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怎么个串法？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顾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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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想和人分

享，这里或许能找到“同类项”。如果你对生活有什

么小感悟或小想法，借由我们转手，或许能为别人推开

一扇窗。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一点点也没

关系，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

不论你桃李芬芳，还是初入教坛，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

长、学子的故事，我们愿意倾听。散文、诗歌、影评、书评、随

笔、杂文，甚至书画、摄影、剪纸等，只要你愿意展示，

我们乐意给予舞台。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2@qq.com（标题

上请备注“副刊”字样），请写上学校、作者

名字及联系电话，以便我们联系。

编者语

浮生本闲
□江北区育才实验学校 冯志军

每月，学校有半日调休的制度，且
已落地执行。支教回来不久，看着同事
们从繁忙和琐碎中抬起头来，相互换课
调休，计划着去哪里休闲，我也心下暗
暗筹谋：怎么闲才好呢？

安排好了课务，又千叮咛万嘱咐几
个调皮的孩子后，“依依不舍”走出校
门。阳光正好，像个糯软的稚童，没有冬
的寒凉，也没有夏的燥热，温柔可亲。路
旁的玉兰树开花了，樟树有隐约的香，
天瓦蓝透彻，流云轻手蹑脚，仿佛谁轻
吼一声便会簌簌掉落。马路上来往的车
辆声让人怔忡——有多久没在工作日
的中午，晃荡在大马路上了呢？一时竟
无所适从，并隐约衍生出不安：我的孩
子们啊，有没有乖啊？我的那个星星的
孩子会不会因见不到我而哭呢……

按捺下心中的千头万绪，走着回家
吧。有了闲时，不如慢慢走，走上大半个
时辰，走上一节课，保持挺胸和微笑，打
量平日不曾细细留意的街巷，与相熟不
相熟的摊贩点头，和相亲不相亲的邻里
说笑，说些可说可不说的事，笑一些可
笑不可笑的人……没有目的，不讲效
率，无所谓是谁，不追究经过，在时光的
虚掷中求得一份弥足珍贵的松弛。

花了比平日多一倍的时间，才走到

家里楼下。临街的店铺生意挺忙，特别
是烧饼店，黑黢黢的店主戴着黑框眼
镜，正皱着浓眉埋头在火炉旁，夹出一
个个掌心般大的饼子。饼子上面有意无
意撒着的几粒芝麻，像姑娘脸上调皮的
雀斑，一下引发了我的兴致。于是，花2
块钱买了个饼，在店门前的台阶上席地
而坐，就着下午三四点的阳光，就着匆
忙的行人，一口一口细细品咂。轻咬一
口饼子，唇齿欢愉，身心雀跃，在似有若
无的香气中，看车来车往，听人生喧嚣，
送夕阳一点点消失在楼宇间……

计划中的闲时，想要做很多“闲
事”，喝茶、看书、访友、会亲、踏青，短短
半日被塞进许多期许，最终什么都没达
成——闲，不该有任务，闲是坐看云起
风涌，闲如流水，流到哪里算哪里，闲是
心似碧空如洗……闲就是闲了，不可被
定义，靠门做个木头人，捧书册嘬茶盏，
无所事事打量来往的忙碌，无事牵挂无
人牵绊，心中自有一番做人的柔软与慈
悲，便是闲。

常自我说服：人到中年，周而复始
的重复亦是幸福，那意味着没有突如其
来的意外使生活脱离正轨。“卷”未尝不
可，忙碌也是好事，都看过程。人若卷得
严实，忙得笨拙，生活没了，人生真实的

美好也没了，
等于关闭了自
我调整和怜惜的
眼，无法和心灵对
视，无法感受内心的
柔软，更无法生发人生
的智慧。真正的“闲”什么样？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能自由支配
漫游的思想，既能在运动场上叱咤风
云，也能在书海中与古今对话，有游山
玩水的兴致和行动，也有各抒己见的豪
放和练达……以人的真实形态存在，吃
饱，穿暖，睡足，能哭能笑，遵从身体的
节奏，和自然同频；保持内心的真实，把
铠甲和软肋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做自
己，没有功利不怕得失，无所谓伤害，和
众人、和世界、和生活连接，并为此简
单、从容地活……

