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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茶，茶如人生。甘甜苦涩酸，五味杂陈。古今多
少事，尽在茶语中。善饮之人迷恋其中，遇上好茶，更是无
法自拔。或借茶抒怀，或以茶寄寓，或以茶会友，倾之以
情，日久成痴。

那么，茶该如何个喝法，才能喝出其中的滋味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

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
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代诗人卢仝这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与陆羽《茶经》
齐名，其中七碗说颇得人心，引为佳话。何为七碗，怎么个
喝法？诗人自有说法。翻译成白话文，说的就是，喝第一碗
茶唇喉都湿润，喝第二碗去掉了烦闷；第三碗刮干我的胃
肠，最后留下的只有文字五千卷；第四碗后发出了轻汗，
平生遇见的不平之事，都从毛孔中向外发散；第五碗骨健
又兼身清，第六碗好似通了仙灵；第七碗已经吃不得了，
只觉得两腋下微风吹拂要飞升。简单地说，卢仝把茶喝到
七魂六魄里去了。

茶是怎么来的？据说某日，神农在野外以釜煮水，刚
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
生津止渴、提神醒脑，神农大喜，过去尝百草遇七十二毒，
今得茶而解之，岂不快哉！宋徽宗是百艺奇才，更是煮茶
高手，嗜茶如命。漕臣郑可简精心送他银丝水芽“龙团胜
雪”，宋徽宗立马封他为福建路转运使的官衔。风流天子
乾隆爷六下江南，其中四次与茶有关，还赐封了十八棵御
茶树。因太后身体欠安，自从喝了江南的茶后，顿觉甘鲜
清爽，肝火立消，病体康安，连称灵丹妙药。说明茶不仅能
让人消烦解闷，亦可附庸风雅。

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嗜茶如命，曾官任秘书监，官至
宝谟阁学士。为官清正廉洁，后遭弄权之人排斥，曾写下：

“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儿信问
平安。”茶性寒，饮茶过量对身体不好，杨万里为了饮茶，不
顾身体受寒以至获病，这一点从他在这首词的序中已得
知：“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其还在《不睡》诗中写道：

“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自横斜。”可见，杨万里借喝茶
泄愤已达到不顾身体的境界。转念一想，此时此刻，若有茶
友知己一两个，岂不是更畅快些？其实，茶喝到这份上，已
不是品茶，而是解闷，是倾诉。但茶是不能如此喝法的，也
不是饮来伤身的。杨万里借喝茶泄愤，只是想找个人倾诉
而已。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没有可以和他一起喝茶的人。

晚年回乡归隐后，杨万里再也不像过去一样郁闷了。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这是他留给后人的
佳句，说明他喝茶已喝出了自我，到达清澈澄明的境界了。
品茶品出了人生的道理，并上升到精神层面，岂不是修出
道来？此时的杨万里，可以说是真正知茶、惜茶、懂茶之人。

东晋文人王蒙在朝为官时，也嗜茶成癖，凡有客至，必
盛邀入席，以茶相敬。然而当时的北方士族不善饮茶，认为
茶苦涩难咽，每次被王蒙邀饮，都苦不堪言，戏称今日有

“水厄”。没想到后来，“水厄”一词竟成了茶的别称。其实，
北方士族本不必如此“痛苦”，王蒙喝茶喝的是善意，意在
以茶结友，席地畅饮无他。但王蒙苦无知己，唯独饮为乐，
郁郁寡欢。可见人生若无知己，再好的茶也是寡欢。若遇上
懂他的人，那便是次等的茶也能喝出上等的人生。

茶如人生，皆有学问。不过，肯定会有人说，喝茶就是
喝茶，何必故弄玄虚？其实非也。其中的确大有文章，不然
何来卢仝七碗茶之说？当然，除了七碗说，北宋诗人苏轼
还写了“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是三碗
说。《红楼梦》里的妙玉还有“三杯说”，“一杯为品，二杯为
饮，三杯止渴”。七碗也好，三碗也好，三杯也好，各有各的
喝法，不相上下。

