩解，去较真，搞得双

方不欢而散就不好了； 我们不妨

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做出取舍，

取我所需，其它的就当作参考吧。

毕竟， 长辈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我

们好， 只是双方在理解与沟通上

还存在一些问题； 只要我们多注

意方式方法， 和而不同和谐共处

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将温和、平

实的“茶话”，变成唇枪舌剑的辩

论场，那就与进行“茶话”的初衷

相背离了！

茶过数巡，茶味变淡，茶色变

浅；正如话多则味寡，语多则情淡

一般，此时，就到了该告辞的时候

了。 一般来说，“茶话”不宜进行得

太久，具体情况要视双方交流的

兴致、 长辈们有无空闲时间、他

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如何等方

面的情况来确定。 作为晚辈，我

们不宜打扰长辈太久，以致影响

了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因

为，那样做是很不礼貌的，会被

人批评“没眼色”，用现在的话来

讲，就是“情商不够”“不灵透”！

所以，“尊重他人， 注意分寸；和

而不同，适时告辞”是“茶话”可以

借鉴的行为准则，毕竟，没有人希

望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给彼此的交往留下一点空间与悬

念，给“茶话”留下一点回味的余

地，不是更好吗？

在生活中，我们不妨每隔一

段日子，就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

点，与年长的同事或长辈们进行

一场“茶话”。 这不但可以加深双

方之间的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

感情；作为晚辈，我们还能够学

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懂得一

些处理事情的技巧，减少走弯路

的可能。 可以说，“茶话”是一种

很好的交流方式，也是联系老少

之间感情的桥梁，它比一本正经

的谈话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有

效果； 如果运用得当，“茶话”有

可能成为年轻人进步的一个助

推器！

“茶话”，以茶为媒介，以沟

通为核心，以关爱为主线，它传

递着和谐，洋溢着温情，你我不

妨一试！

潮汕肠粉

□

周建苗

在潮汕地区， 肠粉已成

了人们早餐的代名词。 在圩

头车站口， 在城镇的大街小

巷 ， 菜市学校边等每个角

落， 都可见炊肠粉的小店，

吃肠粉的人群。 一张小桌，

几个凳子， 就这样几个人坐

着围着， 吃着一盘热气腾腾

的肠粉， 抑或拌上一些辣椒

酱， 抑或喝上一杯热茶，吃

个热汗淋漓， 满面红光，痛

快惬意， 然后就这样各奔东

西，开始美好的一天。

肠粉， 并不是人们想像

的用“肠” 与粉做的一种小

吃， 而是人们用辗成糊糊一

样的米浆， 炊蒸而熟， 搁于

椭圆形长盘内，摆成“肠”形

状的一米浆品， 由来已有几

百年的历史。 据说， 肠粉起

源于广东， 早在清代末期，

广州街头上就已经听到卖肠

粉的叫卖声，以“白如雪，薄

如纸，油光闪亮，香滑可口”

