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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住 公 园 旁 ，清 晨 去 散
步，总会遇见一个独舞的老
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那
悦耳的音响由小路前方传来，
他矮瘦的身体随之扭动、旋
转、行进；风一样来，风一般
去。陈旧的衣服，褪色的布
鞋，腰间别着“随身听”；头已
谢顶，靠一绺白发掩饰，一旦
滑落，便像一盏灯，晃动在朦
胧的晨霭里。

公园庞大，这个独舞的老
人转入路边一方空地，面对一
株香樟，就像面对无数观众一
般深鞠一躬，随即摇头摆臀，
摊手绕腕，翩翩起舞；枝繁叶
茂的香樟便是他忠实的“粉
丝”，只是没有掌声，没有喝
彩。覆于头顶的那绺白发原
本 勉 强 ，一 经 折 腾 ，陡 然 下
滑，又暴露了溜光的秃顶。他
并不计较，专注于充满激情的
独舞。那奔放的舞姿变幻莫
测，像伦巴，似探戈，如华尔
兹，又像三步踩，摇摇晃晃形
同醉拳，没有人能看懂。

这天清晨我们又在公园相
遇。他覆于头顶的白发染得乌
黑，还用摩丝定型；一袭得体的
黑色表演服，一双锃亮的皮鞋，
不是边走边舞，而是精神抖擞
地赶往他独舞的空地；貌似德
高望重的艺术家即将闪亮登
场。如此煞费苦心，莫非想弥
补他别扭的独舞？

晚间看电视，我猛吃一惊，
他竟然出现在荧屏上；此刻正
接受主持人的采访。

原来，他幼年失去父母，被
一位独身女人收养。在养母的
疼爱中长大。成家立业，却天
生没有生育能力，嫁给他的女
人不能承受于此。离了婚后，
也不再娶，与养母过着与世无
争的日子。谁知晚年养母双腿
瘫痪，接着精神失常，平静生活
忽如一团乱麻。

他心一横，辞工尽孝。清
晨，他用轮椅推着养母来公
园，呼吸清新的空气，看欢快
的广场舞；一旦曲终人散，养
母就像不懂事的孩子又哭又
闹。他俯下身子安慰，却挨了
一个耳光。

养母从不打他，小时候被
别人抓破一点皮，她都要上门

讨说法。他一声不吭，一动不
动。养母突然明白过来，懊悔
地打自己。他连忙抱住，母子
就紧紧相依，默默流泪。他恨
自己不会跳舞，不能满足养母
这唯一的乐趣。

世上无难事，他又把心一
横，决定以身试舞。于是，买来

“随身听”，随着音响手舞足
蹈，养母居然眉开眼笑。

晨光下，他陪养母看完广
场舞，就将轮椅推到小路旁的
空地，把养母安顿于香樟下，尽
情为她独舞。一曲将止，迅速
旋转，瞬间跪在养母膝下，逗得
养母哈哈大笑。而他却满头大
汗，气喘吁吁。养母缓缓伸出
手，轻轻为他擦汗。那手冰凉、
颤抖，却有母爱的温度。

“妈妈，我跳得好吗？”他凝
视着养母，“只要您喜欢，我天
天为您跳舞。”

“跳得好！跳得好！”养母
连声称赞。

他立起身子，按下“随身
听”的播放键，宁静的空地响起

“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声。他
踏歌独舞，轮椅上的养母面带
微笑，深陷的老眼滚出两行清
泪……

又是晴朗之晨，养母像往
常一样静静地坐在香樟下，完
全陶醉于他激情的独舞。微
风轻拂，霞光绚丽，他的身体
在《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中酣
畅起舞。鸟儿似乎也被吸引，
立在枝头，不再飞来飞去。优
美旋律欢快动听，如春雨滋
润，似流水潺潺，舒缓起伏，
抑扬顿挫。当激昂旋律升腾
到极致，瞬间戛然而止。他单
膝跪地，伏在养母膝上，等待
养母伸出手来……半晌无动
静，他抬头一看，养母歪头闭
眼，无声无息。

