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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组临沧老照片在微信朋
友圈中热传，照片是临沧城五六十年
代的建筑，大多都还依稀可辨，但有的
已经看不出是什么地方，一张张黑白
的旧照片散发着浓浓的岁月气息，刻
录着一路走来的印迹，诉说着过去那
些年的那些事……我的思绪也随着它
回到了那个年代。

我1954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临
沧人。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正
是百废待兴之时，我和祖国一起成长，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三年自然灾害、
十年文革，见证了改革开放到今天的
发展变化，置身历史，我们融于其中。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处于国家
最困难的时期，当时的生活条件现在
的人无法想象，在那个没有汽车、电
灯、电话，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的
思维也是受限的。临沧城建设十分陈
旧，建筑物矮小，仅有两条坑坑凹凹，
弯弯拐拐的大街，人民路用石头镶成，
我们戏称为“菠萝路”，相当硌脚。一
到晚上全城漆黑，到哪都要带上手电
筒或者点一把松明照路。我们对世界
的认知和许多知识都是从电影中获得

的，儿时最高兴的事就是看露天电
影。我记得看过一部香港电影，名字
已经忘记，记忆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主
人住楼房，出门坐汽车，有电灯、电
话。而当时我们白天到学校一个破旧
的小院子里上学，晚上在昏暗的煤油
灯下做作业，妈妈用块布一缝就是我
的书包，缺盐少油是我们生活的常
态。所以我和小伙伴们羡慕死了，经
常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我们
这辈子可别想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听说电视机打开
就可以看电影，但只是听说没有见
过。第一次看电视是在老行署礼堂，
我和同伴们一起去，只见许多人围在
电视机前，我伸长脖子踮起脚才看到
黑白的模糊的人影，听人说这是因为
信号不好。1981年我用积蓄买了一台
24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当时附近的亲
友邻居都还没有电视机，每天晚饭后
大大小小十几个人就挤在我家狭窄的
客厅看电视，人们风雨无阻，甚至我女
儿出生都不影响他们看电视的兴致。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我
已记不清家里换了几台电视机，但记

忆中最深的就是这台 24寸黑白电视
机，它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家电，许多
家庭都一样，以致发生地震时大家首
先要抢救的物品就是电视机。

文革结束，一下解禁了一些老电
影，让从小只知道八个样板戏、老三战
影片的我们异常激动，都想一睹为
快。1977年初我被抽调到耿马参加农
业学大寨工作队，下农村前组织安排
工作队员观看电影《秘密图纸》。晚饭
后我们相约到行署礼堂看电影，还不
到礼堂，只见人山人海连门都看不见，
我正打算挤进去，挤来挤去的人群中
突然有人被挤倒了，许多人站不稳也
跟着倒下，我急忙离开人群，到人少的
地方一看，鞋挤掉了一只，脚也踩肿
了。最后电影取消，第二天中午为工
作队员放了专场电影。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临沧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再到人民群
众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临沧城到处是高楼，几条宽阔
笔直的马路纵横临沧城，原来的人民
路现在已经成为商贸中心，而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已不再是神话，汽车、手
机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家从五六
十年代的茅草房几经搬迁换成了现在
的独栋小洋楼，并添置了汽车，给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智能手机的问
世更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
们的生活质量，购物、出行、银行业务
等均能在手机上完成。

过去已成为历史，那组老照片勾
起了我无尽的回忆，原来走过的路已
在心里慢慢沉淀成一道风景。时光荏
苒，虽已无法回到从前，但似水的流年
涤荡着岁月留下的痕迹，永远留在我
的心里。

一路兼程一路歌
□ 刘燕玲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

以文学的名义相聚
□ 张燕燕

一
凤庆小湾正义村
美丽可爱我的家
古老茶祖三千年
喜迎客商敬香茶

二
镇党委的好领导
率古村民齐奋发
兴办古村精制茶
小康路上跨骏马

三
滇红名茶深加工
驰名世界誉中华
云雾山中大叶茶
天然生态人人夸

四
万亩茶园溢山头
茶中精品走天下
小湾印象普洱茶
珍藏多年味更佳

五
老树烘青茶色好
清纯优雅美如画
晒青甘甜人人爱
茶情深连你我他

六
早春绿茶品起来
鲜爽香醇顶呱呱
饼茶品质更不错
五洲飘香传佳话

七
古村茶厂是典范
带领村民把家发
共同富裕创伟业
脱贫攻坚贡献大

八
不忘初心担使命
牢记习主席的话
再接再厉跟党走
众手浇开幸福花

古村茶业前景好
□ 杨树光

山街
街道上
如菌如菇的伞
有人在那贩卖清凉
八十的罗大爷坐在街头
还卖不完他民国的回忆
我看见算命的大婶
闭上双眼，掐指一算
就算出了张家
那只红公鸡的寿命
街尾，一群善良
愿意为骗子
掏空身上所有的血汗