喝茶，既讲究缘分，也讲究心情。喝茶要喝得明白，明
白自己是谁，懂得过去、现在与未来。然而，一个“懂”字难
倒多少文人雅士，“明白”二字更让许多人糊涂。哪怕过
去、现在和未来也不是字面上那么容易理解。每个人的人
生都如一本书，都有自己精彩的篇章。可是又有谁愿意翻
阅与倾听呢？这是人生的困惑之所在，也是需要茶的时候
了。能够对坐共饮，这既是缘分的到来，也是信任的开始。

好茶必须带有一种苦味，高火重生。华佗在《食论》中
说：“苦茶久食，益意思。”意思是“茶的味道苦涩，饮后能
使人深思熟虑、开拓思维”。人生中总会有迷惘、伤感的时
刻，当然，也有很多的开心、幸福和快乐。喝茶，就是要把
这一切都冲泡在茶壶里，品出生活的厚重味道。

茶语人生
□卢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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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与沙家浜远隔千里，却心心相念。闽东子弟兵与阳澄湖人民

同心协力谱写了《沙家浜》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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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如蓝，清波流淌；古榕低垂，荫披
两岸。在美丽的蕉城霍童溪畔溪南村，新建
了一处展馆——闽东籍“沙家浜”英雄事迹
陈列馆，通过生动的图文，展示了当年由闽
东子弟兵伤病员等发展起来的一支新四军
抗日武装队伍，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苏、常、太一带英勇杀敌的故事和深厚的
军民鱼水情。

闽东儿女何以活跃在苏南抗日战场
上？这还得从头说起。

1934 年 9 月，在宁德霍童支提寺成立
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这支部队在
叶飞等人的带领下，活跃在闽东游击根据
地及闽浙边两省的 20 来个县，坚持三年艰
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使这块地方成为中国
革 命 在 南 方 重 要 的 战 略 支 点 之 一 。1938
年 初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闽 东 独 立 师 奉 命 改
编 为 新 四 军 第 三 支 队 第 六 团 ，叶 飞 为 团
长 、阮 英 平 为 副 团 长 。经 整 训 后 ，这 支
1380 多人的队伍于 1938 年 2 月从屏南出
发，开往皖南抗日前线。1938 年 10 月，叶
飞率领这支队伍开赴江苏茅山地区，在日
军占领的心腹地区南京附近开展敌后游
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1939 年 5 月，叶飞
率 六 团 以“ 江 南 抗 日 义 勇 军 ”（简 称“ 江
抗 ”）名 义 东 进 ，从 茅 山 出 发 至 阳 澄 湖 一
带，与常熟地方抗日武装会师，开辟苏常
太抗日游击根据地。

阳澄湖素称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稻谷
飘香，是宁沪杭一带久负盛名的“阳澄湖大
闸蟹”的产地。湖面纵横数十里，湖边芦苇
连片，湖水碧清，风光秀丽，渔船来往不绝，
东边靠昆山巴城镇，南边是京（宁）沪铁路。
阳澄湖地区是个水乡，湖汊河网密布，前村
后村可望而不可即，没有船只则寸步难行。

宁沪沦陷后，这里横遭日寇铁蹄践踏。
地痞胡肇汉在那里招兵买马，组织土匪武
装，成为阳澄湖的“土霸王”，横征暴敛，鱼
肉人民，民不聊生。

叶飞率领“江抗”东进时，曾用汽艇拖
成百只木帆船，浩浩荡荡进军阳澄湖，横扫
伪军、土匪，为民除害。日伪军肆无忌惮的
行为有所收敛，阳澄湖人民欢欣鼓舞。

1939 年 10 月，为顾全统一战线大局，
“江抗”部队西撤北上，在阳澄湖后方医院
留下了一批伤病员，经当时的负责人夏光
清点有 36 名。36 名伤病员中来自闽东（现