呼喊，哭泣。哭泣，呼喊，
无济于事。养母沐浴着绚丽
的晨光，凝望着充满激情的独
舞，聆听着美妙的《蓝色多瑙
河》圆舞曲，安详地合上了双
眼。

养母走了，如今他也成了
老人。他仍在晨光下独舞，面
对那株高大的香樟。他深信天
上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的舞
姿，那是亲爱的养母。

那天我站在阳台上向外眺望。家住一楼，其
实就是二楼，一楼是车库。阳台前面是小区的一
条大路，路前面是宽宽的绿化带，再前面就是漕
河，一条从宋代流过来的千年老河。此刻春天，从
阳台上看出去，绿化带的种种花木，漕河两岸的柳
树，看着真是舒服。我正向外面看着，一位女士从
西边走过来，经过阳台前面时扭头看了我一眼。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位女士又从东边走过来，
又扭头看了一下，见我还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

如果她讲给别人听或者是写文章，她应该会
说：我亲眼所见，一个小时了，这个男人一直呆呆
地站在阳台上向外望着。

其实不是。当她从西向东走过去之后，我就回
到屋里看书了。大概看了个把小时，眼睛吃不消
了，我就又来到阳台上向外看看绿色，以解眼睛的
疲劳。就在这时她恰好又从东边走过来，看到我。

平日我们看人看事，所谓的眼见为实，会不
会有时也是如此。

我们一同前往佛山市高明
区明北世塘美村，拜访杨月娇
老人。

走进世塘美村，村口的大
榕树根如盘龙，皮若裂岩；密密
麻麻的村屋星罗棋布、错落有
序；狭窄幽长的古巷，满载着人
们的脚步；一口废弃的古井里，
绿色的蕨类植物悄无声息地爬
出黑暗，向阳生长。

还没来得及欣赏质朴乡村
的美景，就到了老人家门口：

“老人家，我们来看您啦！”
杨老身穿碎花纹的厚棉

袄，一头银发束成短马尾，她佝
偻着背，坐在一个漆皮已经零
碎脱落的沙发上。见我进屋，
杨老热情地拉着我的手示意我
坐下。

“老人家，您有几个子女
啊？”我问。

老人听不懂普通话，身边
的男子说：“我是她儿子，平常
我来照顾她，母亲育有两女一
子。”

“ 老 人 家 一 直 在 这 个 村
吗？”我追问。

“母亲是隔壁大坪村的，19
岁嫁到世塘美村，已经嫁过来80
多年了。”儿子用生涩的普通话
说着。

“老人家认识字吗？以前
从事什么工作？”

“母亲识字的，她是小学文
化。年轻的时候一直耕田种
地。她特别勤劳，一辈子踏实

肯干，任劳任怨。”
这个时候，杨老缓缓端起

桌边的一盆金桔，冲着我们用
地道的高明土话说：“吖啊，吖
啊。（吃）”

我怕她拿不起，忙接过老
人手中盛放金桔的盆，顺势放
在沙发扶手上。杨老又用那双
苍老枯瘦的手，抓了一把金桔，
逐个递给旁人。

我一边剥开老人递给我的
金桔一边问：“老人家现在每天
吃些什么呢？”

“母亲每天吃三餐饭，每顿
吃一碗米饭、一个青菜、一个
肉、一个汤，比较简单规律。”儿
子回答。

桔子饱满的果肉和甘甜的
汁水渗入我的喉管，浸入我的
心田，虽然有些酸涩微凉，但我
内心却充斥着温暖。

“这个村有几个百岁老人
啊？”

“整个村百岁以上的就阿
婆一人了。村里80-90岁的老
人比较多。”村支书回答。

大概是听懂了这番对话，
杨老喃喃地说：“隔壁 90 多
岁那户你们去不去啊？也去
看看她吧！”这着实让我感受
到了杨老的热情周到、以礼
待人。

临别之际，杨老见我们要
走，有些着急地说：“留下来吃
饭呀！”我们谢别了老人，忘不
了她这满满的待客之情。

姓名：杨月娇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6年8月（104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佛山高明区明城镇
受教育程度：小学
是否识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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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有礼
□月同

