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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天扇地

观自在 插画 戎锋

语丝·五里湖

| 华霞云 文 |

在书中行万里路

世象·鹿顶山

| 阳羡法公 文 |茶有百味
茶，是百姓“开门七件事”中

的健康之饮，人们从中品尝到茶
的不同滋味，或甘甜，或淳厚，或
鲜爽，或轻涩，那是茶的自然风
味。人们还以茶会友，以茶修道，
因而，茶还是礼仪之饮、灵魂之
饮。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心
情，会感受到不同的茶之味，有的
尝到辛酸，有的获得清欢，有的满
心烦恼，有的大呼幸福，那是人生
的不同茶味，可谓茶有百味。

我是老茶客了，爱好喝茶有
几十年的历史，茶于我而言，是不
可或缺的伴侣。我长期在执纪执
法部门工作，主要任务是办案。
多少年来，茶以她高贵的品德陪
伴我，营养我，激励我，让我在繁
忙的工作中享受茶的美妙滋味。

茶有灵气，助我办案提神静
心。办案，免不了调查取证、审讯
犯罪嫌疑人；免不了出差、加班；免
不了挨饿、欠睡。说实话，办案是
很辛苦的，累人累心。同时，办案
又有着严格的规范和纪律，必须审
慎缜密，必须精细精准，容不得半
点差错。还好，我有茶的陪伴，那
饱含山谷灵气的茶，总是能助我一
臂之力。当我阅卷疲倦时，一杯香
茗为我提神。当案件陷入“迷宫”
时，一壶浓酽让我思路清晰。当碰
到“钉子”烦躁时，一碗“琥珀”使我
平心静气。在写完结案报告的最
后一笔，再喝一口浓茶时，此刻，我
喝出了胜利的味道。

茶有礼性，让执纪执法文明
又暖心。门难进，脸难看，话难
听，这曾经是机关部门的通病，教

育整顿，刹住歪风，茶成为了文明
的使者。机关部门制定的文明接
待规范，将一杯茶，列入其中。文
明接待，清茶有功。记得有一次
信访接待日，我值班，中午临近下
班时，来了一位老者，接待员告诉
我，那是拆迁问题的老上访户。
我起身热情接待了老人，让他坐
下，为他泡上一杯茶。老人端着
茶杯，显得有点激动。他告诉我，
一上午已经跑了两个部门上访，
到这里有茶喝了。他还说，我知
道拆迁的事不归检察院管，但检
察院有法律监督的职能，我还是
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耐心听他
讲完诉求，告诉他拆迁问题政府
有政策有规定，合理的诉求政府
会满足，不合理的过分的要求，政
府是解决不了的。老人听了，似
乎有所悟，又喝了一会儿茶，心满
意足地走了。那只茶杯还在冒着
热气，散发出来的是文明的味道。

茶有隐语，审讯智战可窥心。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智能型经济
犯罪，案发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防线较为牢固，一般都要经过防
守、动摇到被摧毁三个阶段。审讯
中如何把握住心理防线动摇阶段
的变化，适时调整审讯谋略是办案
的重要环节。那年，我们办理了一
起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是个分管基
建的副局长。承办人已经审讯了
两次，我们掌握证据的两笔巨额贿
赂，犯罪嫌疑人仍坚不吐实。第三
次审讯我参加了。我让书记员先
泡上一杯茶，待温了，放在他面前
的桌上。按规定我先亮明了身份，

然后开始审讯。嫌疑人显得比较
紧张，桌上的茶杯一直未敢碰摸。
几个回合下来，嫌疑人不停地搓着
双手，嘴发干，头冒汗，他的肢体语
言告诉我，他在犹豫，其心理防线
开始动摇。我加大了审讯力度，提
出了一连串与受贿事实相关的问
题，进一步动摇他的心理防线。突
然，嫌疑人抓起茶杯，一口气将杯
中的茶水喝干。这让我窥测到了
他的心理变化：他下决心了，要交
待了。于是，我再一次讲明刑事政
策，鼓励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他
放下茶杯，交待了新的受贿罪行，
全案由此告破。一杯茶，有隐语，
可窥心，从中我体会到了茶的神秘
之味。

