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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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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五峰走笔

二丫（小小说）
□吕永昌

最近读到一篇微博：“茶与佛家的

缘分是由来已久的。一片茶，遇水舍

身，成全了水，也成全了自己⋯⋯”这

愈发增添了我再游武夷山的冲动，弥

补去年的遗憾。

去年 10 月 28 日，我与友人游武夷

时，曾遇见金川老乡、“岩粹大红袍名

品店”的店主阮艳璀。艳璀热情好客，

诚邀到她的茶叶店品茗，说起岩茶的

美丽传说，春茶开采时节的盛况。因

为时至深秋，早已过了春茶采摘季节，

相约来年有机会再看看。

今年 5 月 3 日，我们一行再次踏进

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阮艳璀自然当起了我们的导游，

她的儿子龚鹏成了义务司机。当天上

午10时半，一下武夷高铁站，就坐上了

小龚的车，从高铁站到景区有 30 多公

里，刚修好的快速通道宽敞通畅，转眼

就到了岩粹茶业生产车间。

在制茶车间，员工们正在紧张忙

碌着，杀青、揉捻，烘干机不停地转动。

小龚介绍说，岩茶制作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初制毛茶，要经过晒

青、做青、杀青、揉捻，烘干等 5 道工

序，大约需要 14 个小时；第二阶段是

精制，从拣剔、炭焙最后到装箱。岩茶

从晒青到出成品，八道工序下来需 3

个月，是所有 6 大茶类中工艺最复杂

的一种。

中午 12 时，小龚带着我们来到他

们的家。艳璀亲自下厨，准备好了丰

盛的午餐。我们也不客气三下五除二

地填满了肚子，随后便开始了景区游。

从景区西门入口后沿着“马头岩”

坑一直往里走，一路见到成群结队的

采茶女。“目前正是采摘制作岩茶季

节。岩茶每年只生产一次，从 4 月 20

日开始，大约半个月时间。”艳璀介绍

说，中等以上品质的青叶每斤收购价

在 100 元左右，好的要 800 元出头。

10 斤青叶只能制成 1 斤干茶，你说岩

茶价格能不高么？

“武夷岩茶的品质完全取决于环

境与土质。”小龚说起岩茶如数家珍，

对岩茶的了解不亚于母亲。他边开车

边介绍，时而还停下车让我们拍照。

岩茶贵在“岩”，所谓“上者生烂

石、中者生沙粒、下者生黄泥”。武夷

岩茶产区分三个区：正岩（景区72平方

公里内，也是岩茶的核心产区，分布在

三坑二涧）、半岩（景区西北方向的区

域）、外山（武夷、星村、兴田三镇）。我

们所走的“马岩头”也就是武夷山核心

区其中的一个坑，茶叶品质属中上等。

一直以为，茶叶长在越高越好，其

实不然。品质最好的岩茶是生长在山

沟底里的，因为它的土质以风化岩为

基础，水更厚更甜，香味内敛厚重。

走走停停大约半个小时，我们来

到了坐落在天心岩下的天心永乐禅

寺。这座始建于唐贞元年间的佛教名

刹深藏于武夷山中，显得格外安谧幽

静。来到大殿门口，抬头便见江泽民

题写的匾额“天心永乐禅寺”。明永乐

十七年（1419 年）明成祖封天心寺为

“天心永乐禅寺”，封“天心禅茶”为“大

红袍”。“大红袍”遂为万茶之尊，名扬

天下。

禅寺左下方矗立着赵朴初先生题

词的石碑：“万语与千言，不外喫茶去。”

