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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怀兴连队有个“革委会”
1968年5月，班长让我去参加“连

队革委会的会议”。我有点疑惑，班长

说去就知道了。那时的我是工程兵，在

一个刚组建的新部队，没有自己的营

房，也没有任何家底。所以连队的会议

都在山坡上、河滩边，席地而坐。

会议由副连长召集，参加会议的

有十来人。我不明白部队里怎么会有

“革委会”。副连长简单解释说，连队的

革委会全称“革命军人委员会”，是在

连队党支部领导下、军人参与连队管

理的群众性组织。革委会的职责不少，

当天主要请大家对连队的生活，尤其

是伙食发表意见。

一听参与连队的管理事务，军龄

才几个月的战士们也没有什么拘束，

畅所欲言起来。有人反映吃不惯高粱

米，有人怕吃辣，还有人觉得主食副食

花样少。副连长解释道：“我们连队没

有伙食底子，没有老食堂那样的库存

打底，也没有菜地猪圈，每人每天4毛

钱的伙食费，包括买米买菜买煤，这个

底子我们革委会成员应该知道。军人

要适应‘五湖四海’和‘准备打仗’的特

点，大家要逐步能吃辣、适应吃粗粮。”

他还说，“革委会”就是要鼓励司务长、

炊事班想办法搞好伙食，增加战士的

营养，希望大家一起出主意，共同办好

连队伙食。

司务长响应道：“连队食堂粗粮、

细粮的比例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可

以把高粱米饭煮软一点，还可以粗粮

细做，想办法让大家既吃得饱、又吃得

舒服些。”大家听了以后，气氛更热烈，

提出可以搞生产，自己种菜、喂猪，减

少采购的费用，还建议逐步完善生产

产品验收结价、军人代表参与制定食

谱、定期公布账目等制度。

当天，连队晚点名时，副连长宣

布，连队鼓励大家进行生产活动，划分

了各个班排的种植品种、开荒区块。第

二天，除了国防施工的班排，其他均开

展开荒种地。我所在的班种的是大葱，

东北籍战友边干边向我们介绍着相关

知识、谚语、逸闻。他们说，种大葱垄背

要留得宽，长几天后要勤培土，第二次

培土时就可以摘些葱叶吃了。有一个

东北老兵说老家还有一句俗语——大

葱蘸大酱，越吃越胖。我们听了都忍不

住笑起来，尝试着开始这样吃大葱。初

时觉得大葱辛辣，下肚后胃里似火烧，

但几个月后竟也习惯了这味道，还有

些上瘾，觉得大葱开胃、下饭，很过瘾。

没过多久，副连长又召集召开革

委会会议。会上，他告诉大家，当下连

队经费所设的科目，又说生产费、伙食

费走的是两笔账，各班种的菜、喂的

猪，进入厨房要折价，需从伙食费支付

到生产费里。这样一来，生产费有了结

余，可以为战士们买点学习用品。这让

大家都很自豪，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仅改善了伙食，还增加了生产费收

入。那一次，连队为每人买了一本笔记

本，发到战士手里时，大家非常开心。

我的这个本子，因为记了日记，一直保

留到现在。

那个时候，革委会还组织了年度

军人民主生活会，对连队建设、干部作

风提批评意见；与团支部联合组织了

自编自演文艺晚会；为提高训练水平、

安全施工献计献策等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转业离

开了军营。后来，听说革命军人委员会

改名为“军人委员会”，工作的性质、职

责既有不变的初衷，也有与时俱进的

更新。祝愿我军基层民主进一步发挥，

让每位军人士气鼓得足足的，全面促

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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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蓝鼠

