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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病人打电话，说要带孙女来看
病，我说我不是儿科医生，不看儿科病
人。老病人说已经18岁了，吃惊，她不过
60出头，想当年，赵医生父母晋级外公外
婆时，年近六旬。这就是农村和城市、早
婚和晚婚的差距，一百年内多出一代人
来。

孩子到跟前一看：哪有18岁？不过十
一二岁身高，表情有些呆滞，主要症状是
进食少、恶心呕吐。询问病史，十多年前，
孩子身体和智力发育开始较同龄人迟缓，
但父母认为是孩子偏食、不认真吃饭造
成，从未带她到医院做检查。查体时，看
到孩子胳膊、手臂上，很多淤青紫痕，父亲
说那是她不吃饭，她妈气急给打的。

好同情这个女孩。即使没有医学常
识，看18岁的女儿发育异常，也会怀疑到
疾病（后确诊为一种染色体异常导致的先
天性疾病），她的父母在十多年的岁月中，
要怎样大意才能无视孩子的症状，不及时
安排孩子检查治疗。最该是女儿庇护神
的母亲，不能安慰弥补，还责怪女儿不听
话，并用暴力惩罚。

儿子问我：妈妈，小时候你们打过我
没？我反问你记得有吗？儿子说没印
象。确切地说，如果掐孩子也算打孩子的
话，那我打过一次儿子，而且从那以后再

不敢尝试，因为心痛的感觉太难受。
每个小孩子都有特淘气的时候，有次

不知什么事儿子犯犟，怎么都不听劝，我
气急了在他细胳膊上拧了两把，当时小
子呆呆看着我，也没哭。但是我的心早
已不忍，那软软的嫩嫩的肉肉，一会儿就
变青了，我倒差点哭了，发誓再也不打儿
子。老话：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上，一
点没错。

儿子又问外公外婆打不打人？不到
一定的年龄，根本不知道父母对一个人一
生的影响。我们的行为认知，在成长过程
中，不知不觉烙下父辈的痕迹，或者把他
们的优点传承，或者把他们的缺点延续。

一直认为，极善或极恶的父母，培养
出品性完全相反的子女，如同基因突变一
样罕见。子女身上多少都有父母的影子，
绝大多数人生是平凡的，所以当你认为孩
子不够优秀、不够卓越时，请默念亲生的，
然后自我反省，亲子间大部分冲突会得到
有效缓解。

在我的记忆里，也曾挨过父亲一记拳
头。大约小学二年级，放学到爸爸办公室
拿钥匙回家。爸爸的钥匙一大把，除了家
里还有单位的，用一根线绳套在裤腰，当
时解下来一并给了我。路上我捏住绳头
转动，把钥匙舞出圈来，越转越急一不小

心松了手，钥匙飞到老远遍寻不着。
我飞奔告诉爸爸，因为有单位钥匙，

爸爸当时着急上火，一拳打在我腿上。闯
了祸自知理亏，我没敢哭闹，带爸爸到丢
钥匙的地方扩大范围寻找。找到钥匙后，
我立马觉得这一拳很痛，赶紧给妈妈告
状。妈妈就责问爸爸：你找都没去找就打
孩子，找到了不是白打了娃儿，找不到再
说嘛，也不该打孩子。

年轻的时候，两代人之间总会存在矛
盾，每每和父亲发生摩擦，就会翻旧账，控
诉他打我那一拳。这件小事被我清晰记
得，于是我知晓，孩子挨打后是会记仇
的。及至自己当了父母，便小心维护和孩
子的情感，不想被他记住父母粗暴的形
象，好在儿子心大，已经记不得我掐过他。

对于中国老话，我一向认为凝聚着古
代人民的智慧，多少应该遵循，但是“黄荆
棍下出好人，不打不成材”这句话，却实在
不能苟同。成年人对孩子的要求，不能用
行为和语言达到目的，非得恃强欺弱用暴
力解决问题，虽然简单有效，但难免影响
父子母子间的亲昵，而且在孩子心理留下

“谁强谁赢”的观念，当他们长大力量足够
强时，他们会套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

家长扪心自问，我们打骂孩子发脾气
时，孩子到底有多大错？其实很多时候，
不过是觉得孩子没有完成我们的安排，没
到达预期目的，在讲道理的过程中失去耐
心，情绪爆发的方式。真心话，如果家长
足够优秀，对孩子期望甚高，还让人觉得
可以理解，偏偏有些家长自己很糟糕，却
对孩子要求严格，如同那对耽误孩子一生
的夫妻。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儿子年龄相当
的孩子受苦，除了同情孩子，便是对她父
母相当鄙视。歌词：老人不图儿女有多大
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其
实孩子们不能选择父母，他们同样想：儿
女不图父母有多大能耐，一辈子不容易就
图个平平安安。

