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听闻翁家山“乾隆古道”恢复，喜
出望外，遂决定前往探个究竟。相传，乾隆
皇帝一生嗜茶，在位六十年中，六下江南、四
次御驾龙井，礼佛祈福、品茗论道、亲栽御茶
十八棵，民间广为流传。所谓“乾隆古道”，乃
是当年皇帝移驾登山之路。

来到翁家山，果见路旁一块岩石上刻有
“乾隆古道”四字，旁边一条山石构筑的仿古
小径，蜿蜒曲折而上。

众人躬身拾级而上，举头望去，一座仿古
小亭，上有楹联曰“霞帔水泽挹清芬，石角山
湾藏秀气”，点出了小亭、古道的风韵。

一路行走，浓荫蔽日，石阶千寻，宽仅三
米，两旁修篁夹道，坡上茶树垄垄、郁郁葱
葱。众人边走边赏，只见翁家山经过修整后，
面貌焕然一新。布置巧妙的古道、沿途小亭、
风篁岭、涤心沼、方圆庵、龙泓涧、一片云、神
运石和翠峰阁等景观林立，成为一个独特的
弘扬茶文化的核心地块。

翁家山周边群峰环绕，空气清新，风景
优美。在整治中，规划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

原有的山体水景，令古道、叠石、大树及茶园
等景观互为呼应。同时，通过截污纳管工程
治理村落环境，改善了茶民的生活条件。

众 人举目四顾，只见山上茶树 错 落成
行，青苇翠竹。村庄依山而筑，粉墙黛瓦，木
筑茶楼、客栈，上有仿古宫灯高悬，下有龙
鸿溪蜿蜒相随，古道穿村而过，茶馆、茶庄
邻此接彼，悠悠茶乡飘然而来，不由心旷神
怡。

近年来，翁家山一带居民多以经营茶馆、
客栈等行业为主，农耕者日渐稀少。唯有村中
老者仍以料理茶园为生，沿续着这项祖传行
业。虽说采茶工可到外地聘请，不过炒茶者仍
多是本地村民，没有十几年工夫磨练，不能担
当。

行走间，一位中年农妇笑着上前招揽生
意，大家也想寻个地方歇脚，于是便随她进了
茶馆。刚坐定，茶水就送上来了，一股幽幽清
香飘然而至。掀盖品茶，却见杯中仅有几片
茶叶。看之，形小色翠；闻之，清香浓郁；入
口，汁厚味醇。有人问道：“这是何茶，如此

清纯？”主人听见夸奖，高兴起来，滔滔不绝
道：“这位客倌看来是老枪，一品就知道，识
货！”又笑着说：“此乃今春刚开摘的新茶，
出自翁家山白云顶，那里常年云雾缭绕，山高
地肥雾浓，得西湖之灵气，自然出得好茶。”

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天，主人说道：“外
乡人多有不知，现在各地均有‘龙井茶’供应，
其实鱼目混珠的情况很普遍。即便在杭州，也
有‘浙江龙井’、‘杭州龙井’与‘西湖龙井’之
别，而我这龙井村所产之茶，才是真正的‘极
品御茶’。”

原来，御茶非同小可，由初春幼嫩牙尖炒
制而成。旧时，头锅茶炒好后，连钱塘衙门的
知府老爷都不敢私下留饮。头茶过秤，立马封
定，连夜送往京城，只供皇上享用。早先，乾
隆帝如将御茶赏赐属下，大臣必会感恩戴德，
相争传诵“龙恩浩瀚”。

主人又说，现在正宗龙井茶叶多为礼品
茶，品质之佳，无与伦比，其中与采摘方法密
切相关。茶农仍按古法标准，头茶只采一芽两
叶初展时之嫩尖，留下其余的芽叶，不允许提

采和掐采，更不允许采病芽、紫芽、冻伤芽；
采摘中，每次只能装半斤左右的小竹篓。鲜叶
采摘也有标准：须外形挺直圆紫，略扁形长。
鲜叶最佳采摘时间，为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
外地采茶工初来乍到，必有叮嘱：“只求质
好，不求量多，一芽两叶，初展之嫩尖，方可入
篓。”

