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阳 糍 粑

糍粑———为信阳传统名

吃，主要产地有商城、新县、

潢川、光山等地。

糍粑的制作过程是 ：以

上等优质江米为原料， 淘净

蒸熟后， 放进石臼内反复捶

捣成泥状，趁热有擀仗擀薄，

切成方块或长条状。

糍粑可烤，可煮，可煎，

可炸，尤其是春节期间，亲朋

好友来访， 最好的见面礼便

是煮上一碗荷包蛋糍粑。若

将糍粑包上各种馅料， 油炸

烤煎，风味更加独特鲜美。包

馅的糍粑不宜久存， 切成块

状的糍粑久放干裂， 可用清

水泡之，勤换其水，可保存

3

个月以上。 （信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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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溪

解 读 淮 河 文 化

淮河文化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和齐

鲁文化、楚文化、吴文化并立而互相渗透。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淮河流域， 河南新郑

裴李岗遗址器物距今

8000

多年， 比黄河流域

仰韶文化早

1000

多年。在蚌埠怀远，则有禹文

化的产生。涡河流域是道家发源地，而道家在

先秦哲学史上居“主干地位”（陈鼓应语）。从

春秋后至秦汉的诸子百家， 大多产于淮河流

域。仅在原安徽境内者即有老子、庄周、管仲、

刘安及其宾客所形成的淮南学派； 东汉哲学

家、经济学家桓谭；东汉怀远桓荣、桓郁、桓焉

祖孙三代教授（荣、郁、焉均为帝师、太子少

保），后又有桓麟、桓彬父子，皆文学家，麟曾

入宫讲学，彬之文与蔡邕齐名；至晋，桓彝、桓

温、桓冲、桓玄三代政治家、文学家。桓冲、桓

伊协助谢安抗秦， 桓伊直接参与淝水之战的

指挥，他还是音乐家，《梅花三弄》名曲创作源

于桓伊，伊且善笛、筝，曾在晋武帝前吹笛为

谢安缓颊，使孝武帝司马昌明重新起用谢安，

因而“桓伊笛”成为历史佳话。有趣的是上述

诸桓，都是今怀远县龙亢（古有龙亢县）及其

附近的人，这对研究人才的群体也有帮助。

东汉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

佗为代表的医药学，在中国历史上皆有着极高

的地位。魏晋玄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竹林七贤

中的稽康和刘伶都是安徽谯沛地区人，同时期

的著名书画艺术家戴逵及戴勃、戴嗣父子也是

谯郡人。唐朝大画家曹霸善画马，杜甫有《丹青

引》和《观曹将军画马图》，赞其艺术之高超。他

的学生韩干亦是画马名家。 北宋皇佑元年，欧

阳修在颍州建起“西湖书院”，荟集一时名士风

流。 元代戏剧家亳人孟汉卿是关汉卿同时代

人，其剧作《魔合罗》有相当水平。清初亳人梁

是书法大家， 和梁同书齐名有南梁北梁之誉。

及至晚清， 寿州城又出了著名的状元孙家鼐，

与翁同和同为光绪帝师傅任武英殿总纂，晚年

主张改革，戊戌变法时参加强学会，复以吏部

尚书兼任管学大臣，主办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

大学堂（即今之北京大学）。孙氏后代中有众多

企业家、学者、艺术家而近代文坛，又出现鲁迅

倡导的“未名社”，其主要成员除鲁迅、曹靖华

外，有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李何

林。有意思的是，除李何林是霍邱城里人外，其

他四人皆霍邱叶集人，且都是叶集小学同班毕

业。 一个小镇四个青年， 同为鲁迅所器重、培

