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痛悼念敬爱的汤老师
胡传松

静静地您走了，
正如您高尚的情怀，
从不愿打扰他人，
默默地独自忍耐；

静静地您走了，
难忘您慈祥仁爱，
争分夺秒地耕作，

常自警时不我待；

静静地您走了，
弦山紫水惜英才，
史志华章辉遐迩，
文苑留芳添异彩；

静静地您走了，

历尽坎坷志不衰。
耄耋寻医频辗转，
病魔狂袭叹无奈；

静静地您走了，
生花妙笔锁泉台，
故园骤雨送贤士，
亲人断肠泪盈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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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言妙语· 把稳心中的道德律
最近，有两件事，让地球人“一惊

一乍”：
2019 年 7 月 25 日， 一颗直径约

57 米至 130 米的小行星与地球擦肩
而过。 最近时， 距离地球仅 7.4 万公
里，相当于五分之一的地月距离。更惊
险的是，直到飞临地球前一天，这颗小
行星才被巴西索纳尔天文台和美国宇

航局发现，好险！
美国当地时间 2019 年 7 月 31

日，NASA 宣布， 在距离地球约 31 光
年的地方， 发现了一颗可能有生命存
在的“超级地球”。 看看天文学家制作
的这个 GJ357d 星球概念图，竟然和地
球有几分相像。一想到，孤独的人类也
许有了表兄弟，好棒！

先说这颗小行星。 若真的迎头撞
上地球， 冲击力可能相当于几千枚在
广岛爆炸的原子弹， 足以摧毁数座城
市。不知哪个倒霉鬼会“中招”；如果再
产生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难怪事
后网友调侃：“感谢小行星不杀之恩！ ”

至于这个太阳系外的 GJ357d 星
球，路途实在遥不可及，即便发射速度
最快的宇宙飞行器， 也要跑上近 60万
年。 人类能否在上面找到同伴并与之和

平共处，也许要等到咱们子孙的子孙的子
孙，才能实地完成这个充满诱惑的旅程。

其实，不用走得太远，太阳系里，已
经有好几位邻居，叫地球人“想入非非”。

火星，老朋友，先不提了。 看看亲
爱的木星吧。它有个卫星很不错：木卫
二， 表面冰层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海
洋，是太阳系中水含量最丰富的星球。
有液态水就有可能存在生命。 木卫二
表面还有黏土质矿物， 这也是形成生
命至关重要的物质。

还有， 地球人早就盯上你了 ，土
星。尽管你和木星一样只是气态行星，
而且风暴密集，脾气很差，但你那六十
多个小“跟班”中，有两个很不一般：土
卫二，有巨大的间歇泉，从雪白的卫星
表面喷向天空； 土卫六， 遍布甲烷河
流。 科学家笑称，到该星走一遭，飞船
回程不缺燃料。

宇宙待解之谜如此之多， 让人类
在孜孜探索中，充满崇拜、期待、畏惧
和不安。

那天我发表了一篇小文 《咱渺小
得不如一粒沙》，表达了一个地球居民
的惶惑和感悟。一哥们看后，发来一段
留言：

“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
思考， 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
魅力以及崇敬之情， 就愈加充实着心
灵：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
这段引自哲学大师康德的话， 令我思
考良久。 想想现在的地球，有点“气数
已尽”的苗头，更是着急。

今年夏天最热那几天， 我连门都
没出。什么“每天五千步”，暂且饶了我
吧。 一动不动，都已汗流浃背。

说句公道话，北京的天气已经很给
面子了。 往南看看，往北瞅瞅，一会儿
“烧烤模式”，一会儿“水漫金山”。 就连
素来凉爽的欧洲、甚至俺们碎碎念的避
暑胜地北欧，都不可思议地热浪滚滚。

资料显示，相比 100 年前，地球的
平均气温升高了 1 摄氏度。 北极的海
冰面积每年减少 5.4 万平方公里 ，相
当于 3 个北京。 南极每年消融的冰川
2000 多亿吨 ， 海平面每年上升 3 毫
米。世界气象组织（WMO）预测，最近 5
年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 5 年。对此，科
学家苦笑，虽然 2019 年很热，但它很
可能是未来若干年最凉快的一年。

热浪袭击着地球脆弱的生态系

统。科学家威胁说，如果人类不能将气

候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 到 22
世纪初， 如今 50%人口生活的土地将
被海水淹没。

毋庸置疑，地球环境恶化，严重到
不能等闲视之的地步。除了全球气候变
暖，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垃
圾成灾、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等等。 摧
毁地球的，还有造成严重难民问题的恐
怖主义和战争。人类就这样无节制地消
耗和破坏地球资源。 有人悲呼：地球上
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的眼泪。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地球 over？ 毫
无疑问，首先遭殃的是人类本身。 各种
病毒会“捷足先登”，害你没商量。

不为别的，就为拯救自己，咱们也
必须做点什么吧。

想来想去，的确，没有比“约束自
己”更有效的方法了。 这点，上至各国
总统，下至平头百姓，都适用。

上面提到康德的一席话， 之所以
打动我，就在于此。 虽然读起来有点拗
口，但我愿再重复一遍：

“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
思考， 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
魅力以及崇敬之情， 就愈加充实着心
灵：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