著称。 传说， 乾隆皇帝游江

南时， 受吃客大臣纪晓岚蛊

惑， 专门拐去南方吃肠粉，

当他吃到这种“够爽、够嫩、

够滑” 的东西时， 乾隆赞不

绝口， 并乘兴说， 这米粉有

点像猪肠子。 肠粉， 也就这

样的得名。

肠粉的做法， 很简单。

一套炊炉，几个铁制的长方

形炊具， 准备一些米浆，一

些青菜配料（白菜、生菜、豆

芽 、空心菜等），肉末 、菜脯

末，虾米、鸡蛋 、香菇末 、生

虾等佐料，简单的材料及工

具，就能制作出美味可口的

肠粉。 其制作方法，先于长

方形的铁盘内涂上一层米

桨，加上菜，加上肉，打上鸡

蛋，加上虾等的，刷上油，放

于封闭的炊具内蒸几分钟，

取出倒于椭盘， 淋上汤料，

一盘色香味俱美的肠粉就

这样新鲜出炉。

肠粉的好吃， 主要在于

热， 主要在于鲜， 在于现场

制作， 热气腾腾地摆放于面

前， 青翠的青菜， 洁白的米

粉， 浓稠的汤水， 扑面而来

的香味， 不禁令人食欲大

开。 轻轻地用筷子一挑白如

雪花薄如蝉翼的粉皮， 汤水

直流， 一块肠粉入口， 香菇

的香味， 菜脯的脆爽劲，

仔的粘滑感， 汤料的咸香，

鲜香满口， 细腻爽滑， 令人

愈吃愈想吃。

肠粉的做法大同小异，

却是大为不同。 一千种肠

粉， 有着一千种的味道。 师

傅的不同， 火候的不同，配

料的不同， 就能炊出不同的

肠粉。 手艺的高低， 配料的

好坏， 也就决定的生意的好

坏。 我吃过的肠粉， 有的用

大鼎柴火炊制出来的， 吃着

有一种清新的农家风味。 读

书时， 学校门口的那家肠粉

店， 已的几十年的历史，每

逢节假日都要排队吃他们炊

的肠粉， 那家炊的肠粉的好

吃， 在于肠粉的咸香到位。

普宁流沙有一家白菜肠粉

的， 每天客人爆满， 很多人

都在排队吃这家的肠粉，其

肠粉的特色的嫩滑、 晶莹剔

透， 吃着美不可言……肠粉

的好吃与否， 主要在于嫩而

滑的米浆， 更重要的在于那

个汤水， 好的汤料用上等的

汤水调制， 能把 皮、 肉与

香菇的香气调逼出来， 鲜美

可口， 咸淡宜人。 而调味不

好的， 就像一条淋上劣等酱

油的鲈鱼， 总吃不出鱼的鲜

味甜味。

开户见店是肠粉， 肠粉

已不仅仅是人们早餐的代名

词， 也是潮汕人谋生的重要

手段。 别小看这炊肠粉的产

业， 这早已形成规模， 在国

内外（特别是广东） 上至五

星级酒店， 下至街头巷口，

都可见到肠粉的踪迹， 据不

完全统计已做成年收入几十

亿的产业……一套炊肠粉的

工具，一个小店，几张桌子，

几张椅子， 就这样的开门

做生意，顾客盈门。 开肠粉

店的， 都是一些小本的生

意，谁人都可以做 ，或是夫

妻俩 ，或是一家子 。 况且 ，

炊肠粉也不难学， 几天是

半月 ， 有点悟性的人就能

学到艺成。 肠粉如此受大

众的欢迎 ， 除了美味好吃

之外 ， 还因为他的经济实

惠， 几元或十来元既能享受

美味， 又能填饱肚子， 更深

得人们的喜爱！

一年只吃一顿饭

□

赵盛基

尼罗鳄是坦桑尼亚境内格鲁

美地河里最凶残的捕食者，巨型尼

罗鳄身长5米，体重700千克，是河里

的巨无霸，捕获河里的任何动物都

轻而易举。 然而，河中那么多诱人

的美味并不如意， 它根本不屑一