礼数，修身齐家，养性长寿。讲礼用
礼，自始自终。一时有礼不难，一生有
礼，实属难得。

百岁老人小资料

杨月娇（右）

晨光下的独舞
□高德华茶在民间的普及

于宋代完成
中国茶文化的鼎盛

期，毫无疑问出现在11-
13世纪，即两宋时期。

从饮茶风尚所席卷
的广角来看，茶在民间
的普及，是在宋代才完
成的。宋人说，“夫茶之
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
一日以无”，“盖人家每
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
酱醋茶”。茶可以很俗，
俗到成为寻常百姓家的
每日必需品。

从饮茶艺术所能达
至的高度来看，宋朝茶
道、茶艺的精致程度，也
是堪称空前绝后。宋人
又说，“烧香点茶，挂画
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
家”。戾家，指外行人。
茶可以很雅，雅到挤入
了不适宜外行人玩的文
人四大雅道之列。

唐人封演这样描述茶在唐朝
之盛况：“楚人陆鸿渐（陆羽）为《茶
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
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
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
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
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
无不饮者。”但此时饮茶的风尚，不
过流行于上层社会，“无不饮者”无
非是“王公朝士”。

再看几幅宋代的茶画：南宋刘
松年的《茗园赌市图》（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南宋佚名的《斗浆图》（黑
龙江省博物馆藏）、元人赵孟頫摹
宋画的《斗茶图》（私人藏）。图中
那些饮茶、斗茶的人，不再是贵族
官宦，而都是市井上的小商贩。这
也显示出，宋代时，茶叶已成为市
场上的寻常商品，饮茶已是贩夫走
卒的生活习惯。

而且，宋时的城市，满大街都
是茶坊、茶肆，就如今天城市中几
乎每一喧闹之处都会有咖啡厅。
《东京梦华录》说，汴京的朱雀门
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
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旧曹
门街的“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
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画出东京
城外的多处茶坊酒肆，主要分布在
繁华的汴河两岸。

寻常的宋朝人家，平日里接待
宾客必用茶与饮料。当客人来访
时，主人家要先敬茶招待；当客人
告辞时，主人家则奉上饮料送客。
上层社会更是以烹茶为风尚。南
宋有一位叫作张约斋的雅士，写了
一篇《张约斋赏心乐事》，文章列举
了一年四季中最适宜做的赏心乐
事，其中三月季春最赏心之事，是

“经寮斗新茶”；十一月仲冬最赏心
之事，是“绘幅楼削雪煎茶”。

当时的文人雅集，品茶是必不
可少的一道环节。许多士大夫还会
定期举行“茶会”，邀三五好友，择一
清雅之所，品茗斗茶。苏轼诗曰：

“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
可人，鼎器手自洁。”说的便是他在
扬州石塔寺参加茶会的事情。传为
宋徽宗作品的《文会图》与《十八学
士图》（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
及宋代佚名的《春宴图卷》（北京故
宫博物院藏），都描绘了文人学士在
庭院中举行茶雅集的情景。

可以这么说，到了宋朝，上至
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以饮
茶为生活时尚。难怪宋徽宗要夸
口说：“（本朝）缙绅之士、韦布之
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
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
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
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关于饮茶方式，也只有宋人敢
说“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
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
造其极”。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茶
艺史上，宋人的烹茶方式是独一无
二的。

汉唐人虽然也饮茶，但饮用的
方式比较“粗暴”：将茶叶放入锅
里煮，并加入姜、葱、茱萸、薄荷、
盐等佐料。著《茶经》的陆羽将这
种煮出来的茶汤直接贬斥为“沟渠
间弃水”。元明时期形成、流传至
今的泡茶法，也过于朴实、简易，难
以发展成一套繁复的烹茶工艺。
泡茶法所用的茶叶，叫作“散茶”，
宋代市场上也有“散茶”，但不流
行，而以“团茶”“末茶”为主流。

“团茶”，即茶叶采摘下来之
后，不是直接焙干待用，而是经过
洗涤、蒸芽、压片去膏、研末、拍
茶、烘焙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制
成茶饼。在制茶过程中，茶叶蒸而
不研，则是“散茶”；研而不拍，则
是“末茶”。

