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1983年我上师范
学校那会儿，才16岁，在班
上是年龄最小的。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女
老师，姓施名宗莱，她特别
喜欢我。

那会儿，上大中专院
校，学生都有助学金。
我每月助学金是13块

钱。那时的钱，很值钱，在食堂打
一份红烧肉，只需2毛。

我是农家子弟，家贫，每月有
了这13块钱，除了买饭菜票之外，
还能省下3块钱，用来买日常生活
用品和学习用品，从不要家里补贴一
分。我深知，向家里伸手多要一分钱，
父母就要付出几分的艰辛！

平日里，班上那些家庭条件好的
同学，都晓得我家条件差，便力所能及
地关照我。每个月底，总有人在我的
课桌抽屉里，放上15斤饭票和５块钱
菜票。

那时虽年轻，但知道知恩图报，千
方百计地寻找暗中资助我的恩人，却
一直未找到。

直到毕业的时候，才晓得3年一直
暗助我的人，竟是我的班主任施老师！

当时她告诉我说：“先锋啊，之所
以暗中给你饭菜票，一来你正值长身
体的时候，每餐饭要吃饱；二来明里给
你饭菜票，生怕伤了你的自尊心。”

快毕业时，同学们都往施老师家
跑，希望她向学校推荐，能分配到一个
理想单位。

当年，我不知人情世故，有好心的
同学建议我说：“同学们大都到施老师
家去了，有的还带了东西。施老师对

你那么好，你可不能不去啊！”
我写信把这事告诉了父母。
1986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带着干

粮，搭上火车，千里迢迢来到学校。
当晚，我领着他，拎着2只老母鸡

和一竹篮鸡蛋，去了施老师家。
老实巴交的父亲红着脸说：“施老

师，乡下人没什么可带的，这些鸡和蛋
是自家的，请收下吧！先锋靠你多年
关照，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恩
大德……”

施老师笑着说：“先锋是我的学
生，关心他爱护他，天经地义，不需要
感谢。不瞒你们说，我班上的学生几
乎都来过我家，大多带了东西，都被我
谢绝了。他们都很年轻，今后的路还
很长。我是老师，理应处处为人师
表。我没有更多的给他们，能传给他
们的，就是师德和一身正气，教他们如
何做人。将来走上社会了，能成为社
会有用之人……”

当时，我和父亲的眼睛都湿润
了。施老师说，千里迢迢带来的鸡和
蛋，不便带回去，她买下了。父亲再三
请求她收下，可她执意付了钱。

后来，我被分配到家乡一所知名
初级中学任教。

离校的那天上午，施老师找到我，
笑着说：“先锋啊，毕业了，我也没什么
好送给你做纪念的。听说你穿40码

的鞋，这双皮鞋送给你。走上工作岗
位，不能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啊！送你
鞋，是希望你将来跑得快，发展得快
啊……”当时我哭了。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以施老师为
榜样，认认真真地教书，老老实实地做
人……

多年后，我当上了校长。
当上校长的当天，我向施老师报

喜。她非常高兴，说了许多鼓励和鞭
策的话。有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忆犹
新：“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教
书，清清白白地当校长！”施老师的话
使我铭心刻骨。

再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县
直机关工作了。

当我打电话告诉施老师这事的时
候，本以为她会很高兴。不料，她很遗
憾地说：“先锋啊，你改行不当老师了，
我为你感到可惜！但要记住，不管干
哪项工作，都要好好干……”

2013年，我出任铜陵县（2015年
12月撤县建区，改铜陵县为义安区）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旅游局局长
的第三天上午，施老师的爱人，不远
千里来到我所在的小城，找到我，很
认真地对我说，“先锋啊，听说你当局
长了，施老师和我都非常高兴。原本
她亲自上门道喜，但有事走不开，就
委托我来，代她看看你，捎上她提醒

你的几句话：局长的权力很大，但权
利是把双刃剑，弄得不好，就会伤自
己。希望你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
清清白白地做官……”