养，皆卓然成家，也是文坛佳话。叶集附近还出

了一个著名文学家蒋光慈，同芜湖钱杏村（阿

英）共同创办“太阳社”。蒋光慈小说在当时青

年中影响很大。再如淮北萧县，在历史上就是

著名的书画之乡， 它的源起可上溯南北朝，而

现代又出现了刘开渠、 萧龙士等艺术大师。这

些生长于淮河两岸的著名文学家、 艺术家，都

可以作为淮河流域人文荟萃的代表。

信 阳 菜

（接上期）

第三节 名菜、名小吃选介

信阳美食不仅风味独特，而

且品种繁多，名菜汇翠。

20

世纪

80

年代，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的《河南名菜谱》收录信阳名菜

48

种，其中的桂花皮丝、霸王别姬、

云雾毛尖、 叉烤鳜鱼等为信阳仅

有，凤尾虾、炸虾串、橘子虾、油靠

虾、焦切虾、葡萄虾、什锦虾盒、虾

仁吐丝、荷花虾、琵琶虾、炸虾球、

水晶虾、煎虾饼、烹虾段、拌皮丝、

皮丝糕、浪皮丝巴、绣球皮丝、烧

鳝鱼段、溜鳝鱼皮、爆鳝鱼丝、金

钱鳝鱼、炒白鱼片、油浸鱼、西辣

鱼、东坡鱼、金银鱼片、风腿元鱼、

红烧元鱼、 焦溜茄汁鲑鱼、 干煎

鱼、日月套三环、烧鸭、葫芦鸭、乳

汁红光鸭、 香菇风腿等均为豫南

名肴。

1985

年

4

月， 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公司联合组

成《华夏菜系》摄制组到信阳，信

阳著名菜品“霸王别姬”和“桂花

皮丝” 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和北

京广播电视公司拍成电视片，以

飨全国电视观众。因此，从知名度

和认可度上说，在众多的名菜中，

源于潢川县的“霸王别姬”和固始

县的“桂花皮丝”是信阳菜中最具

代表性的菜品。 信阳小吃也十分

有特色。据不完全统计，信阳有各

种著名小吃

60

多种， 其中历史最

悠久、最著名的是“勺子馍”和“油

酥火烧”。除此以外，信阳水煎包、

信阳糊辣汤、罗山县的烤鹅掌、潢

川县的高桩馍、 光山县的绿豆糍

粑、固始县的雷家烧饼、淮滨县的

麻里贡馓等都是著名的小吃。

一、传统名菜

新中国成立以前， 信阳厨师

烹制了许多名菜。依据选料精致、

烹饪细腻、传承有序、文化厚重的

标准，“霸王别姬” 等为信阳菜传

统十大名菜， 这些菜至今仍是信

阳菜中具有代表性菜品的菜。

1.

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是古

彭城（今江苏徐州）“龙凤宴”中的

主要大菜之一，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成为潢川县著名餐馆新兴餐馆

的招牌菜，因著名将领吉鸿昌将自

己比作“鸡”（“姬”的谐音）同蒋介

石这个“霸王”分道扬镳的故事而

家喻户晓，是信阳菜中最为著名的

菜品和标志性特色菜之一。特点是

原汁原味、肉质细嫩、汤清味鲜。

2.

桂花皮丝 。桂花皮丝是经

宫廷御厨在固始县民间菜 “炒皮

丝” 的基础上加工提高后形成的

一道传统名菜， 因皮丝与鸡蛋黄

混为一体，并浮于皮丝之外，呈黄

色散状，形如桂花而得名，是信阳

菜中最为著名的菜品和标志性特

色菜之一。特点是色似桂花、松软

脆爽。

3.

芙蓉金钱鸡片 ：芙蓉金钱

鸡片原为宫廷御菜， 相传是河南

籍御厨李清凡特为慈禧晚年所创

制的菜肴，大受慈禧褒奖。信阳著

名厨师杨长山在拜李清凡为师时

学得此菜，并传承下来，是信阳菜

中最为著名的菜品之一。 特点是

形似芙蓉、成菜软香。

4.

软兜鳝鱼 。软兜是沿淮一

带特有的一种烹饪技法。 软兜鳝

鱼是信阳著名厨师杨长山从其师

傅、 宫廷御厨李清凡学习并继承

下来的官府传统名菜， 曾是满清

重臣李鸿章最爱吃的菜品之一，

也是信阳菜中最为著名的菜品之

一。特点是软香、鲜嫩。

5.

