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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古人生活慢》
没有闹钟，古人怎么准点起床呢？

听说古人超能喝，他们酒量到底怎么

样？北宋就能点外卖了，连皇帝都爱

点？古人早婚，为何宋朝的“剩男剩女”

那么多？古人出趟远门得花多少钱？朝

廷不许你打光棍，还要替你养孩子？

年轻人总感叹：现代生活压力大，不

敢谈恋爱，买不起房，养不起娃⋯⋯不卷

了!我们回到古代过小日子怎么样？没

有高科技，生活却很诗意，从前的生活

慢，却很有仪式感。

这是一本真实还原古人日常生活的

历史读物。读者可以从衣食住行、职场、

民俗、社会趣闻等方面，通过 62 个生活

冷知识，读懂古人的闲趣松弛和中式智

慧。内附近百张雅致古画与精美文物

图，还原趣味横生的古人生活风貌。文

字轻松幽默，读来有梗有料，充满画面

感，带我们穿越千年，回到古代。

一提到世界史，大家脑海里是不是

就浮现出一大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

家，东边一个西边一个，不停地出现又消

失，跟用八倍速玩打地鼠游戏一样，搞得

人眼花缭乱的场景？那有没有一种轻松

又容易的世界史打开方式呢？这里就有

一个。

本书作为一部讲述 5000 余年世界历

史的普及读物，以时间为序，运用一种创

新性的叙述方式和诙谐幽默的文笔，带

领我们用看综艺的方式，打开世界史。

在这里，作者将整个人类文明史上

的迭代兴衰看作一场综艺选秀，把无数

曾在历史长河中闪亮登场的族群或国

家看作参赛选手，把历史上的战争比作

不同选手之间的较量，让世界史变得简

单又有趣。作者用叙事的方式，生动地

描述了那些改变世界的伟大人物。他

们来自各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

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这场选秀从 5000 多年前开始，至今

还在进行。在这场选秀中，地球是公演

的舞台，时间是唯一的评委，而我们每一

个人，都是这场历史选秀的观众。

《群星闪耀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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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亭记忆茶亭记忆
□□马春芳马春芳

茶亭，历史悠久，有许多的歌赋诗

词记载。1500 年前，南北朝时期的文

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写道：五里

十里，长亭短亭。彼时江南诸省，即今

浙、湘、皖、赣、闽、粤等，皆丘陵地貌，

古代道路大都翻山越岭，鲜有坦途，加

之温热潮湿，气候多变，故而“凡通衢

官道皆建亭，以憩行旅”。作为古道所

需的配套设施，大致五里一凉亭，十里

一茶亭。弘一法师的诗句“长亭外，古

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里“长亭”的

“亭”，就是茶亭。

小小茶亭，毫不起眼，却是中国古

代老百姓行善积德、与人方便的场

所。茶亭是由当地的百姓、乡绅、望族

捐资修建的，同时捐资购置几亩良田

作为“茶亭田”，以“茶亭田”的收入供

“守亭人”生计。“茶亭田”免赋税。茶

亭边配有耳房，供“守亭人”居住。“守

亭人”则负责每天亭内的茶水供应，兼

顾该茶亭前后路段的清理和维护。茶

亭为长途跋涉的乡民路人，在炎炎烈

日之下，唇干口燥之时，狂风暴雨之

天，冰天雪地之日，提供避风躲雨、歇

憩乘凉、喝口清茶服务，与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意义重大，已经积累形成丰

富内涵的茶亭文化。

1937 年前，我的家乡上亨堂一直

由永康县（古称永康县四十六都）管辖，

现为磐安县新渥街道管辖。我从小在

上亨堂长大，恢复高考后就到杭州上

学，毕业后分配至永康工作。虽然几

十年过去了，但茶亭（凉亭）伴随着我成

长，儿时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一）高叠坎茶亭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与高叠坎茶亭