做教师的，内心拥有一份自然舒适
的闲，于自己于学生都是福祉。在快节
奏的工作中停下脚步后，再重拾教学日
常，看问题的方式会不同。那时，问题只
是问题，和山川河流一致，存在于此。我
们用落闲的心，从中跳脱，用一个更高
的维度，去打量审视分解对话安抚，然
后放下，允许问题变得清晰，允诺自我
发酵，在日常的学习中忖度、思索、成

长，慢慢的，只由时间烹煮，佐以耐心和
等待，答案自主浮现。在一朵花的摇曳
中，一株草默然的抽叶里，一条虫的抬
头瞬间……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无用之
用，才是生智长慧的关键。

圈养的孩子没有春天，笔下的柳树
玉兰和文字一样自是生涩干瘪的，开不
出花，闪不出光芒。我鼓励孩子们“闲”下
来：不写了，我们出去玩。未来的某天，孩
子们想起这个春日下午的，可能不是那
篇后来终于精彩的春日作文，不是作业，
没有课堂没有任务没有各种要学要写
的，而是钻在校园的草丛中，趴在小河的
泥地旁，滚在生发的四叶草里，听到的春
日泥土下的隆隆捉到的一只小爬虫看到
的一朵小花……这才是在浮生中所得的

“闲”，这样的“闲”才养人。
浮生本闲，人若有智慧，自得其乐，

不是非要“偷得”。

投稿邮箱
xiandaijinbao2@qq.com

很偶然地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少孤。特立
不群，颇勤儒学。年十八登进士第，以
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
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
名，贽往谒之。镒初不甚知，留三日，再
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契。及
辞，遗贽钱百万，曰：“愿备太夫人一日
之膳。”贽不纳，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

“敢不承君厚意。”
这段文字出自《旧唐书·陆贽传》。

细细玩味，很有几分意思，特别是那“新
茶一串”。

陆贽是唐时的清官。他未成名时，
寿州刺史张镒爱其才，赠给他钱百万。
陆贽不收，只收了他送的新茶一串而
已。读到这里，在钦佩陆贽高尚的人格、
高超的处世艺术之余，我心中又升起了
一个小小的疑惑：葡萄、香肠、金钱、数
字、英文、乃至梦、笑声，都可以用“串”
字串起来，只是那茶，怎么可以用“串”
来形容呢？

在我的字典里，可以
说一枚茶、一根茶、一粒
茶，也可以说一撮茶、一
听茶、一罐茶，甚至可以

说一斤茶、一吨茶。初见了那“一串茶”，
我总觉得有几分怪。

心存疑惑，我就去找资料，并很快
就找到了一个以“串”饰茶的例子。

明嘉靖宋雷《西吴里语》云：“袁高
刺郡，进（茶）三千六百串，并诗一章。”
可见茶，确实是可以一串一串地串起
来，一串一串地叫着的，并可以和诗一
起进献给朝廷。显然，茶和诗一样，都属
雅的。

茶可以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只是
那茶是怎么个串法？

我又去找资料。原来，早在唐代，社
会上已饮茶成风，特别是文人雅士，他
们常常聚会，搞搞茶宴、茶会什么的。那
时有一种团饼茶。中间打一个孔，几饼
茶用绳子串起来，每串约一斤，带起来
很方便。

传至宋代，团饼里又新增了龙茶，更
为极品。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如下的
记载：“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
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
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为
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
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
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
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蔡君谟即蔡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
字写得好，茶喝得更精。据说一次他去做
客，主人所备之小团茶不够用，只能以大
团茶相杂，他一品就品出来了。

小团茶那么好茶，谁会不喜欢？苏

轼《惠山谒钱道
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
湖》云：“踏遍江南南岸
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
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
泉。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
五湖天。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
声万壑传。”

朱光潜先生在《咬文嚼字》一
文中对诗中的第二联作过阐释：

“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
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其中‘天上小团
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到的，如果你
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之
后，他又进一步发挥道：“如果你不了解
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
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
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
离、若隐若约之中，比用‘惠山泉水泡小
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
含混有蕴藉。”

陆游精于茶道，还能团茶，玩“分
茶”的游戏。即泡茶时，“辗茶为末，注之
以汤，以筅击拂”，让茶汤变幻出各种图
纹来。筅，即筅帚，是用竹丝等做成的炊
帚。他的《临安春雨初霁》诗云：“矮纸斜
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分茶游
戏，是宋代文人雅士常做的事，就像喜
烟的人饭后一支烟一样平常。

李清照也在《鹧鸪天》里提到过团
茶：“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
香。”依诗意，那团茶，大概是大团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