雨落
雨刻意的落下
思绪一夜疯长，兵荒马乱
天明时，胸口堆满雪意
按捺不住的寒冷
冰凉只是一场雨的意外
一场路过的忧伤
看了一日的书，梦了一夜的佛
眼花了，心空了
好在，缘起于茫茫人海
缘灭时，却守着夜静，山空
沧江果然如旧，时光偏偏老去
伞下，溜走昨日阳光

组 诗
□ 李树王

仿佛是一首歌，仿佛是一幅画，仿
佛是都市休闲的快活林。午后的一
刻，我在凤庆县的古茶走廊，与茶一次
美丽的相遇。

还未走进古茶走廊，就能感受到
浓浓的茶韵，沿途绿茶茵茵，树木苍
翠，石径幽深，与茶楼浑然一体，互为
衬托，相得益彰，尽显古典与现代气质
之美。

走进古茶走廊，入雕栏之境，傍小
桥之侧，闻流水之声，赏古乐之雅，让
人觉得仿佛穿越时空，身处其中，感受
到一份快乐与悠闲。一阵风吹过，似
乎还有一两枝开放的花儿在轻叩窗
门，传递着温馨的气息。伴随着那一
阵阵悠然飘来的沉香和缕缕茶香，沁
人心脾，以致于让人不急于马上坐下
泡上一杯茶，而是先要闭目深吸，享受
一下心灵的片刻宁静。

走进文鼓楼，扑面而来的是浓浓
的文化气息。“万象随风动，物于心外；
一缘伴茶来，妙在其中”的对联让你细
品茶中人生的滋味，寻找内心的感
悟。正门上，“长空舞袖云肪动，高山
摆案，嘉木当玄圭，神农作序；大地流

风寸翰行，远岭横窗，玉壶呈月砚，陆
羽成书。”使人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源远流长，体会出传统文化与茶文化
之间的水乳交融。

茶楼的内部装饰总是别具一格，
陆羽、神农的浮雕栩栩如生，古朴的造
型设计，古朴的家具摆设，简单的挂画
配饰，恰到好处的灯光处理，使这个小
空间朴实而又充满着一种回归本色的
入世观，茶楼环境装饰设计不在于材
料的贵重，不在于装修的豪华，而在于
传统文化和现代休闲元素的结合，简
约的造型设计，青石板的地面、砖墙，
木质的吊顶，点缀透彻的射灯，使环境
古朴而不沉重。

“盅中道茶，盅盅道茶，盅盅道茶
品茶道；座坐知己，座座知己，座座知
己唯己知。”茶道，历来被看作是一种
高雅的品味文化，因为可以满足人们
审美欣赏、社会交流、养生保健等高层
次的精神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
国际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茶文化更趋
于多元化、多样化，所以古茶走廊从茶
文化出发，营造富有茶文化的艺术氛
围，让人们能在品茗的过程中体会到

一种全身心的放松，体验到心灵的净
化与宁静，此处便是休闲又能促进交
流的理想场所。

文鼓楼，静静地吐露着中国传统
文化与茶文化的芬芳。茶艺培训，音
乐、舞蹈创作，摄影家文化沙龙。或挥
毫泼墨，或吟唱谈心，至情至性。茶楼
清静幽雅，茶香四溢，音乐缭绕。在这
样的环境中，看窗外花开花落，闻流水
声声入耳。听古筝高吟低唱，谈纵横
古今传说。回归自然之趣，听茶水与
时光觥筹交错。有时邀三五好友在此
聚首，或与同道茗友一起品茶，甚至于
一个人在这幽然之境，去静静地品读
一本清心的书。让身心来一次彻底地
放松，让平日的慵懒表露得淋漓尽
致。“前生后世路相随，旧事无人梦自
痴。半套青衣寒露透，一窗暮色寄相
思。秦砖汉瓦今何在，唐风宋韵几人
知。化羽成仙邀日月，随风起舞唱茶
诗。”、“空灵俊秀地呈书，淡雅清香月
画图。悟道何需三界外，休闲不在万
缘足。前程路碎石阶印，古道秋深大
漠枯。万岁茗柯归故地，千年古韵在
茶都。”道出了与茶结缘，茶趣与文化
素养的茶人合一境界。