茶有关爱，请君喝茶防贪心。
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参照香港廉
政公署“喝咖啡”的做法，建立了

“请喝茶”的廉政谈话机制。“请喝
茶”不是启动调查程序，只是针对
一些异动、不良苗头提前介入，属
廉政提醒和预警。在喝茶这样相
对轻松的氛围里，与当事人“拉拉
袖子”，提个醒，一般都会收到很好
效果。当然，纪委泡的茶，味道是

“苦”的，一般人不愿意喝。然而，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样的茶虽
苦，却体现了组织的关爱。有药味
的苦茶喝过之后，定会令人惊醒，
放下包袱，继续前行！

茶，草木之精华，世间呈百
味。当我们爱上喝茶，无论是在
工作中，还是在休闲中，都会感受
到茶的不同滋味。爱茶的人啊，
尽情享受吧！

居家的日子里，书中游的好处就凸显
出来了，只要得空，随时随地都可以。对于
我来说，读万卷书就如同在行万里路，透过
文字，我可以上天入地，穿越古今，对话智
者……

我爱美食，所以介绍各地特色美食
的书籍我都喜欢：陕西凉皮非常有弹性，
口感绝佳，种类繁多；香港的云吞面又称
细蓉，汤是用虾皮、鱼、鸡等食材熬上几
个小时而成，味道鲜美，口感爽脆；广西
螺蛳粉，独特的汤料，由螺蛳肉、山奈、肉
桂等多种天然香料配制而成，特殊的气
味拥有粉丝无数……虽然吃不到，但看
着介绍描述边想象边吞口水，即便有画
饼充饥之感，也丝毫不影响我的快乐。
淘宝上搜一搜，有些特色美食也能买到，
当然很多尝了以后并没有期待中那么
美，想着现做才好吃吧！此刻吃的不仅
是味道，更是一种感觉，似乎与那些地方
有了关联，权当到那一游罢了。而且书
中也有许多关于美食的名人轶事，读来
颇觉有趣：苏东坡最有名的东坡肉估计
大家都知道，可你知道吗，他对竹笋也是
情有独钟的。他就喜欢把笋和猪肉一起
煮，并写了一首打油诗：“无竹令人俗，无
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读
来不禁莞尔。碰巧我也很喜欢吃竹笋焖
肉，一下子觉得和苏东坡亲近了许多，我
也似乎不那么俗了。

我也爱美景，读写景的书籍要比美食
书籍来得舒坦愉悦（吃不到总是不美的），
那些画面感极强的描述，常常让人有身临
其境之感。譬如读余秋雨写的《莫高窟》：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
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
流，汩汩有声……”读着这样的文字，感觉
呼吸都被其牵引，闭上眼睛，渐渐虚空，我
似乎正跟随着文字翻山越海，奔向神秘的
远方，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太多的美景，
太多的奇观，在文字中迎面走来：漓江的
水，桂林的山，南极的冰冷，西湖的温柔，
海上的日出，荷塘的月色……虽足不出
户，却跋涉千里。在书中行走，多远都不
累呵！

古人有云：“一日不读书，言语无味；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话也许有些偏
颇，但读书的确有许多妙处。书是治愈的
良药之一，翻开它吧，读读经典，读读历
史，读读自己喜欢的，只要静下来读，就一
定会有收获。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苏州老
宅所处的老街，摇身一变变成了