见到施老师的爱人，如同见到施
老师，我欣喜异常。

本想留他小住几日，可他吃
过午饭后，就急着赶回去。

他大老远来我这，就为了嘱
咐我这些话！打电话就能解决的
事，干嘛搞得这么复杂？我百思
不得其解。

当时，我安排单位小车送施
老师的爱人去车站，他死活不肯，半认
真半玩笑地说：“办私事坐公车，我如
坐针毡。你以后也不要这样做……”
我只得打的送他。

第三天晚上，我放心不下，便打电
话给施老师。没想到，多年联系的手
机号码竟变成了空号！

我又打电话给施老师的爱人，
问他是否到家了。在电话那头，他
声音哽咽地说：“先锋啊，我早到家
了。当年，你品学兼优，施老师最喜
欢你。她生前最牵挂的学生是你，
最引以为豪的学生也是你！不再瞒
你了，施老师已经走了好几年……
走时，还不忘交代我，要我继续替她
关注你的发展……”

我惊呆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遥望北方的母校，放声痛哭……

如今，不顺心的时候，我就拿出那
双被我珍藏起来的施老师送给我的皮
鞋，看一看，回想她生前的教导和关
爱，心情便快速好起来，又满怀信心投
入工作和生活中……

□王先锋

一双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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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金冠铜业感赋（外一首）
□陆震日

雨湿衣襟步带声，银山绿水喜相迎。
当惊智控无人处，血色炉花日夜明。

参观金冠铜业双闪奥炉冶炼工艺

三塔凌空剑气生，金冠耀眼鹊江明。
投资百亿乾坤大，双闪吹熔业态精。
再写风流新逐梦，频追科技久争荣。
银山绿水皆因我，笑傲神州世界惊

金冠铜业巡礼
□周宗雄

一
三月和风伴我行，相邀有色去拾风；
满园胜景眼花乱，雅韵遗风百鸟鸣。

二
世界铜冠第一流，成排铜板靓人眸；
创新引领求高效，绿色厂区耀九州。

三
智能数控冶铜忙，偌大车间云路长；
火树银花妆日月，千年铜韵永流芳。

参观金冠铜业冶炼工场感赋
□吕达余

高炉烟气碧，冶炼少人忙。
楼赛五星馆，窗围绿树墙。
运输车竞走，机器手频张。
李白来重见，何曾遇赧郎。

金冠铜业釆风有感
□王昶发

炉台彻夜熊，砂料烁流铜。
双闪殊荣艺，无尘盛绿风。
攻关衔硕果，融智漾春红。
有色平添景，金冠北纬中。

金冠采风拾录
□伍成义

一
胜览金冠色色新，奥炉双闪显奇神。
产能产质名天下，五百强中搏世尘。

二
铜冶工人斗志昂，心花绽放赛春光。
天骄一代铜为伍，拥抱铜魂走四方。

参观金冠铜业
□高 歌

来到公司展示墙，创新业绩看琳琅。

金冠铜业告知我，已入全球五百强。

参观金冠铜业冶炼场所有感
□孙 泓

金冠炉火旺，吴地紫烟明。
不见工人影，当闻电解声。
今朝筹大策，明日踏新程。
李白如知晓，千年舞袖惊。

釆风首站金冠铜业行
□李克义

史诗当唱写风流，金冠开篇第一酬。
但见吹熔双闪亮，独闻排减奥炉牛。
赧郎掌控新科技，豪杰归飞竞上游。
化冶成荫天地美，敢为领跑放高喉。

采风金冠铜业感赋
□姚丽琴

千年熔炼火花燎，续写青铜文化骄。
科技创先精巧任，智能领异壮新谣。
毋庸挥汗冶工爽，犹且惊心产值超。
紫气红光怀煦煦，炉台铸梦唱清霄。

赴金冠铜业采风偶成
□盛晓虎

金冠雄势镇吴头，百载宏图赖运筹。
红火应无人影乱，紫烟不扰鸟声幽。
熔吹数控名双闪，冶炼智能成一流。
试看奥炉秋月夜，赧郎歌动咏春秋。

采风金冠铜业感怀
□佘玉虎

有色金冠三月美，红花碧树焕新区。
轻松数控身心巧，高效智能工艺殊。
双闪一流惊世界，奥炉星火耀铜都。
赧郎千载丹心愿，科技扬帆不畏途。

参观金冠铜业有赞
□汪永兰

金冠铜业领同行，国际排名五百强。
数控高科惊叹赞，奥炉双闪亮霓光。
欣观厂境如花圃，赏读图文醒目墙。
事业辉煌再加级，财源广进源远长。

金冠铜业采风感怀
□徐金喜

悠久冶铜史，辉煌创业言。
鼎新科技引，革故地天喧。
双闪奥炉亮，高增效益翻。
酸烟污水绝，工厂似花园。

礼赞金冠铜业

我每次路过狮沟
村小学，都忍不住往最
后一排教室外的东北
角望一眼，那里有一棵
椿树。

那棵椿树是我在
狮沟村小学读五年级
的时候栽的。那年的
植树节，戴着老花镜的
黄校长给全校学生开
会，倡议大家每人种一
棵树。

我回到家里，父亲
正在整理院子，我跑到
他跟前，

“爸，校长要我们
每人栽一棵树。他还
说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而且每个人栽的树