顾。 它等待的，是最钟情的、一年一

度迁徙而来的角马。

每年7—8月， 浩浩荡荡的角马

迁徙大军都要从这里过境， 到肯尼

亚开辟新草场。经过长途跋涉，角马

们饥渴难耐，虽然知道河里有风险，

但喝水的欲望还是战胜了恐惧，纷

纷挤到河边，大口大口地喝水。

隐藏在水下的巨型尼罗鳄和

它的小喽 们乐了， 已经一年没吃

东西了啊！ 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

了。 趁角马只顾低头喝水的当儿，

巨鳄突然窜出水面，张开大口咬住

角马，但被挣脱了，一连几次都没

成功。

角马退却了， 但并不离开，而

是站在岸边观望。

此时的尼罗鳄并没沉入水下，

而是假装成一根浮木，漂浮在水面。

虽然一动不动， 但两只眼睛却一刻

不离地盯着角马， 时刻准备进入战

斗状态。

终究经不住水的诱惑， 见河里

没什么动静， 角马一步步向河水靠

近，又大着胆子进入河里狂饮起来。

时机成熟了， 巨鳄闪电一样迅

猛出击。这下成功了，一头倒霉的角

马被拖进了河里。顿时，那些等待中

的小喽 们一拥而上， 将角马撕了

个七零八落。

共享完美餐， 河里又恢复了平

静， 尼罗鳄重新沉入水下， 保存体

力，到明年角马再次来到之前，它们

再也不会进食， 重新进入漫长的等

待之中。

因此，尼罗鳄被冠以“最有耐心

的捕食者”的美名。 然而，美名的背

后隐藏着凶残。

晒晒龟类趣事

□

郑其

乌龟，现代成了骂人的话。 但

是从古代到唐代，乌龟在人们的概

念中是“瑞兆”：一是乌龟长寿，“龟

龄鹤寿”是吉祥之词，曹操就写过

“神龟虽寿”的诗句；二是古代以乌

龟为货币，龟是财富的象征；三是

乌龟是占卜的工具，又是记载文字

的工具。古人视龟为宝。汉代丞相、

列侯、将军等所用的金印，印钮都

是龟形，小官的印章还不准用龟形

呢。 唐代的职官原来佩的是鱼袋，

武则天天授二年，改佩鱼袋为佩龟

袋。 可见，“龟”在当时是被看作高

贵、神圣的东西。 大约从元朝开始，

龟被改变了过去的美好形象，成了

侮辱人的话语。

在动物学分类上， 龟被称作龟

鳖目或龟甲型大盾， 凭龟壳区分海

龟和陆龟。 龟类生活在除南极洲以

外的各个大陆上， 能适应各种极端

环境， 它们是比人类更为古老的一

个长寿物种。

科学家发现的完整的带壳海龟

化石可追溯到1.2亿年前。 龟壳一直

在进化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渐

渐发现外壳是一个很好的存在，将

自己藏进“盔甲”中更安全。 海龟和

陆龟都有泄殖腔， 用此小孔可以完

成所有的生殖需要和废物处理。 不

管是拉便便还是产蛋都是通过这一

个器官。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海龟还

可以用泄殖腔完成呼吸。

佛家说：“生命在于一呼一吸之

间”，呼吸停息，生命也就停止了。一

个普遍的观念是， 乌龟的壳与肉身

没有多大联系，龟壳没有感官。这个

观念引发了几起可怕的实验， 而最

近的研究表明， 乌龟身体的所有部

分都是敏感的，包括龟壳。乌龟的内

脏由背甲和腹甲包着，背甲在上，腹

甲在下。 大多数乌龟的壳中没有伸