“苏扇一条街”了。
想想也合乎情理，这里东连

着拙政园、狮子林、忠王府、苏州
博物馆及平江路，西连着北寺塔，
南衔着玄妙观、观前街，都是风景
名胜之地，商业繁华之区，老宅隔
壁又是工艺美术博物馆和檀香扇
厂，游客穿梭似来往，苏扇乃苏州
名特产，必定吸睛而生意不差
哩。再有一个因素，老街往西过
北寺塔便是桃花坞，是唐伯虎曾
经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历史上的
苏扇滥觞繁盛之区。

我在老街上徜徉散步，时不时
拐进一爿扇庄端详一番，看看扇子
的品种，问问扇子的行情。扇子的
品种真是不少，折扇为大宗，从十
来元一柄到数百上千一柄的都有，
那昂贵者除了名人扇书扇画便是
檀香扇啦；团扇和鹅毛扇也有，团
扇中几乎都是绢宫扇，画有风景人
物，人物大抵是四大美女之类的仕
女图，没什么新鲜的，我问店员，现
在还有没有纸团扇？年轻的店员
觉得诧异，似闻所未闻。我就告诉
她（他），纸团扇曾经是苏州扇界的
王者，不是价格昂贵，而是数量空
前，店店皆售，家家都有，我就曾经

拥有过十几把呢。店员遂把嘴巴
团成O型，认为不可思议。其实
呀，他们连什么是纸团扇也不知
晓，更没见过。

那时的纸团扇可谓最平民化
的暑令用品哩，它大概是从绢宫扇
演化而来的，虽然纸糊，却因扇骨
竹制而坚实，远比绢宫扇实用耐
用，风力差不多可抵蒲葵扇，又轻
巧，一把扇子用二三年不成问题，
还价格低廉，三五分钱一把，省下
一副大饼油条钱便可购得一把，烟
纸店里任你挑拣。为吸引买客，有
的烟纸店还变换广告，说是新到一
批扇子，画的“火烧赤壁”“凤仪亭”
和“三英战吕布”云云；通常电影院
门口就放着一大摞纸团扇，缘为早
时影院没有电扇，更遑论空调和冷
气，便只有纸团扇借给观众驱暑热
之用，进场时每人顺手取一把，散
场后放归原处，放映时人人打扇，
一如彩蝶翩飞。这样的景象如今
说出来像天方夜谭。

纸团扇因需求量大，制作工
坊就多，因袭着唐伯虎的遗韵，制
作工坊多半就集中在桃花坞一
带，当然桃花坞也点缀着别的扇
种的坊店，但纸团扇坊显见占压
倒多数。我有个小学同学住桃花
坞深处的唐寅坟巷，我每去同学

家，行走在桃花坞大街，总能听到
一片“嗤嗤”车竹骨声，还有就是
放目连片的晒纸团扇晒场，花花
绿绿蔚为大观，蒸发飘散着一阵
阵的酸浆糊味。

纸团扇竹骨纸糊，这纸就大
有讲究，讲究的是纸上的印画。
初时，那画是不拘一格的，《三国》
《水浒》《西游记》《白蛇传》《杨家
将》……应有尽有，看看扇扇，饶
有情趣，还收藏比评。各扇社为
吸引顾客各出奇招，有一阵大兴
美人画，不仅是古装仕女，还有类
似月份牌上的香艳时装女人，我
们称之为“好娘娘”的，我尽管暗
中雅好，但从来不买这“好娘娘”
扇子的，以示不跌男儿气概，还鄙
薄说，扇这种扇子有“肉膈”气和

“猪狗臭”（狐臭）的（时装美人都
画得出肩裸臂），所以小伙伴都观
望而不买那种美人扇。

不知什么时候起，纸团扇扇
画清一色变成了宣传画，“英雄美
人”都不见了，“增产节约”啦、“学
习雷锋”啦……虽然仍买仍扇，但
欣赏和收藏的兴趣淡漠了。

不知哪位有心人还收藏有当
年的纸团扇？也不知苏扇一条街
还会不会重现纸团扇的形迹？至
少它是一种民俗和历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