大千世界，茫茫众生，至亲的骨肉就
那么一二，人生短暂，匆匆而过，爱还来不
及，怎么舍得打。

近日，有朋友约起喝茶，畅谈写作，
交流心得，互通信息……这番雅趣，我已
久违了。原来，这忙里偷闲的茶叙时光，
清香淡雅，收获颇丰，着实耐人回味。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据唐朝
陆羽《茶经》得知，我国饮茶的历史少说
也有四千七百多年了。“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是诗仙太白对蜀中道路艰险的
生动写照。就在这沟壑纵横、险冲如锁
的崇山峻岭之间，却崎岖蜿蜒着至今保
存完好的川陕“盐茶古道”清晰可鉴、宏
伟厚重、蔚为壮观，足以追溯和窥见川
茶和大唐的兴与盛。饮茶，在川东城乡
越来越成为一种会客交友的时尚礼仪，
这不仅是自古以来大巴山人的待客之
道，更是我们对民风遗俗的留恋和对茶
文化以及巴蜀古国文明的传承与弘扬。

品茶，不得不谈及到茶馆。仅大竹
这个小小县城而言，不算过街巷道、楼
宇小屋、居民家室的小茶馆，光算拥有
营业执照挂牌经营的大小茶楼，少说也
有几十上百家吧。就拿街头巷尾的小
茶馆来说，喝茶、打牌、打麻将是市民休
闲娱乐打发时光的好方式，也是老百姓

闲暇生活的最爱。而最有特色的，还是
要数农村乡镇上的小茶馆了。每逢当
场天，几个农家哥弟姊妹，早就通过手
机微信，约好地点，欣然前往，三五围一
桌，叫上一壶老鹰茶，打扑克、甩川牌
（也称“长牌”），任意选择。悠幽小茶
馆，满厅激荡，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乡下茶馆生意兴隆，在大竹就数杨
家和清河两镇最为盛。这些地方如今
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和省市县摄影家、
作家、画家等协会采风创作民俗作品
的首选基地。一人、一物、一瓦、一墙、
一窗、一门、一桌、一凳……每一处都
是景致，每一点都有新奇，看不厌，想
不烦。品茶者，有的就木桌边或坐或
站，有的在竹椅上或依或躺，有的或看
别人打牌或随意走动鼓劲……个个闲
庭自若，人人悠然自乐。最吸眼球的
是那些吸着旱烟的老者，大多年过五
十，男女皆有，眯着眼，醉如神，吞云吐
雾，星光点点，烟圈袅袅，惬意漫漫，怡
情悠悠。尤为那烟杆下坠着的或骨或
木或竹之类的小饰物，精妙细致，小巧
玲珑，在吸烟者随意带动下，轻盈而动，

摇曳多姿，别趣横生。一人一个动作，
一人一座雕塑。生活的烟火映照着这
一张张知足而幸福的笑脸。茶盅上的

“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等毛主席字体的红
色标语，在放下锄头的粗糙大手抚摸
下，返璞归真，格外醒目。若不是从茶
盅的新旧程度判断为近些年从网上淘
来，连同茶馆里现代智能化的天然气
烧水锅炉来看，你还真会感觉自己是
穿越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体生产的
场景了。这浓浓的川东气息，纯朴淡
雅的遗风民俗，历年被许许多多的摄
影师装进镜框，许许多多的文学艺术
爱好者装进心里、跃然纸上、流露笔
尖，绘就出了一篇篇感人诗文、一幅幅
动人图画、一幕幕惊叹话剧……清河
雅镇、杨家老街等作为大竹生动的民俗
名片，随着各种文艺作品走北闯南，漂
洋过海，走进千家万户。

茶馆的风格，在不同的地域，有其
不同的风格，既有下里巴人的清俗，也
有阳春白雪的雅致，消费人群亦随之因
人而异了。确然，中华茶文化底蕴深
厚，以茶为生、以茶修为、以茶联谊、以
茶论人、以茶入艺、以茶作画、以茶兴
文、以茶施礼，可谓茶中有品，茶中有人
生。农村乡镇的小茶馆如此，县城都市
更是有加，绝大多数上档次茶楼、咖啡
厅也都是靠扑克、麻将等提供娱乐服
务，但万变不离其宗，茶水才是其中消

费的重点。相对农村场镇而言，县城都
市里茶楼消费者通常主要不是来消磨
时光，很多是边打边聊经营生意的、边
打边诉说衷肠的、边打边谈情说爱的
……茶馆里，这方面的信息量很多很
大，关于在茶馆里品出故事产出的作品
也很多，而让人不假思索地想到的是最
著名现代文学家老舍先生于 1956 年创
作的话剧《茶馆》。《茶馆》自发表以后，
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
术形式，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就不言
而喻。

“一诗一盏茶，一坐一身净。馨香
弥漫，祥云缭绕。云峰茶谷，好一个养
生之地、栖息之所。”出自何武老师的

《世外茶源慢煮时光，我在云峰茶谷等
您》。我欣赏这一篇脍炙人口的美文，
欣赏那样清幽淡雅的闲恬生活，欣赏何
老师对生活的灵犀感悟，并给予他佩服
与敬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品茶之处，
寻觅重复何武老师所踪迹，果真感同身
受——云峰茶谷恐怕是大竹慢煮时光
的最佳之地，后来我们又在团坝镇的赵
家山发现淳年小院，也是“淡妆浓抹总
相宜”。

“只要一壶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
是快乐的。”茶馆，无论城市乡下，不单
是传递快乐、分享喜悦的好驿站，更是
奔跑追梦者最好的加油站。沏一杯白
茶，与茶香一道，沁入心扉，恰恰正好，
醉你难忘——“人间有味是清欢”。

茶香雅趣
□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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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

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
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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