展隔膜的空间或是用胸腔呼吸，因

此,它们必须依靠其他肌肉群将空气

吸入肺部。 它们通常靠颈部和四肢

的肌肉群运动完成呼吸， 有时也通

过伸缩靠近肺部的小肌肉群将空气

推挤入肺。 有些龟种也可在水中取

氧,即将水吞入口中再由鼻子喷出，

称为颊咽呼吸法。 这两种方法耗费

体力颇巨， 就像高明的武师在发力

“运气丹田”。

“静养千年寿，重泉自隐居”是

乌龟给人的印象。 我们惯于把乌龟

慢条斯理的爬行看作是懒惰或肢

体不协调。事实上,乌龟的平衡力极

佳， 堪称技艺娴熟的“挖掘机”与

“登山者”。

乌龟喜阴， 我们常常在佛寺的

“放生池”或其它水塘看到乌龟长期

蜷伏水中。旱龟在沙漠中行进时，会

择地挖坑， 等待下次降雨时储藏雨

水。它们会记住所挖水坑的位置，在

雨后返回饮水。在觅食过程中，它们

对找到的植物通常来者不拒， 如仙

人掌、 草本植物和灌木丛。 一旦开

口，会吃光沿途所有植物。 吃得多，

排泄也多，吃下整片植物时，大把的

种子也随之被其裹入腹中。 它们用

这种方式将喜食植物的种子带回，

埋入沙中并施以肥料， 在自家的巢

穴周围“种”植物，成就了一方方独

立的“小绿洲”。 收集雨水和觅食衍

种是乌龟求生本能所驱动的，“无心

插柳”却使它成为“沙漠的园丁”。

一方水土养一方乌龟。 有些海

龟专吃对其他生物来说是“一剑封

喉”的毙命食物。玳瑁喜食有毒的生

物， 玳瑁体内含有充足的毒性化合

物， 这是有时人们会因食用海龟肉

而身亡（二次中毒）的原因。 玳瑁为

何食毒而不中毒？ 科学家们至今仍

未揭开其中奥妙。 这就像剑侠小说

中某一位修炼有素、法力高强的“毒

药师太”，有着特异的排毒功能。

北齐的赵儒宗有《咏龟诗》云：

“有灵堪托梦，无心解自谋。 不能蓍

下伏，强从莲上游。 负图非所冀，支

床空见留。 倘蒙一曳尾， 当为屡回

头。 ”此诗可视作乌龟的一幅文学写

照，值得世人吟味。

袒露真性情

□

于秀荣

常常有人问：“《三国》里

的人物为什么那么爱哭呢？ 比

如曹操，比如刘备。 ”

我也觉得《三国》上的人

爱哭，不但刘备爱哭，曹操爱

哭，《三国》 上的大多人物都

爱哭。 我觉得，除了一些是假

意的做作， 其他都是一些真

性情的流露。 比如亲友死了，

放声大哭；送别亲友，洒泪而

别。实在让人感动。现在的人

从小被要求坚强， 自己不伤

心委屈，轻易不流泪。 不要说

朋友离去， 自己的父母如果

高寿，到了要死的年岁死去，

比如说超过六十岁、 七十岁

或者八十岁， 都不怎么伤心

流泪了。 有的甚至鸣放鞭炮，

形同过节， 全家大小欢喜异

常。 就算思想开通， 老人仙

逝，不必伤心，又哪来那样的

高兴呢？ 若亡者泉下有知，虽

不想子孙为他过于悲痛，也

难免有些怅然了。

我倒觉得人爱哭， 露一

些真性情也好。 高兴了就笑，

伤心了就哭。 依依惜别，眼中

泪光闪烁。 旷达随性，坦荡胸

怀，不至于压抑自己，隐藏情

绪，憋坏身体。

牛仔裤上的破洞

□

许永礼

我弟弟和弟妹都爱穿牛仔裤，

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款式。我大概

真老朽了，经常奚落他们：“你俩到

大街上去，往地上一坐，保管少不

了赏钱……”