外星蓝鼠和地球黑鼠交朋友。黑

鼠兴奋。蓝鼠吸去黑鼠的兴奋。黑鼠像

瘪气的皮球。蓝鼠说：俺那里能把感情

吸来吸去。兴奋多得是，还你！黑鼠又

兴奋了。猫来了。黑鼠害怕。蓝鼠吸入

黑鼠的害怕后，全身哆嗦：俺那里天不

怕，地不怕，缺害怕。俺吓得哆嗦也得

把害怕带回去！没了害怕的黑鼠朝猫

扑去，被猫吞了。

跳蚤

爸爸坐电脑前打字，手指噼啪地

敲。一只只黑黑的跳蚤，那么神气地跳

了出来。跳蚤探头探脑的，在电脑里，

排着整齐的队伍，不发一丁点儿声音。

我好奇地看着它们，它们也好奇地看

着一个我。我对它们说：“让我们做好

朋友吧！”第二天，跳蚤们从电脑里跑

出来，排成6个字：祝你生日快乐。我

的生日它们也知道！

少女腰鼓队

采摘水中的月亮，圆圆的月亮，系

在窈窕柔曼的细腰，仿佛是少女身体

里长出来似的！宁馨的气息，像月光，

鹅黄鹅黄，并且飞翔。少女挥动细细鼓

槌。月亮咚咚擂响了，宛如天女散花。

月亮的声音，落满青青草地，凝固成露

珠，一颗一颗，照亮天上的星星。大地

的麦粒熟了，一如少女腰鼓队擂击的

鼓点……

醉鱼

有个钓鱼迷，鱼见到他就逃。钓鱼

迷非要钓到鱼不可。鱼提心吊胆。一条

章鱼故意让钓鱼迷钓着。钓鱼迷把章

鱼清蒸下酒喝。一瓶酒下肚，不是钓鱼

迷把章鱼吃了而是章鱼把钓鱼迷吞下

了肚。章鱼回到河里，吐出钓鱼迷。钓

鱼迷冲天的酒气醉了一河的鱼。钓鱼

迷酒醒了，看着满河的醉鱼，说：“原来

鱼也爱睡大觉！”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

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

条。”七夕临近，仰望碧空，总会想起唐

朝小神童林杰这首《乞巧》。作为一个

极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历代文人

墨客以七夕为题，写下了大量多姿多

彩、脍炙人口的诗篇。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

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

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

暮。”“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的这首

《鹊桥仙·纤云弄巧》，据说是他在望月

感怀时，眷念心中女子愁绪难遣，才落

笔写下这清婉的七夕翘楚之作。思绪

稍顷，就被其带入那遥遥迢迢的银河

鹊桥之上，在绮丽诡谲的云彩间，点点

繁星也带着清幽愁怨。一对神仙眷侣

在金风玉露中，诉不尽离愁忧思，那恍

若梦境迷离虚幻的相聚良辰，温柔似

水的脉脉情愫，实在让人不忍回看归

路。可相逢亦是别离，纵使心中千般不

舍、万种依恋，也只能悠悠哀叹，两情

长久又岂恋朝暮。

李清照《行香子·七夕》：“草际鸣

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

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

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

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

晴，霎儿雨，霎儿风。”这种以景融情的

极强代入感，即便隔着悠远时空，也让

人犹如置身寂静幽凄的古时庭院，蟋

蟀在草丛鸣蛩，“惊落”的梧桐叶离枝

飘落，仰望夜空，那云阶月地漭漭天

河，牛郎织女仿佛被千重关锁阻隔。

在忽风忽雨的莫测变幻中，倏然间似

乎让人看到那个愁容“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的清丽女子，她满腹悲怆孤

寂，牛郎织女尚可在鹊桥一年一会，

不知自己何日才能与离乱中阻隔的

夫君再叙“一世情长”。

七夕之夜，闲坐葡萄架下，茉莉

花的清香氤氲萦绕，凝望满天星斗，

杜牧的这首《秋夕》倏然飘入心头：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细品慢吟间，无限的凄凉悲苦就从诗