珊瑚肉丝 。珊瑚肉丝是信

阳著名厨师杨长山从其师傅、宫

廷御厨李清凡学习并继承下来的

官府传统名菜， 曾是民国重臣曹

琨最爱吃的菜品之一， 也是信阳

菜中最为著名的菜品之一。 特点

是色泽靓丽、脆香可口。

6.

葱烧鹌鹑 ：葱烤鹌鹑原是

一道宫廷御膳， 烹制鹌鹑的方法

传入商城后， 商城著名厨师徐义

华借鉴宫廷御膳烹制方法， 与商

城县传统制鹌鹑的方法相结合，

对烹制鹌鹑的方法进行创新，形

成独特的烤制方法而烹制的一道

传统名菜， 也是信阳菜中最为著

名的菜品之一。特点是骨酥肉嫩、

鹑味飘香。

7.

八宝布袋鸭 。八宝布袋鸭

是商城县著名厨师盛世林根据孔

府名菜创新而成商城传统名菜，

也是信阳菜中最为著名的菜品之

一。特点是鸭肉浓烂、汤鲜味美。

8.

烤方肋：烤方肋源出山东，

后经商城县著名厨师盛世林改

造，成为盛世林“双烧鱼翅席”中

的一道名菜， 也是信阳菜中最为

著名的菜品之一。 特点是皮酥肉

烂、醇香可口。

9.

日月套三环 。日月套三环

是信阳著名厨师李德先创制的信

阳传统名菜， 也是信阳菜中最为

著名的菜品之一。 特点是外形美

观、汤清味鲜。

10.

脆炸鱼糕。鱼糕是鄂豫皖

交界地区的传统名菜。 鱼糕在后

周时称“头子（官名）”，北宋政和二

年起，“头子”被定为宫廷鱼宴上的

名菜。 脆炸鱼糕是中式烹调技师

李宏群在鱼糕的基础上烹制的菜

肴， 是信阳菜中最为著名的菜品

之一。特点是色泽金黄、外脆里嫩。

（未完待续）

□

刘向阳

文化引领未来

一谈到波兰，人们自然会想

到肖邦；提起俄罗斯，就会想到

柴可夫斯基；和奥地利相连的是

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回荡的施特

劳斯美妙的圆舞曲，以及新年音

乐会上身着正装与乐队共鸣的

精神焕发的观众。正如一位哲人

所说：“引领国家未来的是文化。”

的确， 文化就是流淌在不同

民族身体里的血液，维系着一个民

族的生命，延续并传承着一个民族

的精神内涵。俄罗斯人从沙俄时代

起就喜欢周末到歌剧院看歌剧，到

音乐厅欣赏音乐。我在美国工作的

这些年里，几乎每次到纽约卡内

基音乐厅听音乐会，在林肯中心

看歌剧或芭蕾舞演出，看到那些

身着盛装前来观看演出的俄罗

斯裔美国人，他们的血液中仿佛

永远都流淌着音乐的符号。

一次在联合国参加外事活

动， 一位来宾上前和我搭讪，问

我来自哪个国家。 我答来自中

国，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和我很礼

貌地说了一句：“中国发展很快，

很富有。”我一时语塞，竟有一种

说不出的滋味。说到中国，外国

友人大多会说我们的

GDP

有多

大、 我们的经济增幅有多高。而

谈到法国， 总会与时尚相连；说

起意大利，自然会与制造精美的

时装箱包、 法拉利跑车相提并

论；谈起日本，也就会想起一流

的电器设备……当年轻人说起

美国，就会想起迈克尔·杰克逊，

就会提到乔布斯和苹果品牌，因

为他们在不同领域抓住了年轻

人的心，他们的影响力早已超越

了国界和种族。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近现

代的文学艺术领域可谓群星璀

璨。今天，当我们在赞叹文学艺

术大师们的成就时，更应想起钱

学森先生语重心长的“三问”。当

我们认真研究如何用学历和各

种程序框画选人用人标准的时

候，我们是否知道苹果品牌的创

始人乔布斯是个大学二年级的

辍学生，是否了解一些发达国家

的高等学府至今还在沿袭着师

傅带徒弟的技艺传承模式，是否

知道当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的徐悲鸿破例聘请没有任何学

历的民间艺人齐白石先生为教

授的佳话……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

富强、 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领域

更应“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中国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