不过， 我小侄女也爱穿牛仔

裤，我倒觉得蛮好看的。 侄女通常

穿白色T恤， 背一个卡通包包，牛

仔裤上的裂痕并不夸张。这样的她

一蹦三跳来到我跟前，青涩中带着

小小的任性，我很喜欢那样一种顽

劣和俏皮。

年轻时， 我也穿过牛仔裤，现

在有时也穿， 但带破洞的绝对不

穿。 不是我OUT了，只是咱这身材

气质外加年岁，吼不住那气场。 上

世纪90年代，牛仔裤就已经泊入我

国了，且越来越盛行。 但在牛仔裤

上撕开裂口，甚至弄出很大的破洞

来，这种做法最早源自于美国。

事实上， 破洞牛仔裤的出现，

最初并不是为了炫耀时尚， 相反，

恰恰是一种对于主流流行趋势的

反对。 也就是说，那是一种非主流

的文化表达，类似于摇滚，行为艺

术，乃至后现代的叛逆性。 与此同

时，它也还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

人群，对于奢华的高消费的批判和

抵制。

然而，这又脏又破的裤子与西

部牛仔联系到了一块，一度在欧美

上流社会里极为盛行。应该说牛仔

装， 包括破洞牛仔裤是颇具质感

的， 由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有趣的是， 这原本反对时尚的道

具，如今则成了经久不衰的流行风

潮……

有些事就是如此，从既定点出

发，抵达处却大相径庭。 可一路风

景同好，生活往往在别处。是的，时

尚没什么不好，流行也自有流行的

道理。在物质生活丰富而多元的当

下，人们追寻一些另类风尚，无可

厚非。 就破洞牛仔裤而言，确有其

粗犷，奔放之美感，那些身材高挑

的妹子穿了就很性感。

然，花开千朵，风情万种，不是

每一款美丽都适合你。 所谓“橘生

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

味地盲从，就东施效颦了。 我见过

一位四肢苦短的女子，穿一条大洞

小窟窿的牛仔裤， 奋力挤上公交，

结果栏杆绊住并撕裂了裤腿，从膝

盖处断开……

美是一种和谐，亦可是一种张

力，但终归是要展示自我的。

我可能真是老了， 对牛仔裤上

的破洞，持保留态度。 夏日傍晚，女

孩们手牵着手，穿着凉鞋和连衣裙，

踏步在风里，这是我喜欢的美……

芒而不茫

□

徐斌

芒种时节，骑车下乡闲逛，见

麦子都割完了，长长的麦桩，闪着

金黄的白光；禾苗皆已转绿，像是

从清亮亮的水田里长出的诗，而

白鹭的清唱如同禾苗的绿。 傍晚

时分， 下了一场雨。 雨打在瓜豆

架、山药架、番茄架上，打在茄子、

辣椒、人参菜上，打在毛豆、青蒿、

空心菜上，像初开春的池塘，春草

萌发，葳蕤生光，鱼戏草叶，喋喋

有声。

雨落在菜上，总是令人遐想。蔬

菜高低不同，叶片疏密有异，厚薄不

同，或糙或光，平仄相对，抑扬顿挫，

———我听到众声的倾情朗诵， 且能

分辨出每位诗人的独特声部。 比如

人参菜上的雨声，应是庄姜。《诗经》

中描写她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眇兮。”人参菜，赏心悦

目，就是这样动人！

落在山药藤上的雨 ， 淅沥

，犹如垂泪。这是蔡文姬。她初

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 汉末天

下大乱，她被董卓军队强迫西迁长

安，被南匈奴军所虏，在匈奴度过

12年。 后被曹操赎回，却与两个儿

子生离。 李清照是黄瓜，年轻时是

黄花嫩叶，误入藕花深处，南渡后

花谢叶败，凄凄惨惨戚戚。 朱淑真

是芹菜（留着收籽的），茎老如管，

芳香依旧，正合“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的意境。

晚上陷在沙发里看电视，无意

间看到电影《柳如是》。 我知道她

的身世，苦命，罪受到腰深。 没有

想到的是影片开头， 有行字幕：

“1639，芒种。”———今天正是芒种，

隔着378年的时光， 我与她隔空对

望，仿佛是命中的约定。 我觉得她

最像番茄，果实红艳，叶片却是辛

辣。 她读辛弃疾的《贺新郎》，“我

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自号“如是”。 在我看来，这个

“如是” 极有深意。 我见蔬菜多妩

媚，蔬菜见我是何感觉？

唉，我总是想入非非。或许，这

是因为，我不以种菜为营生，我不

是纯粹的种菜人。德国哲学家齐美

尔说：“人是不能居住在一座桥上

的。 ”他提醒人们，人需要挣钱，但

是不能把挣钱看作人生的终极目

标，因为，钱只不过是通往最终价

值的桥梁。 我想，我的种菜也是如

此。 种菜是我的需要，然而更重要

的， 是它可以引发我对于书籍、人

生、世界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菜

地也是一座桥梁。

现代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

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桥是看风景

的地方，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例如

《魂断蓝桥》《廊桥遗梦》， 以及白

娘子与许仙相会的断桥， 再有薄

薄的雪，则更浪漫。 与桥相关的故

事，举不胜举，可以编100卷图书。

但是，这些故事都是“桥段”，都是

通向某个目标的过渡， 而不是完

整而完美的人生。 人应该有自己

的生活。

我当然不是否定蔬菜的智慧。

黄瓜开出艳丽芬芳的花是为了引

诱昆虫， 让它们帮忙传授花粉，以

结出果实，繁衍生息。 有些女人忙

着打扮，花枝招展，而是为着自己，

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番茄

果实甜美多汁，是为了吸引鸟雀啄

食。 那些消化不掉的种子，随着粪

散落各处，很快长出植株。在这里，

给予也就是获得。人能否学学智慧

仿生学，也把眼光放得长远。

所谓芒而不茫，就是这个意思。

▲金玉良言（漫画） 王晓东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