醉人的光山茶歌
冷晓荣

光山是茶乡， 早在唐代茶圣陆羽的
《茶经》中就有述：“淮南茶，光州上……”
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载：“光山、子安、
商城三茶场，岁卖茶 93.5 万斤。 ”至今，
净居寺苏山的东坡上仍有清道光八年

竺鼎和尚种植的茶树 60 余丛， 宣统年
间的茶树 300 余丛。

光山茶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自然气
候条件养育了一方靠茶吃饭的农人，也孕
育出别具风情的茶文化。 在种茶、采茶、制
茶的过程中，茶农们自得其乐，自编、自哼、
自唱茶歌小调消除疲劳，增添生活乐趣。

每逢采茶时节，从雾霭茫茫的清晨
起，山坡上就遍布着勤劳的采茶人。 云
开雾散，茶园中那些身穿红褂子 、绿裤
子，背着竹篓的采茶姑娘是茶园一道亮
丽的风景，她们一边用灵巧的手指在茶
树枝丫间翻飞， 采摘着一枚枚青翠欲滴
的嫩芽，一边放开歌喉，尽情唱出心中的
情愫。 茶乡人热情爽朗，乐观耿直，有人
高歌，有人细听，这边唱来那边和，场面
既热闹又和谐。 一首首原汁原味的茶歌
如同百灵鸟在山野间奏响春天的旋律。
在一曲接一曲的茶歌中，采茶这种枯燥、
繁琐甚至艰辛的劳作变得美好而愉悦。

光山茶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
茶农在田间地头即兴创作出来的原生

态歌曲，运用了大量的村言俗语 、民谚
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光山茶乡的风情民
宿，形象生动，朗朗上口，便于传唱。

茶歌涉及的内容广泛，有以茶为题
的：如，山清水秀好田园，清明采摘雀舌
尖，一杯香茗入下肚，荡气回肠心甘甜。
赛山玉莲毛尖香，传奇故事把名扬。 清
泉沸水将茶泡，人生如茶亦绵长。

有赞美新时代的 ：如 ，脱贫致富奔

小康，一穷二白成过往。 感恩幸福新时
代，勿忘历史斗志昂。

有歌唱田园风光的 ：如 ，净居寺旁
二苏山，密林苍翠诱人前 ，香烟袅袅承
禅道，紫云塔上欲成仙。

更多的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情歌一
般都是对唱。 如，我见茶姐就唱歌，叫声
茶姐莫骂我。 无生无旦不成戏，无姐无
郎不成歌。

采茶女也不胆怯 ， 亮开嗓门回应
道：打个呵欠哥皱眉，请问小伙你想谁？
若是看中哪家女，奴愿为你去做媒。

茶乡人以歌为媒，在采茶过程中，若
遇上心仪的对象， 就借茶歌相互交流感
情。 如，远望茶妹赛天仙，竹篮巧配花衣
衫。 请问是否阁中闺？ 若不嫌弃这边谈。

这时，姑娘若是看中小伙，便会腼腆
地应答：感谢茶哥把我夸，家里人多事情
杂，打把野菜当晚饭，吃罢夜饭茶山见。

茶农们还根据季节、月份编唱采茶
小调，如：三月里来三月三，茶叶长的蓬
蓬尖，茶叶摘下像银针 ，泡到碗里绿茵
茵，茶山今年好收成；四月里来四月八，
哥哥田里把秧插， 妹妹提篮去采茶，插
罢秧来上茶山，哥哥妹妹都采茶 ；五月
里来是端阳，插秧割麦两头忙 ，上山采
茶顾不上，茶叶长得好兴旺 ，农活忙罢
把山上……

光山茶歌像光山名茶“赛山玉莲”和
“苏山春”一样，千百年来响彻山山岭岭，
传遍光山大地，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鲜
明的地方色彩，已成为光山茶文化的一部
分。 醉人的光山茶歌，是世世代代居住在
大别山区劳动人民生产的吟唱，也是勤劳
的茶乡人民一脉相承、 生生不息的生命
之歌。

有滋有味·

新县“宝·十绝”
徐生力

春·梯田
履新当值年，
鞭响十三弦。
直耸云深处，
青牛广种田。

夏·草甸
鸣蛙卧睡莲，
一梦响晴川。
宿鹭栖牛背，
飞流泼画毡。

秋·层林
霜艳染层林，
玄流浣俗襟。
迥超凡界外，
洗耳少尘音。

冬·玉树
玉龙裹篆虫，

凤鸟远临风。
岁暮期三友，
嘘寒问百冯。

山·西寨
向晚抹丹霞，
望乡露半牙。
谁怀天大胆，
日月做邻家。

水·瀑布
昨宵积雨遮，
远势竞喧哗。
白练垂天际，
天仙足浣纱。

衣·肚兜
成竹开胸次，
龙孙破土新。
一兜缝五毒，

百病不缠身。

食·暖锅
家蔬上暖锅，
宾主热呵呵。
瓦罐炖盐菜，
吃香怎奈何。

住·别墅
日母视东门，
西光暑气吞。
交心无远近，
夹岸是桃源。

行·鞋垫
不知早启征，
晚暮破围城。
足下风生起，
良针砺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