“顶层设计”，综合改革我们的教

育体制， 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培

养更多的创新人才，造就我们民

族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名家大师，

是扎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之一。

腊八粥的由来及习俗

农历十二月初八， 是我国汉族传统的腊

八节， 这天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

习俗。 腊八粥是用八种当年收获的新鲜粮食

和瓜果煮成，一般都为甜味粥。而中原地区的

许多农家却喜欢吃腊八咸粥，粥内除大米、小

米、绿豆、豇豆、花生、大枣等原料外，还要加

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等。

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王侯腊或佛

成道日，原系古代欢庆丰收、感谢祖先和神灵

（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的祭祀仪

式，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

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

式）。 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

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击鼓驱疫之俗， 今在湖

南新化等地区仍有留存。 后演化成纪念佛祖

释伽牟尼成道的宗教节日。夏代称腊日为“嘉

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因在十二

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

日。先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成日，南北

朝开始才固定在腊月初八。

《说文》载：“冬至后三戍日腊祭百神。”可

见，冬至后第三个戍日曾是腊日。后由于佛教

介入，腊日改在十二月初八，自此相沿成俗。

何故岁终之月称“腊”的含义有三：一曰

“腊者，接也。”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隋书·礼

仪志》记载）；二曰“腊者同猎。”指田猎获取禽

兽好祭祖祭神，“腊”从“肉”旁，就是用肉“冬

祭”；三曰“腊者，逐疫迎春。”（《荆楚岁时记》

中记载）。腊八节又谓之“佛成道节”，亦名“成

道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十二月初八为腊日之

由来。据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修行深山，

静坐

6

年，饿得骨瘦如柴，曾欲弃此苦，恰遇一

牧羊女， 送他乳糜， 他食罢盘腿坐于菩提树

下，于十二月初八之日悟道成佛，为了纪念而

始兴 “佛成道节 ”。中国信徒出自虔诚 ，遂与

“腊日”融合，方成“腊八节”，并同样举行隆重

的仪礼活动。

腊八粥也叫“七宝五味粥”。我国喝腊八

粥的的历史， 已有一千多年。 最早开始于宋

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

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

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

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

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在民

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