龙井茶好，不仅采摘要求严格，茶工炒制
烘焙的方法更是严上加严。其炒制方法优于
别处，采用的是“三烘四炒”。此种精细的加
工工艺，加上高超的手工炒制技术，茶品自然
异乎寻常。

而后，老板又介绍道：“春茶采摘于清
明前者，叫‘明前’；采摘于谷雨前者，称‘雨
前’。时间有异，品质自有高下。至于贡品龙
井，一是茶色青绿，二是茶汤含有梅兰松竹之
气，其味出类拔萃，方可入品。”

主人对大家说，翁家山所产之茶，与杨
梅岭、满觉陇、白鹤峰的茶叶并驾齐驱，人称
“石屋四山”。色、香、味三者与“狮山龙井”
难分高下，茶客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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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蜜浓

“乾隆古道”品茶记
■ 龚    励 

西子苑

有人说，教育孩子是门艺术，需要天
赋；也有人说教育孩子是个课题，需要研
究。

作为一名小学高级教师，掌握了很
多的教育教学理论，可是有时这些理论，
对学校里的学生有用，对自己家的孩子
来说就怎么也没用。做了家长，忽然很失
措，感觉又进入“文盲时代”了。所幸，现
在书籍、网络还是非常便捷的，我下定决
心从“零”开始，不断学习。

首先介绍一下开开其人：开开，出生
于2007年9月，顺产，男生，小名开开，寓
意开心、开朗。AB血型，常常会有比较极
端的行为：玩起来特别疯，安静的时候特
别安静，讲道理时很乖顺，如果强硬镇压
他，发起脾气来十分吓人，他自称“反抗
精神极佳”。

让我们一起看看开开的小故事吧！
累了一天，下了班，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凌乱的客厅：地上都是小汽车、火
车、工程车，还有2个机器人正在做“交
警”，而最忙的是开开—— 一会儿要遥
控坦克，破坏这个虚拟的“城市”；一会
儿要假装是“狙击手”，潜伏在那里，忽然
“啪”一声开枪。刚进家门的我，不巧就
是那个“靶子”。开开冲了上来：“妈妈，
你被狙击手打死了，快躺下！”累得要死
的我，没理他。他随手抄起边上的金箍
棒，冲我打来，“妖怪，吃俺老孙一棒！”

不巧，金箍棒砸向了鱼缸，裂了一地
的碎片。客厅更加不堪入目……我终于爆
发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可怜的他，被
揍了，委屈的扁着嘴巴，无声抗议着。

当然，开开也会有比较“文气”的时
候。记得有位作家曾说过：“一个家庭没
有书籍，就像一座房子没有窗户。”孩子
天生是爱故事的，在开开的成长中，书籍
一直是他的好伙伴。从“小手撕不破”的

识物图画书，到知名的绘本故事，配上大
图画的小故事，到如今的少儿版《百科
全书》、《昆虫记》、《西游记》、《三国
演义》，开开几乎每天都要与他喜欢的书
在一起玩乐。最好的礼物是书籍，最好
的奖励是讲故事，最好的安静方式是听
故事，故事成了孩子最大的兴趣。我也相
信，从故事中感受真善美的孩子，肯定是
个好孩子。

在故事中，孩子学习了一些简单的
字，并且一知半解地运用那些故事中的成
语；在故事中，我们共同学习坚强、自信、
团结、乐观；在故事中，孩子学会思考；
在故事中，我们增进亲子感情。当他坐在
我膝盖上，我们共同阅读一本书籍时，我
们正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子关系，开开正
悄悄打开心门……

当然，我们家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故
事：因为我漫不经心的口头禅“我倒”，他

也开口闭口做“我倒”状，我学习了要谨
慎对待自己的言行；孩子从幼儿园带回来
的小汽车，我还以为是孩子“偷回家”的，
结果了解到是小朋友送他的生日礼物，我
学会了信任；天气下雨时，他一句“妈妈你
当心”，让我知道爱是有回报的……