宁德市）的有：黄烽、吴立夏、叶克守、张世
万、叶诚忠、黄德清、何彭福、谢锡生、潘阿
兴、周义大。后来进进出出医院的共有 100
多人，也多数来自闽东。

黄烽将军回忆说：“当时医院所处环境
十分险恶，敌人频繁下乡‘扫荡’，搜索我方
人员，‘草头王’胡肇汉（《沙家浜》剧中胡传
魁生活原型）又东山再起，更加嚣张。阳澄
湖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后方医院的医
护人员和伤病员手无寸铁，也没有部队掩
护。当时后方医院活动在苏（州）常（熟）地
区阳澄湖畔的湖汊水网地带，每移动一次
都要用小渔船或罱泥的小船作交通工具。
伤病员分散隐蔽在当地群众家中，所住家
中的大娘、大嫂等乡亲，视伤病员为自己的
亲人，悉心照料。敌人下乡‘扫荡’时，乡亲
们不顾生命危险转移、隐蔽伤病员，甚至冒
着弹雨抢运伤病员。”

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批
伤病员和后来以他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

“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
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以及闽
东籍老红军陈挺率领的二支队，与沙家浜
人民同仇敌忾，舍生忘死，坚持斗争，再次
显示了这支“老虎支队”的顽强战斗作风，
狠狠打击了日军和“草头王”地痞胡肇汉，
钳制了大量敌人，获得了丰硕战果。这芦荡
火种的燎原，鼓舞了江南东路人民的抗日
斗志，为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
基础。

现代京剧《沙家浜》就是以这为原型编
演的。为便于演出，剧本把 36个伤病员缩写
为 18 个，象征 18 棵青松，屹立在阳澄湖畔，
英勇杀敌，保护人民。以沙奶奶和阿庆嫂为
代表的当地群众，视伤病员为亲人，无微不
至地关心照顾，甚至不顾危险挺身护卫，结
下了深厚的军民情谊。

在闽东籍“沙家浜”英雄事迹陈列馆
里，介绍了闽东“老六团”战士在苏南参加
战斗的战役，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血战黄土
塘、夜袭浒墅关、火烧敌机场等，还逐个介
绍了闽东籍沙家浜英雄事迹。

夜袭浒墅关，闽东战士打先锋。浒墅关
是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的关隘，距苏州
城 20 余里，驻有日军警备队 30 多人。为了
扩大东进影响，1939 年 6 月 24 日晚，叶飞指
挥六团，采取长距离奔袭的办法，争取速战
速决。团的主力连二连担任攻打浒墅关据

点的任务。在连长吴立夏和指导员吴立批
带领下，二连战士携带短枪、手榴弹，放下
背包，轻装进入阵地。吴立夏首先率领突击
队悄悄摸进去，迅速把敌军的流动哨兵干
掉。突击队员立即接近敌人住的平房，两人
控制一个窗口，站在窗口的两侧，枪口对准
睡在床上的敌人，手榴弹的盖子也打开了，
只待投掷。这时敌军正在呼呼大睡。吴立夏
枪声一响，突击队员一齐向睡在床上的敌
人猛烈射击，并将手榴弹一束一束地扔进
去，屋内敌人无一漏网。这次全歼浒墅关敌
军据点的战斗，使沪宁铁路一度中断通车，
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群众欢呼：“新四军是
真正的抗日队伍！”