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中国各

地腊八粥的花样，争奇竞巧，品种繁多。其中

以北平的最为讲究，搀在白米中的物品较多，

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

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

生……总计不下二十种。 人们在腊月初七的

晚上，就开始忙碌起来，洗米、泡果、拨皮、去

核、精拣然后在半夜时分开始煮，再用微火炖，

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才算熬好了。

更为讲究的人家， 还要先将果子雕刻成

人形、动物、花样，再放在锅中煮。比较有特色

的就是在腊八粥中放上“果狮”。果狮是用几

种果子做成的狮形物， 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

枣作为狮身，半个核桃仁作为狮头，桃仁作为

狮脚，甜杏仁用来作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粘在

一起，放在粥碗里，活像一头小狮子。如果碗

较大，可以摆上双狮或是四头小狮子。更讲究

的，就是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具备各

种颜色的食物，捏成八仙人、老寿星、罗汉像。

这种装饰的腊八粥， 只有在以前的大寺庙的

供桌上才可以见到。

□

娃 娃

□

王 盈

源于信阳的姓氏

古老的信阳历史悠久， 自古以

来就是人类栖息繁衍之地。 从夏朝

初期到春秋末年， 这里先后出现多

个小国 ，演变成八个姓氏 （黄 、罗 、

蒋、潘、廖、白、赖、孙），历史名人更

是灿若群星。 姓氏文化是华夏民族

特有的文化，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推崇血缘亲情关系， 增强民族认同

感， 增进海内外华人感情纽带的桥

梁。浩瀚大海有源头，参天大树有须

根。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先祖，对自

己的姓氏来龙去脉，寻根探源，对我

们每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都

有着重要意义。

黄氏望族

黄姓主要出自上古时期的赢

姓，距今

4000

多年的夏朝初年，在淮

河南岸， 居住着伯益之后陆终及其

族人，陆终为治理淮河洪涝之灾，身

逝淮水。 夏启王遂封陆终之子南陆

公于黄地（今潢川县境内 ），建立黄

国，并赐黄国臣民以国为姓。自此 ，

黄氏家族繁衍发展，逐渐壮大扩延，

历夏商周三代， 国民伊尹曾担任商

汤的宰相。

公元前

648

年，强横的楚国，碾碎

了古黄国

1400

多年的文明，黄国臣民

远走他乡，散落各地。

300

年后原黄国

贵族出了位著名人物黄歇， 官至楚

相，封春申君，封地初在黄国故地淮

北

12

县，后移至江苏苏州一带，黄姓

得以在东吴地区发展。长江支流黄浦

江，又称申江，上海简称申，这些名称

都与当年的春申君黄歇有关。

黄姓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秦末的

黄石公赠张良《太公兵法》，西汉阳夏

人黄霸，为御史大夫，丞相。三国时有

名将黄忠、黄盖，宋代书法家、诗人黄

庭坚，元代纺织技术家黄道婆，明清

之际有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近代

革命家黄兴，当代有黄克诚、黄炎培，

海外名人美国喜瑞都市长黄锦波、印

尼食品大王黄奕聪、 木材大王黄双

安、新加坡宗亲会馆主席黄祖耀等。

黄姓是当今中国第

８

大姓，多在

南方。

罗氏渊源

罗姓的远祖出自颛顼。 罗姓的

来源最早与原始社会时期善于结网

（罗）捕猎鸟雀的罗部落有关。

古时候， 居住大别山北麓的部

落族人们都以结网上山捕鸟狩猎 、

下河捕鱼为生。公元前

２１

世纪，夏启

王因陆终治淮水有功， 封陆终第六

子季连于罗地（今罗山县境内 ），建

罗国，赐臣民以国为姓。罗国历经夏

商两朝，至商朝末年，被商纣王侵占