古色古香的桌椅和考究的山水画
是文香阁的标准配置，茶楼内拥有独
一无二的茶座布局，一张张木漆茶桌
被擦得铮亮，一套套饱经沧桑的木纹
茶具摆在桌面上。“八百年驿道马驰，
乃连系九州为友，四海为邻，一物为
缘，若寻根日月精华，图宏业盛，礼齐
韵雅，首当数彩云之南，古茶公社；五
千里沧江龙动，最贵于六国同宗，三
省同祖，七市同益，要溯源天地灵秀，
山高水长，儒厚文兴，还请看锦绣凤
庆，滇红故乡。”的对联格外引人注
目。走进文鼓楼二楼，最先迎候客人
的总是幽幽的茶香，刚刚出壶的茶汤
冲入一只只精巧的白瓷杯里任人品
尝。品茶，啜的是一种意境，品的是
一份情怀。几枚盈绿，超凡脱俗，在
水中观其上下沉浮，仿佛人生的起起

落落。而选择一份如茶般清淡与超
然的生活态度，则需一种境界。

擎一盏清茶，任丝丝幽香冲淡了
浮尘，沉淀了思绪。憩坐都市宁静清
雅一角，柔和的音乐若有若无。其实
生活本就如此简单，似是凝聚了太多
的愁绪，太多的愁绪是因了心境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烦躁时，恬恬然醉心
于一盏佳茗，感受着茶之岁月，壶里
春秋，云卷云舒；闲来无事时，赏玩手
中或精巧别致或古朴大方的茶具，茶
香缭绕，云气袅袅，细啜慢饮，悠悠回
味，自觉齿颊生香，清幽扑鼻，疲劳顿
消。虽说境由心造，但茶品、器具、美
食、美景同样重要，它们能烘托品茶
的意境。

文香阁除了茶品系列之外，还有
根雕等工艺品，悬挂的字画，无一不跟
茶有关，茶室内外郁郁葱葱的树木，绿
树成荫的花草，每位顾客都会情不自
禁的去抚摸一下真假难辨的假树仿
花。工作之余，带着周末的闲情，品一
口茶，让人偷得半日闲。一杯茶水，似
春的信使，沉淀着自然的讯息。

“品茗，就是品人生”。茶道的意
思，是否可理解为“忙里偷闲，苦中作
乐”。轻轻的啜一小口，唇齿之间留有
淡淡的醇香。茶之以浓酽胜者莫过于
功夫茶，精致的茶韵工具，一流的泡茶
功夫，让茶的艺术在古茶走廊展现得
淋漓尽致。“喝茶之意不在茶”，文香阁
茶楼的茶，能怡情悦性，消去烦躁，使
人们身心舒展；能清心醒脑，其乐融
融，使人们精神振奋。

时光如水，匆匆而过，或许每个人
心中都隐藏着太多的快乐或忧伤，浮
世的灯火明灭着思想，谁是谁前世的
缘分，谁是谁一生的心疼，置身红尘，
每个人都需要用一种方式来释放灵
魂，而一杯香茗总可以让伤痕累累的
心卸下疲惫，尽享一份安宁与通透，正
所谓禅茶一味，云淡风轻。“漫履险峰
神自定，独居空谷心常明。”能达到此
等境界，人生何幸之至。

古茶走廊，与茶一次美丽的相遇
□ 庄文勤

城
市
名
片

丁树荣 摄

7月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临沧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
表大会开幕，全市各个领域的文艺爱
好者齐聚一堂。

不同的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
龄，只为一个相同的目标——艺术。
以文会友，以艺识人，那天，我们以文
艺的名义相聚在临沧。见到了摄影
文字兼修的许文舟老师，诗歌灵性洒
脱的张伟锋老师。72名代表有的以
小说见长，有的以诗歌见长，有的以
散文见长，有人会议间隙三笔两画就
勾勒出各位老师的画像，栩栩如生。
而我怀抱一颗热爱文学的心，与各位
文友以文学的名义相知相识。