结下了不解之缘。高叠坎茶亭位于磐

安县西华岭离大皿4公里处，西华岭起

于磐安县新渥街道西华坑口村，沿途有

日月潭，西华坑水库上、下库，和尚田、

高叠坎茶亭和几处凉亭，终点磐安县双

峰乡大皿村，全长7.5公里，这是数千年

大山两边乡民进出的主要通道。曾记

得我父亲参加革命后，前后在大皿战

斗、工作了二十多年。父亲一个月一次

的休假，母亲农闲时去探亲，进出的都

是西华岭，高叠坎茶亭、和尚田都是必

经之地。小时候，父母每次带我路过高

叠坎茶亭时，都会得到茶亭主人羊荣抱

阿公的热情接待，他们家的水果、花生，

野生的猕猴桃、山楂、毛栗，以及红皮

白心番薯之味，至今难忘。长大后，我

跟着姐姐去大皿担柴，常在那里歇脚、

喝水。高叠坎茶亭水果的味美，野果

的酸醇，干果的清香，山泉的甘甜，成

为我一生的记忆。

高叠坎茶亭的房屋和土地，是由

大皿村百姓捐资的羊姓族产。羊荣抱

阿公一家，作为最后的“守亭人”居住

在茶亭。官府规定“茶亭田”是免税

的，其耕种的收成作为他们家的报

酬。任务是常年负责每天亭内的茶水

供应，兼顾茶亭前后山路的清理和维

护。土改时，茶亭房屋、土地全部分配

给他们家，并且做了土地证，新中国成

立后同样免农业税。合作化时，茶亭

作为个例，其土地也没有被村集体收

回，允许阿公家继续单干。因此，茶亭

的职能一直保留至公路通到大皿，西

华岭渐渐荒废。

现在，高叠坎茶亭已拆，遗址只见

石坎、一座石碑和大片毛竹林。阿公

的儿子成了最后的“守亭人”。祖祖辈

辈守亭烧水护路的阿公一家造福乡

里、功德无量，受到了上天护佑、民众

赞美、终得善报。现在，阿公的后代已

事业有成，财丁两旺。

（二）和尚田
和尚田也叫下厂，地处西华岭中，

离上亨堂 5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前的

寺庙之产，名义上虽然不是茶亭，但也

有茶亭的功能。那里的几家住户，也

常年为过路客提供歇脚方便和免费茶

水。我对居住在和尚田的老周伯夫妻

印象最深，这是一对在那里休养的老

革命。他们有工资领，平时种点蔬菜，

养些鸡鸭猪羊改善生活，常年为路人

免费供茶水。前些年，西华坑日月潭

修建了西华坑上、下两座水库，和尚田

成了库区。老周伯子孙走出了大山，

在城市工作与学习，人才辈出。

（三）上亨堂茶亭
上亨堂茶亭位于上亨堂村口，安

文至壶镇古道与千祥至大皿古道的十

字路口边西南侧，茶亭三正房二厢房

结构，茶亭边大门与凉亭相通，旁边有

水井。“守亭人”就住在茶亭里。这个

茶亭建造费用和购置“茶亭田（山）”款

项，都是由十里八村百姓、富户、豪族

捐赠的，所以有古驿站的属性。“守亭

人”由乡里的乡绅推举，选择有信誉、

敢担当、有能力的人，通过选择后确

认。“茶亭田”免交赋税，其收成作为

“守亭人”的报酬。

上亨堂茶亭的最后一任“守亭人”

叫陈岩荣，是田口村人。他们家守亭

几十年，为路人提供歇憩纳凉场所、负

责每天的免费茶水供应，乡里乡亲十

分满意。陈岩荣父子还在茶亭里开了

酒坊和杂货铺，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

财源滚滚。经过多年积累，成为富裕

人家。土改时因田地多，陈岩荣差点

被划为地主成分，因为他们多年的积

德行善、造福乡里、与邻为善，家庭成

分才只划为富农。家中酒坊和商店后

来公私合营了，陈岩荣去了安文酱油

厂工作，其子陈知华出任深泽合作商

店会计，父子俩做到退休。公私合营

后，茶亭的功能如免费供水就停了。

2012 年，磐缙公路扩建成国道，茶亭

房屋已拆除。陈知华今健在，大孙子

陈柏友是我小学、初中同班同学，从小

玩到大。

（四）凉亭
凉亭与茶亭一样，都是十里八村百

姓集资或富户捐资的服务百姓、造福乡

里的建筑，区别只是歇憩，不供茶水。

1.上亨堂凉亭
上亨堂凉亭位于上亨堂茶亭对

面，是由柘坞口村陈金堆捐资建造

的。功能是为路人提供遮风挡雨、休

憩纳凉服务。安文至壶镇公路通客车

后，这里也是候车处。该凉亭旁边，是

双峰供销社的仓库，新中国成立后的

几十年，上亨堂到大皿还没有通公路，

进出大皿的商品、山货等物资，就是通

过上亨堂仓库中转，挑夫们挑担进出

西华岭 10 公里的山路。凉亭只是歇

憩，不供茶水，现已拆除。

2.柘岭头凉亭
柘岭头凉亭位于离村口 1.5 公里

的上亨堂村柘岭头，是座古道上的通

路凉亭。原来的捐建人是谁已无从

考证，但后来建设公路、公路拓宽，以

及 2012 年扩建成国道，凉亭的几拆

几 建 都 是 由 下 马 溪 金 兰 芳 牵 头 修

建。金兰芳去世后，他的儿子金子跃

和金子舟一直负责维修养护。凉亭

只是用作歇脚、乘凉，没有茶水，现在

成了公共汽车候车亭。

3.西华岭半山腰凉亭
西华岭半山腰凉亭不知由谁捐资

建造，只供歇脚，不供茶水。虽荒废，

今还在。

现在，茶亭、凉亭或已拆除或已荒

废，它们的功能已成为历史，但我们有

理由把羊荣抱阿公一家人、陈岩荣父

子积德行善、服务乡里的精神，陈金堆

捐资建亭、与人方便的善举，金兰芳父

子牵头出资修亭护亭的功德作为历史

记忆记录下来，让年轻一代了解。

茶亭，凝结成了一种文化，体现出

了一种精神，希望代代传承。茶亭也

是一种乡愁、一种思念、一种回忆，我

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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