都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呢。”
父亲停下手里的活，疼爱地摸摸

我的头，“这个不难，咱乡下到处都是
树苗，但果树可没有，只有杨树、楝树
和椿树。”

“爸，我同桌刚子说他们几个都栽
杨树和楝树，那我就栽椿树吧。到时候
一眼就能分清楚哪棵树是我栽的了。”

“嘿，俺闺女还怪有心眼哩。”父亲
笑着说道。

第二天早上，我扛着铁锹和小树苗
到学校的时候，刚子他们几个都开始挖
坑了。他们看到我手里的椿树苗，都哈
哈大笑起来:

“毕大侠，你这树苗这么小，还没手
指头粗呢，能栽活吗？”

“我爸说了，只要有水，有阳光，把
树栽进土壤里，就一定能活的。”我白了
他们一眼。

“嗯，这位同学说得对，树木不论大
小，只要精心培育，都能栽活，都能长
大。李小刚，你把树苗扶正了，不然长
出来可就是歪脖子树了。”

黄校长不知道啥时候已站在我们
身后了，他正微笑着，露出几颗光洁的
门牙，

“这栽树啊，和育人是一样的，小的
时候就要管理好，才能成为栋梁之才。”

在黄校长的耐心指导下，我顺利地
栽下了我人生中第一棵树，最后还不忘
给它浇点水。

打那天起，我时常在下课后去看
那棵树，给它浇浇水，松松土，除除草，
我有时候还从家里带点肥料给它洒
上，我在心里不断地期盼着它尽快长
成一棵参天大树。然而，让我遗憾的
是，一直到我小学毕业，那棵树好像还
是那么大。后来我去了乡里读初中，
又去了县里读高中，再后来我去了省
城读大学，这期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
越少，也没刻意再去看过它。当然，偶
尔我也会想起那棵树，在心里念叨着，
不知道我的那棵椿树有没有长成参天
大树？

几年前，我回老家时，特意去看望
黄校长。黄校长真的老了，他的手脚
都不利索了，但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他
还是那样慈祥地笑着，“我早就听说你
成了国家的栋梁了，你是我们学校的
骄傲啊！”

“老校长，您身体可还好？”
“好着呢。对了，你当年栽的那棵

树长大后，被砍掉了，学校建新教室用
作檩条了。”

老校长一直开心地笑着，那几颗光
洁的门牙也没了，只剩下一个空洞。

□
毕

侠

怀
念
一
棵
树

湖是城市的
眼睛，位于铜陵
市区主干道长江
西路北侧的天井
湖，是这座城市
最靓的明眸。

天井湖以堤
山自然分割成东湖、北湖和南湖，三
湖湖水相通，又与长江相连。天井湖
公园总面积1646亩，其中湖面1222
亩。天井湖之美，有著名书法家、安
徽省政协原主席张恺帆《题天井湖》
一诗为证：“绕堤杨柳万千株，山外有
山湖外湖。到眼风光皆画卷，铜陵未
必逊姑苏。”天井湖之奇，有井为证：
湖中有一口“天井”,不论是春夏秋
冬，还是水涨水落，井水始终高出湖
面水位两米左右，而且清澈见底，是
沏名茶、酿美酒的绝佳用水。湖因井
而得名，公园以湖而命名，湖、井、公
园三位一体，巧夺天工。天井湖的神
韵，有意味隽永的民间故事为证——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外洋有一座
高山，山上盘踞着一伙妖魔，魔王神
通广大，专干一些打家劫舍、欺男霸
女的勾当。一天，一名探子向魔王密
报：神州有一处八宝之地，名叫铜陵；
铜陵有一座宝库，名叫铜官山；山上
有一件镇山之宝，是一头神奇的金
牛；这金牛吃的是沙石泥土，拉下的
是铜铁金银；漫山遍野繁花似锦，树
木葱茏，半山腰有一个金光闪烁的岩
洞，金牛就隐居其间，洞外有山神守
护，山民世世代代巡查防卫。魔王听
罢，不禁垂涎三尺，急忙带领一班打
手，登上一条大船，漂洋过海，溯江而
上，乘月黑风高之夜，潜入铜官山下
一个大湖。正当这伙妖魔动手打劫
之际，被机警的山神发觉，山神深知，
妖魔鬼怪最害怕的是阳光与正义，于
是学起雄鸡报晓。一时间，四野鸡