大半国土， 罗国国君罗辰率众投奔

周武王兴周灭商。公元前

１０２７

年，周

武王又将罗辰重新封到原罗国的土

地上，为子爵国，罗国罗姓又开启了

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 东周春秋时

期，罗子国被楚武王所灭，罗国臣民

或向北逃到陈国、宋国，或被迁往湖

北枝江和湖南汩罗，为纪念故国，仍

然以罗为姓。

罗氏发源于中原地区，发展繁衍

于江南地区， 历史名人也多出自江

南。如宋代著名画家罗仲通，宋代著

名学者罗靖， 晋代武陵太守罗企生，

唐代诗人罗隐， 明代文学家罗贯中，

清代画家罗聘，教育家罗典，近代太

平天国著名将领罗大纲，中共领导人

罗亦农、罗荣桓、罗瑞卿、罗干等人。

罗姓是当今中国第

20

大姓 ，以

四川、广东、湖南、江西为多。

花 山 寨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共有四支部队参加了长

征，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

面军、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

军。其中红二十五军是独立出发

的，其出发前在河南省光山县文

殊乡花山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

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

志的指示， 决定红二十五军长

征。那是

1934

年

11

月

11

日，当时

的会议是鄂、豫、皖省委第十四

次常委会议， 史称 “花山寨会

议”。花山寨会议后，红二十五军

除留下一部分部队继续开展地

方武装外，其余部队于

1934

年

11

月

16

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

出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壮

举。红二十五军一路北上，最先

达到陕北，取得了历史瞩目的伟

大成就。

那页功勋早已成为历史，但

是历史总会被人铭记，就像平凡

的花山寨，总会被人一次又一次

地提及。

清代钱时雍在《入花山度杨

帆桥至晏家河宿》一诗中写道：

晴色花山路，崎嵚石渐多。杨帆

谁解说，古塔自嵯峨。其实，我也

多次从那条路上走过，每次都从

花山寨旁匆匆而过，擦肩而过的

瞬间，矮矮的花山寨从我的眼中

那么轻描淡写地后退，显得是那

么的不起眼，甚至有些渺小。

但是当我了解了那页历史

后， 再一次来到她的身边时，才

蓦然发现她是那么的高耸 、巍

峨、厚重。原来山的高与矮并不

在其本身，而在人的心中。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我

们在光山县文殊乡文化中心从

平主任的陪同下专程去拜谒花

山寨。从平主任对那段历史如数

家珍， 一路上对我们娓娓道来，

使我们渐渐热血沸腾，满是崇敬

和向往，觉得那个冬日一点也不

寒冷。车就停在钱时雍曾经走过

的那条花山路上。我们从远处静

静地凝望着那个充满传奇色彩

的山寨。说真的，当时灰蒙蒙的

天色很是适合我们的心情。心中

充满了好奇和揣想，而花山寨却

在灰色迷蒙中向我们传递着一

份神秘与幽深。

我们沿着碎石的山路向花

山寨顶攀登。山脚下一块突兀的

土堆上，一棵枝繁叶茂的松树挺

立在那里，很像是一位站岗放哨

的战士，姿势标准，正气凛然。

时值隆冬，山寨上除了一些

松树外，其余都是一片枯黄的灌

木和野草，倒是野草丛中偶尔露

出的油茶树，让人感到一丝生机

勃勃的气息。花山寨海拔不是很

高，只有

72.5

米 ，我们一会儿就

到了寨顶。 据光山县志记载：花

山，山势特起，高数十丈，上有寨

可容千余人。据悉山寨上从前还

有一座关公庙，可惜现在一切都

荡然无存了。只有那杂草丛中的

寨墙基石还顽强的存在着，仿佛

在向人们诉说着从前的辉煌。

花山寨顶是一个十分开阔

的场所，居高临下，俯瞰周遭，的

确是一个理想的瞭望场所。“花

山寨会议”时，这里驻扎有一个

团的兵力，设有瞭望所并架有通

信电路，以保障会议顺利进行。

从平介绍说，“花山寨会议”