“团茶”制成之后，要用专门的
茶焙笼存放起来。烹茶之时，从茶
焙笼取出茶饼，用茶槌捣成小块，
再用茶磨或茶碾研成粉末，还要用
罗合筛过，以确保茶末都是均匀的
粉末状。茶末研好之后，便可以冲
茶了。先用茶釜将净水烧开；随后
马上调茶膏，每只茶盏舀一勺子茶
末放入，注入少量开水，将其调成
膏状。然后，一边冲入开水，一边
用茶筅击拂，使水与茶末交融，并
泛起茶沫。击拂数次，一盏清香四
溢的宋式热茶就出炉了。

这个烹茶的过程，宋人称为
“点茶”。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即便用
“散茶”烹茶，也不是拿茶叶直接
冲泡，而是先研成茶末，调成茶
膏，再入盏冲点。这还是“点茶”
的烹茶法。

点茶的过程既如此繁复，好
茶的士大夫之家，当然必备一整
套茶具，南宋人董真卿将这套常
备的茶具绘成《茶具图赞》，共有
十二件，故又称“十二先生”，还给
它们分别起了人性化的名字。如
果是不怎么讲究的平民，也可以
不用准备这么多的烹茶器具，因
为市场上有大量“末茶”出售，可
以直接用于调膏、冲点，就如今天
的速溶咖啡。

宋人精致的点茶技艺随后传
入日本，便成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的日本抹茶，日本《类聚名物考》
便承认，“茶道之起……由宋传
入”。而在中国本土，由于宋后点
茶失传，今天我们只能通过传世的
茶图来观察宋人的点茶过程了。
刘松年的《撵茶图》（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描绘的便是宋人烹茶的
场面，图上两名男子，一人正在用
石磨研茶，一人提着汤瓶，准备点
茶。他们身边的方桌上，还放着茶
筅、茶盏、盏托、茶罗等茶具。

宋人点茶，对茶末质量、水质、
火候、茶具都非常讲究。他们认
为，烹茶的水以“山泉之清洁者”
为上佳，“井水之常汲者”为“可
用”；茶叶以白茶为顶级茶品；茶
末研磨得越细越好，这样点茶时茶
末才能“入汤轻泛”，发泡充分；火
候也极重要，宋人说“候汤最难，
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以水
刚过二沸为恰到好处；盛茶的茶盏
以建盏为宜，“茶色白，宜黑盏。
建安新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
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
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
不及也”。最后，点出来的茶汤色
泽要纯白，茶沫亦以鲜白为佳。不
过白茶的制作非常麻烦，数量极
少，民间点茶还是以绿色为尚。宋
人自己也说，“上品者亦多碧色，
又不可以概论”。

宋人将点茶的技艺发挥
到极致，又形成了一种叫作

“分茶”的高超茶艺。出色的
分茶高手，能够通过茶末与
沸水的反应，在茶碗中冲出
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成书
于北宋的《清异录》记述说，

“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
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
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
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
之 变 也 ，时 人 谓 之‘ 茶 百
戏’”。有点像今日咖啡馆玩
的花式咖啡：利用咖啡与牛
奶、茶、巧克力的不同颜色，
调配出有趣的图案。

点茶对技艺的要求极高，
因此，点茶也特别适合用于竞
技性的“斗茶”。事实上，宋代
斗茶之风盛行，不论是下层社
会的市井人物，还是上流社会
的士大夫，只要有闲暇，都喜
欢坐下来，摆上各种茶具，煮
水点茶，看谁茶艺更高超。

宋人斗茶主要是“斗色
斗浮”，色是指点出来的茶汤
色泽，“以纯白为上真，青白
次之，灰白次之，黄白又次
之”；浮则是指茶沫，要求点
出来的茶沫乳白如瑞雪，并
且咬盏。所谓咬盏，即茶沫
如“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
回凝而不动”，以咬盏最久者
胜。当然，茶汤的香气、味道
也很重要，范仲淹的《和章岷
从事斗茶歌》就提到“斗味斗
香”：“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
香兮薄兰芷。”

传世的茶画也佐证了斗
茶在宋代之盛行。包括前面
提 到 的 刘 松 年《茗 园 赌 市
图》、南宋佚名《斗浆图》、元
人赵孟頫摹宋画《斗茶图》，
都是描绘宋人斗茶的画面。
而如果我们去看明清时期的
茶画，基本上就找不到一幅