这种时候，忽然觉得孩子就是一所
崭新的学校，在这里，父母好好学习，孩
子天天向上。家庭教育，充满了挑战和喜
悦，孩子的成长，就是我的学习成绩。

我愿意做一个爱学习的好妈妈！
（一等奖获得者：文新学前教育集团

沈时同学家长）

妈妈“好好学习”  宝贝“天天向上”
■ 吴静丹

      摄影 童小娟

一平方米的幸福
■ 黎武静

读书时并不用书签，但不妨碍我拥有许多书签。
画有松涛古风的书签，一行清秀的字迹“松使人

逸”，不失古朴庄重，这是小莹送我的，点滴温情在
心中流淌。堆满芳香花瓣的书签，还贴着一片年深月
久、连枝脉都渗进纹理的树叶标本，旁边两行楷体
小字交相辉映，“峨冠大带之士，一旦睹轻蓑小笠飘
飘然逸也，示必不动其咨嗟；长筵广席之豪，一旦遇
梳帘净几悠悠焉静也，未必不增其绻恋”，不失秀丽
温婉，这是好友小伊的杰作，一年之后，我才辛苦地
在《菜根谭》里找到了出处。

厚厚一叠，温情不断。手绘的米老鼠，来自小叶
的美术课余作业。微笑着的卡通人物，是小安从她的
私人珍藏里翻出来的沧海一粟。晓晓自制的书签最
简单，上面有她在课堂上默写的歌词。小阳的书签最
奢侈，那是家里凌晨昙花盛开时，她亲手拍下的照
片。

某个下午，偶然触到其中一张书签，让我想起这
些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情。望着手中的书签，心中不
免感叹良多，这些书签的主人与我最远的相隔千山
万水，半个地球，最近的同在一个城市，却还是断了
消息，无影无踪。原来，我们都失散在人海。

墙角硕大的纸箱里还有我和她们通过的每一封
信，即使纸页发黄，也不忍丢弃。和那些书签一样，
即使无用，也不能舍弃。物是人非之后，年华老去，没
有了现场直播的热泪盈眶，还可以有实况转播的温
馨补偿。也许微不足道，但对我很重要。

我愿意在这个二十平米的房间，永远留存一平
米的空位给那些岁月缝隙里幸存的“财宝”。看那些
幸福慢慢堆积，当某一天阳光晴好，我用指尖触碰回
忆，可以施施然地微笑。

生命太短，悲喜不过转瞬，让我用记忆，紧紧拥
抱。 

印象里，李清照的形象总能与江南的小女子联系上。那些写于江
南的各种词句，别具江南小女子的气息，烟雨朦朦、秋雨梧桐。是的，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李清照就是个纯粹的江南女子，柔弱不失风骨，忧
伤却又坚强。

品读李清照，隔着久远的心情；感知李清照，和着书页中别致的
诗行。文字的灵动，跳跃成情感的共鸣。引题愁绪中的泪水，真实却
不敢去触动。“满载舴艋舟”的愁绪，怕打散了那悲情唯美而又凝重
的愁思；不敢去收拾“满地堆积憔悴损，无人堪摘”的黄花，怕破坏
了那特有的意境和氛围。李清照的词中有一种凄冷的美，一种“寻寻
觅觅”的心痛。于是，她便被当作了愁的化身。当我穿过历史的烟尘，
咀嚼她的愁情时，才发现在中国三千年的古代文学史中，特立独行的
她在泪水的真实中成就了一种不可企及的高度。谁解“云中谁寄锦书
来”的盼念，谁解“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冷寂？

“孤者善伤，穷者善感”。周遭难捱的际遇让她在历史的兴亡中
坚持着。离愁别绪，家国不幸，生活的真实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内化
成她细腻的情感。是谁将泪水流泻成诗行，是谁将泪水幻化成文字，
是谁将愁绪书写成绝唱，又是谁将真实描画成唯美？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何等的大手笔，何等的大气
魄。有谁能想像这出自一个柔弱的女子之手，有谁能不为这哀婉中的
雄壮叫好！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子之身，求
人格平等，寻爱情之尊。她是当时社会中一方脱俗的风景。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醇。”家国沦丧，颠沛流离的飘零感似
乎是历史给她的另一种独特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金兵南犯，她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紧紧追随着皇帝逃亡的路线流
亡。因为在她心中，国君代表着国家。然而国君没能成为她的依托。
无助的她在兴衰沉浮中见证悲欢，让她的心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栗中坚
韧。

忧伤的目光里荡漾着跌入深渊般的无助，在孤寂中流失的血，依
偎着不得不分开的白昼，汇成了今夜的证词，共同吹响这孤寂的号角，
揉碎在虚空的闺阁。即使这样，她依然坚韧。