火烧虹桥机场，“老六团”大显身手。
1939 年 7 月的一天，上海近郊数百名出来

“扫荡”的日伪军被我部队打击后，拼命往
上海虹桥机场方向逃跑。支队长廖政国率
部追击逃敌，一口气追了 60余里。天黑后路
过上海日军虹桥机场，趁着夜色，摸进机
场，看到机坪上停着 4 架飞机。廖政国命令
蓝阿嫩让战士打开汽油桶，往飞机上浇汽
油，把飞机点燃，战士们还往飞机上扔手榴
弹，顿时火光冲天，4架飞机被烧，我军指战
员全部安全撤出。夜袭敌机场，震撼了宁沪
路上的日伪军，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老六团”的战士，由于作战勇敢，在
当年的苏南战场上声名远播，叶诚忠就是
其中之一。1939 年 11 月新“江抗”成立后，
叶诚忠在陈挺带领的二支队任一连连长。
他不仅机智灵活，而且勇猛顽强，善持双
枪，是江南抗日队伍中有名的“三猛”虎将
之一。1940 年夏，二支队在江阴桐岐镇与
50 多名日军遭遇，发生激烈的巷战。身为
连长的叶诚忠带头冲锋，与敌人展开激烈
的肉搏战，当场击毙 10 多名日军。在猛烈
的冲击下，敌人全部退缩到桐岐镇的一座
庙宇大殿里。叶诚忠采用火攻，把堆在大
殿 四 周 的 干 柴 草 点 燃 ，烧 得 敌 军 哇 哇 大
叫，全部葬身火海。这次战斗是新“江抗”
成立以来缴获武器最多，也是武器最好的
一次。特别是一挺崭新的重机枪，在以后
的多次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44 年 1
月 5 日，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身为副营
长的叶诚忠奉命挺进苏北，在解放宝应县
大官庄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但还是挣
扎着用手捂住伤口，坚持指挥战斗。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这位闽东儿女摸出一本笔

记本和一支钢笔交给身边的战友，一字一
句地说：“我是个孤儿，党就是我的母亲，
新四军就是我的家。请代我把这些交给党
组 织 。”说 完 就 永 远 闭 上 了 眼 睛 ，年 仅 30
岁。为了纪念叶诚忠，当时的中共宝应县
委决定将大官庄一带命名为“诚忠乡”（现
为宝应县小官庄镇诚忠村）。

在 10 位闽东籍（现宁德市）“沙家浜”
英雄人物中，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凡的战斗
经历。新“江抗”特务连副排长谢锡生，在
洋沟溇与日军作战中，被子弹击中腹部，
他 咬 着 牙 坚 持 战 斗 ，直 到 牺 牲 在 阳 澄 湖
畔；新四军一师二团营长叶克守在嘉兴固
战斗中，腰部被敌人子弹射穿，身受重伤，
仍坚持在火线指挥作战，后又率部参加郭
村保卫战和著名的黄桥战役，每次战斗都
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担任新“江抗”司令
员夏光警卫员的何彭福，在我军与日寇在
洋沟溇的激战中，他发现敌人正举枪向夏
光司令员瞄准射击时，想都没想，猛地扑
向夏光，用自己身体挡住子弹，血流如注，
险些送命；时任十八旅四十八团团长的黄
德清，在观察地形时，左膝盖骨被敌人的
子弹打穿，鲜血直喷，他忍着剧痛，右腿跪
在地上，向敌人开枪反击。在沙家浜养伤
的“老六团”战士张世万、潘阿兴、周义大，
也都在战火中锤炼成钢，英勇杀敌，屡立
战功。

说到沙家浜闽东儿女，自然绕不开新
中国成立后都晋升少将的当年的“虎将”陈
挺和“儒将”黄烽。他们一武一文，带领着沙
家浜勇士们驰骋苏南战场，打击日寇、伪
军、顽军，身先士卒，功不可没！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陈挺将军身经百战却从未受伤，他
风趣地说：“打仗越不怕死，越不会死！”所
以人称陈挺是“福将”。

这支由沙家浜伤病员发展壮大起来的
队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转战南北，先后参
加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
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为共和国的
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
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贡献
力量。

英雄赞歌，历久不衰。由沙家浜 36位伤
病员战斗故事演绎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已
红遍大江南北。英雄把闽东与沙家浜连在
一起，把闽东的革命火种与全民族抗日烽
火连成一片。

芦荡火种 根在闽东
□林思翔

石狮，以商兴市，靠服装建市，是中
国重要的轻纺生产基地、海峡西岸最具
国际化的轻纺市场。石狮共有纺织服装
企业 1 万多家，年产值 1000 多亿元，是
我国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基地和集散
地之一。