我们正在碑前凝视辨认时，忽听有人搭

讪：“喫”就是“吃”，茶对佛教徒来说，是

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

禅茶一味，僧人皆是师。

见缝插绿，庭前小院到处可见茶

的影子。艳璀介绍说，禅寺拥有自己

的茶园与制茶厂，还有品牌“天心禅

茶”。禅茶制作工坊前的广场上几

位 禅 寺 的 僧 人 与 志 工 正 在 翻 晒 茶

青。广场左侧下方就是茶园，十几

天前这里刚举办过“ 天心永乐禅寺

春茶开采祈福大典”。可惜，我们又

迟来了一步。

夕阳西下，我们离开永乐禅寺返

程。在坑底停车场，只见一拨又一拨采

茶姑、挑担夫提篓走下山来，汇集在马头

岩山脚下，将手工采摘的青叶装车运往

制茶厂，现场气氛十分热闹。小龚介绍

说，目前武夷山大小制茶厂及工坊

3000多家、年产量达12万斤左右，销售

额达十几亿元，茶叶与旅游一起成为当

地的主导产业。目前正是一年中最忙

碌的半个月，大小制茶厂白天组织人员

采茶收茶，晚上加班加点制茶。

下 了 山 来 到“ 岩 粹 大 红 袍 名 品

店”。阮艳璀亲自执壶，请大家品尝“大

红袍”。瓷碗替代茶杯，并且用冷茶搅

拌成温汤。只听说过大碗喝酒，头一次

看见大碗喝茶的。艳璀笑笑说，那是她

排毒的小窍门，一般在下午喝。

我恍悟：原来喝茶的形式没有定

数，对茶的需求也是各取所需。但茶的

灵性、茶的本质并不随各人的喜好而改

变。此时此刻，想起林清玄的散文《一

片茶叶》：“我们喝茶的人，从来不会去

分辨每一片茶叶，常常忘记一壶茶是由

一片一片的茶叶所组成的。在一壶茶

里，每一片茶叶都不重要，因为少了一

片，仍然是一壶茶。但是，每一片茶叶

也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滴水的芬

芳，都有每一片茶叶的本质。”

布施不就是这样吗？布施，犹如一

片茶到一大壶茶里，少了我这一片，看

似不影响茶的味道；其实不然，丢进我

这一片，整壶茶就有了我的芳香。虽然

我施的很小，也会充满每一滴水。

二丫是老朱家的二女儿，上有大

姐，下有小弟。

二丫是讨人嫌的二丫。

家里小弟毛蛋不肯吃饭，二丫看

着火大，拿着饭碗四下追赶。毛蛋生

气回应：“二丫，俺不要吃饭，你讨厌！”

毛蛋早上上学堂起不来，二丫拉

扯毛蛋起床。毛蛋扑腾手脚反抗：“二

丫，你干嘛！拉俺做什么⋯⋯”“起床

去学堂啦，要迟到的。”二丫解释。毛

蛋揉着惺忪的睡眼抱怨：“怕迟到，你

自己先去学堂，俺自己会去的。要你

管呀，讨厌！”

大姐大丫很男孩子气，爱玩耍爱

运动，跟男同学称兄道弟，期终考试考

砸了，偷偷将成绩单藏起来。二丫拿

出成绩单给她娘，二丫她娘十分恼火，

抡起笤帚要教训大丫。二丫将大姐挡

在身后，替大姐争辩说：“学习总有高

低动荡的，阿姐只是这次考不好，下次

考好就是。”

大姐一把推开二丫，哭着叫道：

“走开，讨厌，都是你害的俺。”

二丫她娘叹气对二丫说道：“二丫

呀，啥事都你出头，四面不讨好啊。”

二丫很委屈，她觉得她做的都是

她应该做的，怎么就都被嫌弃呢？于

是，二丫打开日记本，将满肚子不明白

都写进了日记。二丫语文很好，文学

功底不错，写作文总是被语文老师表

扬，她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

二丫并没有机会实现作家梦。初

中毕业，二丫收到了中专通知书，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专还是很不错的学

历。可惜比她大三岁的大姐同时间考

上了大学，二丫家是农民家庭，根本支

撑不起姐妹两人同时到外地读书，更

何况下面还有个小弟。二丫想了想，

学起大姐当初的手法，偷偷藏起了通

知书。

二丫她爹托人帮二丫进了工厂，成

为一名工人，在冶金厂做冲床。在机器

的轰鸣声中，她瘦弱的身躯与庞大的冰

冷机床为伍，看着零件在冲床里进去又

出来，进去又出来，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二丫不甘心，她心有梦想，想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二丫她爹十分生气，破