谁能靠近这梦境，谁能展开这幽怨，又有谁能把这由远及近的旋
律谱成一首清远的曲？

李清照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出身造就了她的
不凡，官宦门风及政治活动的濡染，使她眼界开阔，气质高贵。而文学
艺术的熏陶，又让她能更深切细致地感知生活。貌美如花、内秀如竹
是对她最好的诠释。

“漱玉词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是后人对她的称
赞。于我却是“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的随意，是“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的矜持。

在她的词中，我领略到了情思的纤细，也感受到了“金石”的厚
重！

多少淋漓的情愫被苦难磨亮，成了闪光的诗行；多少奔波的劳苦
被性情注释，成了凄美的绝唱！

■ 吴凯松

浅吟低唱

愿诚恳的态度带动我们的习惯，愿良好的习惯升华我们的性格，
愿健康的性格收获我们的人生……这是一本名为《性格决定命运》的
书中所撰写的祝愿词。

性格，秉性也。芸芸众生之间固有差别：同样的社会背景，同样的
家庭环境，同样的生活经历，但最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平庸
度日，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纵观历史，唐朝武则天与李治就
是一个实例，两种性格，两种命运。性格，小则影响一个家庭的团圆离
别，大则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据美国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美国近20年来，政界和商界的成
功人士，他们的平均智商仅在中等，而情商却处于高等，人的性格中就
包括了情商的基本要素，这一因素与性别无关，只因人而异。因此，性
格决定命运已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论证。

性格本是人的天性，但环境却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性格改变，
命运也随之改变。压抑的环境，可以让人窒息，性格便孤僻冷漠；优雅
的环境，可以让人开朗，性格便活泼外向。为了生存，人的性格会随着
环境、地位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坚韧，但也会为了追逐名利、权
力而变得狡黠、贪婪、凶狠。改变性格，自身意志和心志是最主要的，
因为塑造性格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性格改变了，态度也会随着
改变，命运便会随之改变。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挑战和机遇随时可能降临。如果我们用
坚韧不拨的意志和充满信心的态度去面对，成功就胜券在握。反之则
不然。譬如鲁迅、保尔柯察金、霍金等人具有风吹不垮、雨打不折的坚
韧性格，面对人生的沧桑、生命的磨难、际遇的不幸，时刻保持坚韧不
屈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让一切困难束手就擒，因此，这种性格的本
身就具有所向无敌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也是他们征服世界的基础。

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有内敛的做人风度，更需
要有谦退、洒脱的处事之道。佛学理论中说：“有才而性缓，定属大
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智慧者，才情
决然不露。”总之，改变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态度，养成自信冷静、
善于思考、心胸豁达、独立果断的习惯，把握性格，以智取胜，定能收
获成功人生。  

把握性格 收获人生
■ 李杉英

三八节的歌声

她们的节日

盛开在美丽三月

扑鼻香气

沁透半边天

依旧忙碌的身影

端庄的愈发端庄

秀美的更加秀美

让人情不自禁地靠近　　

奶奶其乐融融

手拿希望的拐杖

笑逐颜开

矫健的步伐

昂然向前

在地上笃笃歌唱

母亲笑脸盈盈

手捧节日的祝福

将皱纹从额头卸下

慈爱的眼神就像岁月的河

绕着亲人绕着家

永远不停地唱　　

最是爱美的少女

就像一只嬉戏的百灵

欢快的歌声

跟随春天的风

唱遍城市和乡村

唱绿美丽的家园　　

尚在襁褓的小女

不会讲话

咿咿呀呀地学语

手舞足蹈地宣唱

为美丽温馨的三八节

增添充满希望的音符

■ 谢汝平

  编者按：孩子，是父母掌心的“珍珠”，是祖国蒸蒸日上的希望。因此，孩子的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探究蕴含“科学道

理”的家庭教育方法，与年轻的父母共同寻找走出家庭教育困境的金钥匙，区妇联、区教育局于去年联合开展了家庭教育征文活动，共收到数百

篇来自全区热心父母的投稿。本报即日起推出“我和孩子的成长故事”专栏，选登其中的优秀获奖作品，讲述家庭教育中的故事，为实现孩子和家

长的共同成长提供有益的经验。

 我和孩子的

     成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