服装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
高质量的电能保障。国网福建省电力有
限公司实施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
提高供电可靠性，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国网石狮市供电
公司发挥先行作用，着力打造坚强智能
电网，推出惠企利民创新服务举措，提
升客户用电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千亿
产业腾飞。

“可靠电”为服装产业转型“添动能”
“服装城在加快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的过程中，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持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11月17日，国家电网福

建电力“双满意”（石狮海丝之光）共产党
员服务队前往石狮服装城开展常态上门
走访时，石狮服装城相关负责人说。

为推进石狮服装产业进一步转型
提升，石狮市动工建设全新的服装市
场——石狮服装城，开启打造中国休闲
服装名城的改革步伐。作为当时石狮经
济转型的重大项目，电力保障至关重
要。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作为项目建设
组重要成员，根据服装城建设施工电源
及运营用电需求，反复论证供电方案并
调整电网结构，开工建设 110 千伏灵秀
变电站，架设专门供电线路，为服装城
提供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

2015 年 6 月，入驻服装城的商家飙

升，服装城提出了新增用电容量 1 万千
伏安的申请。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根据
服装城用电情况及未来规划，统筹考虑
客户用电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了供电
方案。当年 12 月，服装城增容送电工作
提前完成，满足了新增用电需求。

如今，石狮服装城入驻经营商户
3200 多家，年经营额为 300 亿元，先后
荣膺“中国十大服装专业市场”“中国服
装品牌孵化基地”等荣誉称号。

10 月 29 日，走进石狮服装智能制
造园企业烈酒服饰的智能生产车间，一
派繁忙景象。在距离该企业不远处，国
网石狮市供电公司员工正在开展线路
带电检修作业，实现了客户用电“零感

知”。这得益于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建
成世茂“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实现了世
贸、服装城区域内计划检修零停电目
标，涉及服装企业 200余户。

“宁让电等发展、不让发展等电”，在
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从来不是一句口
号。2023 年，公司不断加快电网建设步
伐，全力攻坚 110千伏五金输变电、玉湖
配套线路工程，有序推进 500 千伏霞泽
输变电、配套线路及 220 千伏霞泽变配
套送出和霞泽—石壁线路工程等属地任
务，为石狮市经济腾飞插上电力“翅膀”。

“优服务”护航服装产业“加速跑”
“新装的变压器已经投运一段时间

了，咱们生产用电还平稳吗？”11 月 6
日，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宝盖镇供电所
所长带队，再次来到石狮大帝织造服饰
有限公司走访，了解用电需求。

前段时间，该企业由于年底订单量
持续增多，现有用电容量无法满足生产
需求，急需新装一台变压器。接到项目
用电申请后，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第一时间介入，安排专属大客户经
理实施“一对一”服务，开辟绿色通道，
全流程跟进客户用电进度，提前半个多
月完成变压器增容送电。国网石狮市供
电公司还专门实施了“网格化”服务模
式，制定“一对一”专项服务，定期组织
网格员走访对接，帮助企业检查线路和

用电设备，叮嘱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10 月 27 日，在泉州鹏泰服饰有限

公司智能化生产车，智能化服装生产线
马不停蹄运转。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客
户经理正在开展用电检查并为该企业
提供了一份“用能体检报告”。

前不久，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客
户经理在走访该企业过程中得知，该
企业从制造向“智造”转型后，每月用
电量有所增加。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
主动靠前服务，创新开展“供电+能效
服务”，利用大数据对企业进行用能分
析，并为其量身定制用能方案，精准降
低用电成本。

如今，石狮市服装产业在转型升级
中实现腾飞。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也在
服务产业用电中不断“强筋壮骨”，实现
电网转型升级，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
境，赋能服装产业一路“升”花。

（赵燕宾 许伟哲） □专题

电力赋能，千亿产业一路“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