鸣，群山呼应，山民呐喊，火把通明，
魔王大惊失色，驾船仓皇逃跑，由于
用力过猛，一篙戳穿湖底，直通东海，
从此，湖中涌起一股清泉，如喷珠吐
玉，冬夏不竭。遇上干旱灾年，湖水
虽干涸见底，但泉水却喷涌如常，成
为附近穷苦百姓的活命泉。久而久
之，乡亲们以为这股甘泉上通天、下
通海，都亲切而崇敬地称呼她“天
井”，天井湖也由此得名。

再说，自从得知天井湖连通东海
之后，东海龙王的小女儿螺蛳公主喜
出望外。她对龙宫的清规戒律十分
反感。更不满父王宠信独眼龙并有
意选择他为驸马，因此一有机会就带
贴身丫环小青鱼偷偷溜出深闺，到天
井湖游玩解闷。一来二往，她看到人
间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男耕女织、夫
唱妇随，何等自由快乐，不觉怦然心
动。一天早晨，螺蛳公主带着小青鱼
又来悠游，忽见一浓眉大眼的年轻
渔夫驾着一叶扁舟，哼着渔歌，撒网
捕鱼，爱慕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她
一会儿变成一条金色大鲤鱼在小船
边跳跃，一会儿又变成大黑鱼追逐
小鱼，可怜这年轻的渔夫撒了一网
又一网，网网一无所获。他好生奇
怪，不禁喃喃自责：责怪自己捕鱼技
术不精，责怪自己是不是对母亲不
孝顺而得罪了神灵。原来，他姓柳，
名水生，世世代代以捕鱼为业，早年
丧父，母亲操劳过度，又经常以泪洗
面，渐渐双目失明，母子相依为命。
他生性憨厚，孝敬娘亲，决心凭借勤
劳的双手挣够一份家业，才提婚姻
大事。且说这天已近中午，他再撒
一网，心想不论有无收获，便回家给
母亲做饭。谁知收网一看，一只硕
大的田螺透出一股灵气，十分可爱，
连忙回家把田螺放进水缸饲养。从
此，家里奇事不断，饭菜有人做，衣

被有人洗，母亲有人服侍，油盐柴米
样样不缺。他起先以为母亲托媒人
为他定了亲，姑娘未过门不好意思
与他见面。母亲以为托媒谈好了亲
事，媳妇未过门就这般贤惠。过了好
多天，母子俩相互探问，都大吃一惊，
隔天早晨，他佯装照常出门打渔，绕
到屋后察看动静，果不其然，不出个
把时辰，家里炊烟袅袅升起。他悄悄
推开家门，只见一位美丽的姑娘腼腆
一笑，含情脉脉地走到他的身边。当
天，他和田螺姑娘拜过天地，拜过母
亲，结成恩爱夫妻。

东海龙王好多时日不见小女儿
前来请安，以为她对婚事不满在闹
情绪。不料独眼龙上朝密奏：螺蛳
公主常常带一贴身侍女偷偷跑到人
间游玩，这次外出许久未归。龙王
一听，这还了得，叫他不要声张，快
去查个明白。独眼龙很快查明真
相，回宫面奏。龙王不禁震怒，急令
他速去捉拿回宫重治。他羞愤交
加，直奔柳家拿人。螺蛳公主不屑
一顾，怒斥狂徒。独眼龙呼风唤雨，
企图冲毁田园村舍；螺蛳公主一一
破法，依然风和日丽。独眼龙又想
干死禾苗，猛烈吸水；螺蛳公主倒汲
甘泉，天井湖依然碧波荡漾。独眼
龙气急败坏，指令虾兵蟹将一拥而
上，动用武力围捕；螺蛳公主决心留
在夫婿身边，于是触地身亡，化作一
座青翠的螺蛳山。柳生见状，迅即
触山殉情，化作螺蛳山上一块渔夫
石，与爱妻永远相伴相随。丫环小
青鱼为公主和柳生的真情打动，也
留恋铜陵的绿水青山，于是纵身一
跃，毅然跳上天井湖岸，化作小巧玲
珑的木鱼山，与螺蛳山、渔夫石相守
相望。这就是铜都山水有情的美丽
传说，这就是铜都儿女对爱情对事
业忠贞不渝的追求与向往！