文艺人多潦倒，自古就有许多例
子。曹雪芹，生活穷苦，“举家食粥酒
常赊”，最终因贫病无医而逝，然潜心
写作，其著作《红楼梦》至今仍为传世
巨著。文艺人高冷。朴树就是，为了
音乐，他退学，组乐队；打工，为乐队
的延续，不接商演，不媚俗不迎俗，他
不是高冷而是不世俗，他就像毛姆笔
下的查尔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
抬头看见了月亮。”清心寡欲，专注音
乐，如今，时间让少年成了大叔，他的
歌却仍如一股清泉浇醒沉迷世俗的
我们，而他仍是当初那个清纯朴素的
少年……

我的文学梦萌芽于小学四年级，
幸运地遇到了陈庆云老师，是他，让
我心里文学的种子萌芽，将我心中的
文学梦点燃。陈庆云热爱文学，因为
家住附近，我常常帮老师带稿件去广
播站，会从大广播里听到老师的文章
从播音员马阿姨纯正的普通话中娓
娓道来，那时候，听广播是我最大的
爱好，能帮老师带稿件在小小的我心
中是无尚光荣的事情。也就从那时
起，在陈庆云的潜移默化下，我开始
喜欢上写作，喜欢上文学。在陈庆云
的悉心教导和引荐下，我的第一篇处
女作刊发于《蜜蜂报》，稿费10元。这
是我的第一笔稿费，是文学梦带给我
的第一桶金，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
文学，不能让人暴富，但也不会使人
贫穷，只要你笔耕不辍，稿费是你最
光明正大的外快。

大学就读于风物灵秀的大理，
遇到了人生中另一位值得记忆的老
师——纳张元老师。当时，他是我
们的文学课老师，也是颇有建树的
作家，他的作品关注民族民俗，讴歌
彝山真情，因为自身创作的关系，他
的课生动有情，堂堂爆满，如今回忆
起来，仍然余音绕梁。多想回到大
学，再听听纳老师讲课，讲那座神奇

的千里彝山，讲那些大山外的故事，
讲这个屹立在风中城市，讲那些憨
厚淳朴的山民，还有离开彝山后那
永无休止地流浪的漂泊感……

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求学，
课余最喜欢的就是泡图书馆。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本土作家张乃
光老师的散文集，见字如面，似曾相
识，字里行间，将大理的山山水水描
述得风生水起，灵秀俊美，让我对散
文的喜爱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
步，也让我对大理的风景有了无限
向往。大学期间，游历了大理的山
山水水，卡卡角角，我最喜欢巍山，
喜欢它的美食，喜欢它的古朴，喜欢
它的闲适和宁静，直到现在，我每年
都要到那里小住几日，爱上这座城，
一度固执地想要在此度过余生。因
为这是我梦中的桃花源，是我一直
寻找的理想之地，远离喧嚣与世俗，
喜欢这种小众的景点，没有大理、丽
江古城的繁华与喧哗，这里有我想
要的宁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无
聊的应酬之外，这里绝对是一个避
世的好地方，让你找寻到生活该有
的模样——与当地人一起逛早市，
一起喝下午茶，一起享受这里的慢
节奏，放下过去，放下防备，你只要
仰望星空，放空自己就好。

天生喜欢行走，爱看游记，找寻
美食。一切就是那么凑巧，我偶然
看到许文舟老师的一段关于古墨的
文字，“无名的野花，在日月轮回的
擦拭中纤尘不染。干净的炊烟，是
村庄生动的呼吸。善良的村人，会
在每一个岔路口写一小块石牌，告
诉你归来与离去的正确路径。”因为
这段文字，因为同学随手而发的几
张照片，我疯狂地想要去古墨，想要
见识她的纯美，呼吸她的宁静，感受
她的闲适与淡然。

如今，重拾起心中热爱的文学
梦，实在是因为有一个不甘的声音
在呼喊。工作，结婚，生娃，我和每
一个平凡人一样经历着世俗的生活
与无奈。2018 年，在数据中迷失自
我，怀疑自己，后来，自我调整，为崩
溃边际的自己找到一个自我救赎的
方法——那就是将文字与数字中
和，在时光的化学反应中，希望遇见
更好的自己。以热爱文学的名义笔
耕不辍，从文字出发，在数字中升
华，从一则简讯开始，从一个报告开
始，告诉自己，与每一个数字相亲，
与每一套报表相爱，虽在数字中放
逐半生，蓦然回首，唯愿归来仍识文
学之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