并不是在花山寨顶上召开的，而

是在山寨的西南角一个名叫周

洼的小山村举行的。之所以称为

“花山寨会议”，是因为花山寨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人们耳熟能

详 。在开会之前 ，陈子华 、郑位

三、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到山

寨察看过， 并布兵驻扎设防。为

了便于记忆，他们就把那次重要

的会议定为“花山寨会议”。看来

是历史选择了花山寨。

下了山寨，我们就直奔周洼

而去。 周洼是一个典型的小山

村， 静静的座落在花山寨脚下，

树高林茂，翠竹环绕，僻静安详。

也难怪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会

选中那里，那里确实是一个秘密

开会的好场所。

在周洼，我们怀着无比敬仰

的心情参观了会议旧址，当时开

会的土坯瓦房至今保存完好，会

议用桌、凳、脸盆、茶具等犹存，

徐海东、吴焕先、郑位三、程子华

等将军旧居依然保存完好。周洼

肯定不会忘记，

1934

年

11

月

11

日

的上午，在那几间简陋的土坯瓦

房内，鄂、豫、皖省委的领导在那

里作出了怎样的英明决策，也许

那掷地有声的音调至今还在那

里回响。

□

黄森林

□

王 林 崔信生

喝茶品心情 心情能品茶

只要谈到品茶， 很多人感受就

是有档次，够品位，有文化，其实品

茶的心情要的是享受开心， 品茶总

是开心的，品的不仅仅是茶味，更是

一种自我精神升华的享受。

沏一壶清茶，静品红尘往事，若

境似水，那一壶滚烫的水，也只有滚

烫才能沏出或浓或淡的茶香吧 ，就

如生活中的人，你若热烈我亦芬芳，

你若不温不火，我亦寡淡无味。品茶

的感觉我想每个人都不同吧， 在我

品来， 茶入口中有着淡淡的一丝幽

香，暖暖的品入口中，这时只有那一

缕茶香与温热与我同在。

酒是喝个热闹，而茶需要静品。

林语堂说，喝茶之时如遇儿童啼哭、

粗妇大声说话，或者“自命通人者在

旁高谈国是”，即十分败兴。《茶录》：

“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

六曰泛，七八曰施。”可见，茶确实与

寂寞很近，与孤独很近啊……

嫩嫩的绿芽，碧绿的茶水，几个

朋友一起品茶，几个随意亲切的泡茶

的步骤， 但喝下的是朋友的友情，滋

润的是我的心情。 喝茶用舌尖品，品

出的是苦涩；喝茶用心情去品，品出

的是人生。喝茶品心情，心情能品茶。

品茶是利用视觉看茶叶的形

状，色泽，欣赏茶叶的品质与风格 ；

利用嗅觉闻茶叶的香气， 欣赏茶汤

的“杯面香”以及留在杯内的 “杯底

香”，利用味觉尝茶汤的滋味 ，品尝

时要求舌头将茶汤搅动， 体会茶汤

的甜苦鲜涩； 利用触觉判断茶叶的

轻重、软硬，欣赏茶叶造型艺术以及

茶叶发酵、焙火、揉捻、老嫩的程度，

进一步考察茶叶的身世； 使品茶达

到深层次的精神享受。

透过玻璃凝望水中那些绿色芽

尖，茶中的那绿色和香气，是一杯好

茶。“美酒千杯难知己， 清茶一盏也

醉人。” 一个人静静地在书房里，不

追求烦琐的茶道的程序， 简简单单

为自己泡上一杯茶细细地品， 那种

感觉真的很好。

茶源自大地， 吸纳天地泥土和

水的精气，又经了人的手焙制，生命

的气息原是与大地草木蔚然一体

的。茶要喝到清心、沉静、安祥、通悟

并不容易，幸好可以天天去品味，只

要有开心并从中不断地品尝出茶的

宁静与深意，就是享受的。

品茶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 ，让

人喝茶也是会感觉很舒服的。

□

悠 悠

揭秘2012年度艺术品拍卖市场趋势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艺术品拍

卖季节，从各种拍卖网站、收藏网

站和拍卖公告来看， 各大拍卖公

司近期纷纷周游列国征集拍品，

各大媒体使出浑身解数跟踪报道

艺术品市场的最新动态， 各大收

藏家纠结于是否将手上的精品送

拍。 在市场盘整形势下， 专家对

2012

年度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市场

的趋势作出了分析和评估。

古代艺术品最能保值

细心的藏友会发现， 有一种

艺术品在市场盘整时期仍然稳中

有升， 并且始终是收藏市场的中

流砥柱，这就是古代艺术品。古代

艺术品凭借其稀有和不可再生的

特点， 一直备受各大收藏家的青

睐，成为他们保值增值的首选。当

然， 收藏古代艺术品非常考验藏

家的眼力，因此，在“收藏马未都”

和“收藏天下”等热播节目中，古

代艺术品的鉴赏总是最受广大藏

友的欢迎。

中型拍卖会上最能捡漏

嘉德拍卖行、保利拍卖行、瀚

海拍卖行等知名公司的拍品固然

百里挑一， 但是往往因为竞拍激

烈而导致价格高昂， 难免有一些

会高于市场价。 所以在市场盘整

的形势下， 中型拍卖会上拍品的

性价比往往较高， 对于艺术品投

资者来说， 这些拍品既能保证是

精品，又有充足的利润空间。

拍品实物上手认证最保险

图录上的拍品照片非常精

美，但难免和实物有色差。所以拍

卖行在艺术品拍卖会开始前一般

都会有预展， 向客户提供拍品实

物上手的机会， 但这种机会往往

仅限于大客户。据了解，上海规模

最大的拍卖行上海泓宝拍卖公司

则采取了与众不同的严谨方式，

为所有买家都提供了拍卖会前拍

品实物上手认证的机会， 让广大

藏友能安心购买。

（摘自《中国广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