□周大钧

天井湖的传说

关于茶的最初记忆，最顽固的残
留是：故乡炎夏那只躺在田埂草丛
里的粗陶大茶壶，黑土的颜色、粗劣
的釉面、一柄夸张的提梁以及同样
夸张的壶嘴，里面泡着多得发苦的
粗茶。锄草、割稻、刨地……累极又
渴极时，奔向田埂，抓起套在壶嘴上
的搪瓷缸，咕噜噜地倒满一缸，再咕
噜噜地灌进胃里，其动作之粗，如救
人于水火——粗率但却给力。

因爱喝茶，履痕所及之处，必要
看看或尝尝那里的茶。成都的火锅
桌上，有一种茶是用熟荞麦泡的，这
一温一火的阴阳调和，尽显成都人对
美食的执著！那儿还有一种茶，泡在
杯中的是火柴棒一样的茶梗，一根根
杵在玻璃杯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街
头械斗。喝到过最不可思议的茶是
在西北边陲，那茶味是咸的，只见汁
水，不见本体，我至今都不知那是什
么东西泡的！至于马奶茶、酥油茶，
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假茶之名，而行
奶与油之实，好比说吃饭，摆满一桌
的都是菜，最后饭不过是随菜免费赠
送的。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茶，要算潮
州功夫茶了！那茶杯都大不过我们
的酒杯，说它风雅，不无道理，喝杯茶
要那么多的工具与程序，自然不是家
乡田埂上那个粗鄙喝法所能企及
的。但有一次，我在深圳街头，见两
个摆地摊的，正借着路灯光就在路边
你一杯我一盏地推来换去——大概
就像我们这儿拿白酒当水喝，也许它
就是一种习俗吧。

身在皖南，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
喝到很多好的绿茶。春天来了，你
随便去皖南哪个旮旯里，目之所及
的是梯田般壮观的茶园，鼻之所嗅
的是满村茶香。至于说猴魁和毛
峰，估计也只有不明就里的外地人
才对它们顶礼膜拜。春天走在皖
南，绕场一周，包里就装满各色茶
叶，而很多并不在猴魁或毛峰之
下。要是得到一小袋纯手工炒制

的野茶，那简直和访仙遂愿无异
了！这样的野茶，根本就是那些徒
有 虚 名 的 所 谓 名 茶 所 望 尘 莫 及
的。我对绿茶的偏爱，已几近“除
却巫山不是云”，至于普洱茶、铁观
音和红茶之类的发酵茶，再好，我
都觉得“风尘”，远不及绿茶的本色
清纯。

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茶是一
种抚摸》，内容早已模糊，题目却牢
记在心——冈仓天心在他的《茶之
书》里，首章的题目就是“人情的
碗”——盛满茶碗的除了物化的茶
水外，更多的是人情。这让我想起
老家那个简陋嘈杂而又热气腾腾的
茶馆，祖父的生意几乎都是在那里
的茶桌上谈成的。他和外祖父初识
于茶馆，最后却在盖碗茶的你来我
往里，变成了儿女亲家……几乎每
个乡村小镇都有这样的茶馆，过去
有，现在有，将来依然会有，只要人
情这碗茶不凉！

也是在《茶之书》里，我第一次看
到了“茶气”这个词，说若是一个人在
其人生经历中，对亦庄亦谐的趣味非
常愚钝，就是没“茶气”，而那无视人
间悲剧、随感情冲动而自行其是的唯
美主义者，又是“茶气过重”——一个
人太世俗，往往令人心累得想逃；太
率性，又往往因其乖戾而叫人无所适
从。而茶气的恰到好处在于：它是氤
氲在一碗世故与人情冲泡起的茶水
四周的烟云，对世道和人心以水般的
柔软与温情来抚摸。所以冈仓天心
说：茶道是基于崇拜日常生活俗事之
美的一种仪式，它开导了社会秩序中
的一种浪漫主义，是对生活不完美的
一种妥协的改良。

其实：人世种种，都可在不同风
格的茶水中，品咂出其相对应的味
来。而最终，那杯茶，在你不停地喝
了斟、斟了喝，一直到再也品不出任
何味来时，也就什么都淡了。这就
是茶。

□左 中

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