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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书系列（2）：阳台上的花》主要内容包括：清风养眼（梦回母校、春日、那匹枣红马⋯
⋯），饮茶悟道（生命在于创造、清茶一杯可悟道、论机遇、责任、跨一步，就成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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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九贞，本名蒋广会，又名蒋岚宇，上世纪50年代生，中共党员，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用多个笔名在各地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通
讯报道等近百万字，并有小说集出版发行。
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因工作缘故辍笔，工作之余致力于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中国远古史，有数十万字
地方文史研究文章发表。
近年重返文坛，出版有长篇小说《博弈三部曲》，短篇小说集《绿鸟》《乡村记忆》等。
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特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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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第一辑：清风养眼梦回母校春日那匹枣红马今年的春天雨鸭殇阳台上的花遥远的回忆心灵之
约等待而已陋屋小记怀念谷子徐州人喝茶紫薇花，紫微微的花街头儿童表演队两个初为人母的少妇两
只小黄鸟儿一位老人与两只花喜鹊又见迎春花黄河边看破冰捞鱼初月只报春消息春雪二月赏雪夜雨迷
蒙千岛菜花春正浓男人花月牙泉游记鹰回首夜幕降临后的路程远眺父辈的坟茔二十年后又相见寻找磨
旗石周庄纪行穿越吕梁“老城建”的运河情结第二辑：饮茶悟道生命在于创造清茶一杯可悟道论机遇
责任跨一步，就成功快乐之源无论如何，我尝试过了书是良药，以书为伴由茶征文想到鲁迅和周作人
闲话“仁者寿”我写作，我快乐街上流行黑头发不协调的一幕关于一次血腥的回忆你要把幼小的他们
引向何方？
一个有害的漂亮口号如此教育岂有不失败的？
谈谈父慈子孝及其他说一说“都只会说别人”“放得下”与“放不下”伞之妙与缺憾翘望奥运吃伏羊
谈谈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民俗文化的两重性卷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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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茶是深入徐州人的心的，在大家的意识当中，似乎有个“茶”字与生俱来，这也许是近代
徐州“老同昌”等老字号茶叶店经久不衰的个中原因吧！
　　记得小时候，徐州大街小巷摆满了茶摊儿，有的是有店铺门面的，茶炉子（一般是“七星灶”）
垒得有两三步长，炭火很旺，上边放着一溜儿大茶灶，旁边有几条长案子，茶客们总是满满腾腾的，
有快喝的，有慢喝的。
快喝的扯起碗边儿，脖子一仰，咕嘟嘟一气儿进肚；慢喝的先是端起茶碗放近鼻子尖儿，闻它几闻，
然后慢腾腾呷一小口，放下碗，呆呆地看他的茶，看周围喝茶的人，看茶老板操作，如此，一碗茶要
喝上一两个钟头。
大多数是没有店铺门面的，当街摆一张案板，几壶开水，一玻璃杯泡好的浓茶，有人来喝茶了，就往
杯子（或碗）里倒一些茶水，再倒一些白开水，不热不凉，来的人或坐或站，喝完走人。
更有那些卖茶的，提一壶茶水，拎几只碗，遇见有人口渴了，要买茶，就地站住，咕嘟咕嘟倒满一碗
，递过去，那边的人喝了，递过来一两个硬币，卖茶的和喝茶的就各奔东西而去。
　　这种情形，不仅城里有，乡镇集市上也大致相同。
　　你能说徐州人不好茶吗？
　　然而，徐州人喝茶是分三六九等的。
　　少部分人喝茶是要上茶楼的。
徐州的茶楼自古就有，兵荒马乱的时期也不例外。
计划经济时代、特别事“文革”期间，虽然有人把“喝茶”当做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批判，但喝
茶之风仍然明着暗着在刮。
茶楼的格局一般不大，楼上楼下一百平方米左右，其摆设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却都是那个时
代最为精致的。
摆设不精致，不凸显茶文化，这茶楼便失去意义了。
到茶楼喝茶的当然什么人物都有，有纯粹喝闲茶的，有沟通感情的，有洽商生意事务的，有谈天说地
的，也有谈情说爱的，还有的就是想听一听茶楼小曲，看一看茶楼风光，如此而已。
　　至于大众群体，喝茶另是一番光景。
徐州这地方集体意识当数粗旷、直率，民风朴实，性情剽悍，文人出了不少，武士更其多矣，雄才大
略的政治家、满怀抱负的思想家，古往今来数起来挺累人。
兵家必争之地就有兵家必争之地的特点，历史文化名城自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
老百姓喝茶出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多，口渴了，泡上一杯（碗）茶，不等热气消散，便
“叽溜儿叽溜儿”喝起来，或者冷茶兑上热开水，“咕噜咕噜”灌下去，然后再满上，再喝，解渴为
止。
这种喝茶法似乎是没有任何讲究的。
　　当然，老百姓喝茶也有文雅些的，那是闲起来没事儿干的时候，一杯或浓或淡的茶端在手里，靠
着门框，或者坐在靠背椅上，“咝儿咝儿”地品，半天一口，半天一口，喝凉了再兑热的，一汁又一
汁，一直把茶叶喝得发黏了，茶水没了颜色，才算完事。
　　记得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家里是有一把紫砂茶壶的，茶壶的面上都油渍渍的，壶盖上的提手儿烂
了半个。
爷爷整天把着它，喝茶不喝茶拿它当消遣，睡觉放床头，半夜醒来都要摸上两把，我就没见那把壶离
开过他。
他不抽烟不喝酒，独独好茶，他的口头禅是：闲茶闷酒无聊的烟。
烟、酒、茶里，唯茶最品高。
闲是一种状态，闲是一种品味，闲是一种心性。
有时候我就猜想，他之所谓“闲茶”，怕只是两种含义在里边吧：一种是人是清闲的，一种是时间是
空闲的。
实际上，一般老百姓难以具备，只有那些生活上还算过得去的且又心态悠闲的老人才能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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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去世后，那把紫砂壶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爷爷喝茶的遗风也就断了，因为我们要为生活奔波，那
“闲茶”就喝不来了。
尤其我辈，倍感身上的担子特重，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让我怎么也“闲”不起来，于是对于“茶
”便没有了“研究”。
　　近年来茶道兴盛，时而和朋友一起，也不能不“附庸风雅”，正儿八经进了几次喝茶的馆子，并
且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也喝过几次茶。
我觉得，同样是喝茶，徐州人喝茶依然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是和外地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很多，概括起来，主要的大体有“三个不讲究”，即：不讲究茶艺，不讲究茶食，不讲
究茶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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