口大骂：“好不容易帮你进厂，做正式

工，多少人想要？才几年，你不做，看你

能做什么？你就是讨人嫌。”

二丫还是辞去了工作，她离开了

农村，去了发展最快的城市深圳。可

是不到一年，她返回了家乡。家里人

问她，二丫摇头笑笑说：“外面的世

界我见识过就行了。我看过了外面

世界的精彩，也看过了外面世界的险

恶，所以我回来了。”后来有人告诉

她爹娘，二丫因为小姐妹被人欺负帮

小姐妹出头，被主管嫌弃，所以怒而

回来的。爹娘摇摇头，苦笑回应那

人：“二丫啥事都喜欢出头，正常的，

正常的。”

二丫干脆自己做个体户。她坐火

车去省城服装市场批发服装，大包小包

背回来，背到当地的集市去摆摊。她嘴

巴甜，人也热情，生意还不错。

二丫结婚了，嫁给同村一个叫土根

的小伙子。土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

是踏实肯干。婚后，土根与人合伙办起

加工，合伙人精明能干，生意蒸蒸日

上。生意做大了，人就有想法，合伙人

找理由嫌弃土根与二丫。二丫知道了，

和土根说：“我们回家，另起炉灶。”

二丫和土根跑义乌了解市场，跟

着潮流做起生意。土根肯干，二丫聪

慧，生意越做越大，日子渐渐红火起

来，几年时间买下地皮，造起厂房，成

为了村里的老板。

土根娘生病了，二丫不假思索，花

大钱在省城请最好的医生，不嫌脏臭

天天服侍老人家。土根娘病好了，天

天在村里夸赞儿媳孝顺。

小弟毛蛋想买房子，向姐姐借钱。

两个姐姐都爽快地给毛蛋凑钱，二丫也

不例外，借给小弟十万。二丫想了想，

私底下再递给毛蛋五万块钱，说：“这是

给你的，不是借，别叫你姐夫看见。”毛

蛋不肯要。二丫十分生气，骂道：“这是

姐自己省下的，拿着就是。”

镇里村里逢年过节总是要搞各类

文艺活动，邀请二丫参加。二丫一想，

干脆将村里的年轻妇女汇聚起来，组

织一个舞蹈队。舞蹈队组织起来后，

二丫突然发现，自己的文艺才能有了

发挥空间，设计、排舞、演出。舞蹈队

演出了名声，在市里都小有名气，二丫

成了名人，被镇里推选为舞蹈协会会

长。

大家都说，二丫是热心的二丫。

山后胡的松
□章竟成

对，就是那棵孤松

它惊到了我

曾见过太原晋祠的秦柏

金华侍王府的唐柏

浦江宋濂手植的明柏

但未见过千年的青松

都说松柏万古长青

我信，又不信

信的是它们的长寿基因

不信的是哪有不死之生命

山后胡孤松，学名江南马尾松

今年721岁

我所见的最古老最高大的一棵

习惯于把纪年放置在国史坐标上

因此，山后胡古松或可叫“元松”

可想而知，宋元之交

江南有多乱

那时光，永康的胡长孺怀才不遇

退隐石佛山，结庐读书

杜门谢客，拒为元蒙官

当然，山后胡偏隅大寒山之野

松似乎不会受皇朝更迭的任何影响

它不担心兵燹

只担心樵客的刀

天雷的劈或虫蚁的害

当然，松跟胡长孺也毫无关系

仅仅同时代的两个生命而已

连擦肩而过的机会都没有

只是胡长孺具有松的坚贞

以致在他风烛飘摇之时

也不肯为五斗米折腰

山后胡的松

历多少风霜雨雪

汲多少日月光华

遂成三人合抱之围

参天崇高之干

铸就了精魂，长成了神话

南坡旷野的孤松

孤独求败的孤松

我卑微在你底下，抚摸你伟岸的身躯

仰望你凌云的姿态

此刻我的灵魂已被你电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