“斗茶图”了，也难觅贩夫走
卒的饮茶画面。

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
宋代之后，寓意性的文人画
兴起，写实性的风俗画衰落，
明清的文人式画家对于升斗
小民的日常饮茶全无入画的
兴趣，要画也是画几个文人
在林泉间品茗。而从生活史
的角度来看，繁复的点茶技
艺在宋亡之后逐渐消亡，至
明代时，完全被更简易的泡
茶法取而代之。点茶之不
存，斗茶又焉附？

为什么点茶技术会在宋后
被淘汰呢？这可能跟元明时期
社会风尚的转变有关。入元，
士大夫地位一落千丈，统治者
的审美粗鄙化，宋时雅致的生
活品位于是让位于尚质不文的
新风气，恰如千雕万琢的南宋
词让位于俚俗的元曲。

入明，朱元璋也是粗人
一个，他极力倡导的社会风
气依然是尚质不文，还曾下
诏罢贡“团茶”（团茶的制作
工 艺 过 于 繁 复），改用“散
茶”。由是，整个社会的审美
习惯被扭转到跟宋时完全相
反的方向上，像宋人点茶那
样的精致技艺，自然不会受
欢迎，遂成绝唱。

（本文摘自《风雅宋：看
得见的大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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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集团电梯集群生产基地一期项目H车间（电梯桁架喷漆、
喷锌）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清远南头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的《通用集团电梯集群生产基地
一期项目H车间（电梯桁架喷漆、喷锌）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报告书”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
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的信息向公众公开，欢迎各界人士从环境保护角度对项目
建设提岀宝贵意见。“报告书”全本公示 详见网络链接，公众可查阅报告全本内
容，若对该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意 见和建议的公众，可以向建设单位或者
环评单位反映。同时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回复您的意见。

一、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M6gDK007DrLzM-7Aedbw
提取码:1qib如需查阅纸质版可联系相关人员。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sIcOQV7lGBn5rTcsoSZNg
提取码：c71s ；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2021年 4月 23日至 2021年 5月 8日）

六、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清远南头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毅 电话：13450379606 邮箱：1427574140@qq.com
地址:清远市英德市桥头镇通用集团电梯集群生产基地

七、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广州四环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工 电话:020-89855804 邮箱：695272983@qq.com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大壮国际广场 601-312

遗失声明
郭明亮遗失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大专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 51393520180600339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顺顺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王
必芝）、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产品声明
湖南公信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夫百应®抑菌乳膏 ”、“ 婴宝维

肤膏™抑菌霜 ”等产品均贴有完整的“市场保护”或“XXX专卖”防伪标签，
特此声明！同时在此多谢广大客户的支持！

湖南公信堂药业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山市工业地出售
本人出售中山市三角镇高平村

29433.20 平方米工业地，有意

投资的，敬请联系 13802661236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信达摩托车商店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务 号 ：
4405246602261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陈慈云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4052419701224294X00，声
明作废。

清算公告:潮州市南升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税号 91445100MA4UW84891)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
债务。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天河区龙洞街禁毒办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公告

4 月 27 日下午，天河区龙洞街禁毒
办组织阳光天使禁毒社工在龙洞小学
校开展以“禁毒”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街道武装部部长冯志文、综治办干部余
建国及龙洞小学崔校长出席活动，禁毒
工作人员和阳光天使社工通过讲座宣
传的形式，向在场学生普及了毒品的危
害、防毒常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告诫
学生要自觉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天河区龙洞街禁毒办

遗失声明
本人刘洁粉不慎将星河明珠湾花园三
期 BⅠ幢 303 号房房款收据遗失，共五
张 。 定 金 收 据 编 号 0101196，金 额 ：
30000.00 元整，首期款编号：0101197，
金 额 ：380867.00 元 整 。 房 款 编 号 ，
0101199，金额：958688.00 元整。测绘
费 ，转 移 登 记 费 ：pndc － DCPNSQ －
202008－00671，金额：480 元整。维修
基金 pndc－DCPNSQ－202008－00672，
金额：4272 元整。特此声明（收据作
废）

成立公告：广州市天河区沐达教育培训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40106MJK981529U）经相关部门批准，
经董事、董事会、股东、股东会研究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予以成立。公司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岳洲路55号301室、302
室、303室、304室、305室、306室，法定代
表人：许少萍。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