中漫涌而来，不由得想到那句“花落

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幽幽

深宫即使富丽堂皇也难掩佳人心中

落寞，一点晕黄的烛光冷冷地映于屏

风上，静谧的暗夜流萤扑朔迷离的绿

光诡谲如梦，轻盈地执起绫罗小扇，

在扑打中打发着难熬的寂寥时光。月

色清冷君心如冰，牛郎织女即使隔着

银河天上人间，也可在年年七夕鹊桥

相聚，悲己之心诉与谁人听。

夜色如澜晚风轻拂，数千载光阴

飘忽而过，那些缤纷了流年的旖旎传

说，以及古老的习俗，让情愫在心中

洇染，唤醒深藏于心的浪漫情思，让

爱与真情永驻心间。

读《红楼梦》至六十三回，曹雪芹

写到了普洱茶。林之孝一行人来怡红

院查夜，正当宝玉怕积食还没睡，林之

孝家的便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

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大

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大娘也

尝一碗，都是现成的。”说着，晴雯便倒

了来，林家的站起接了……普洱茶历

史悠久，云南临沧凤庆树龄3200年的

锦秀茶尊，便是活着的见证。许多古老

传说尊诸葛亮为茶祖，说其在西双版

纳易武留下茶籽给当地人，由此说明

易武在汉代就有了茶。但是普洱茶真

正的声誉远播却是在清代以后。

清雍正年间，云南总督鄂尔泰在

普洱府宁洱县设茶厂、茶局，统管茶叶

生产制作，选最好的普洱茶精细加工，

进贡朝廷。来自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

普洱茶，茶味浓厚，助消化能力强，很

适合游牧出身、肉食为主的清朝廷皇

亲国戚的需要。于是，普洱茶中的女儿

茶、团茶、茶膏等，深得帝王将相王公

贵族喜爱。

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值雍正、乾

隆年间。那时，普洱茶已进入宫廷和达

官贵人之家，被写入书中合情合理。只

是书中提及的女儿茶，学界有争议。

《红楼梦》中袭人晴雯提到女儿茶用

“焖”的方式品饮，正是普洱茶的特点。

由此，我认为书中的女儿茶就是普洱

茶的一个品种，即由少女采摘的细嫩

古树芽茶。清代张泓《滇南新语》记载：

“普洱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

号……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

清代阮福《普洱茶记》记载：“女儿茶为

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

也。”

云南向清朝廷进贡普洱茶，一直

延续到清朝末年。上世纪 60 年代初，

北京故宫还存留清廷剩下的不少普洱

贡茶，其中有团茶、女儿茶、茶膏等。至

今，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当年用女儿

茶制成的团茶“金瓜贡茶”，又称“人头

茶”，重约5斤，形如人头，色如金瓜。

云南向清朝廷进贡的普洱茶，茶

料主要来自西双版纳易武。清代阮福

《普洱茶记》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

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

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

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

倚邦，蛮砖者味最胜。”倚邦，在傣语中

称“唐井”，即茶井之意。在易武六大茶

山中，倚邦茶山海拔高，海拔反差大。

倚邦茶区内有大叶种和中小叶种茶

树，中小叶种的品质不但优于大叶种，

也优于其他地区的中小叶种，茶香独

特。故宫所藏用女儿茶制成的“金瓜贡

茶”，有说原料来自倚邦。

一部《红楼梦》，满书有茶香。为寻

找《红楼梦》中写到过的六安茶、老君

眉、龙井茶、枫露茶、凤髓茶，我曾多次

去安徽六安，浙江杭州，湖南洞庭湖君

山岛，福建武夷山、福鼎、建瓯等地，写

下多篇文字。关于普洱茶，二十年前我

就开始收藏，有女儿茶、七子饼茶、团

茶、沱茶、茶膏等。择时去云南实地看

茶是我一直的念想。2019年、2021年，

我在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等地跋山涉

水，深入原始森林，攀越老班章、布朗、

那卡、勐宋、贺开、南糯、易武、冰岛等

茶山，留下苦行足迹，与当地茶人一起

采茶制茶，从而对《红楼梦》中写到的

普洱茶增加了许多感性认知。

如果说老班章、冰岛、昔归的普洱

茶以各自的特色在今天傲骄江湖，那

么易武的茶则更像一位沉稳的老者，

有一种体会不尽的深厚。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瑞贡天朝”的

字匾和普洱贡茶年谱、茶马古道的线

路图等相关史料和文物，说明了易武

与普洱贡茶的关系。

我曾去过易武茶马古道的起点，

一个叫“公家大园”的广场，百年大树

环绕，树冠如盖。古时，六大茶山大部

分茶叶在易武集散，公家大园是马帮

的出发点之一。广场中心立着石碑，记

录着往昔茶马古道的史实。遥望远方

群山，穿越时空，似乎看到了马帮在古

道上行走……我想，当年曹雪芹笔下

红楼女儿喝的普洱茶正是从这里出发

的。

相比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年代，

现在普洱茶的内容丰富了太多，产茶

地区已远不止易武六大茶山。当年交

通闭塞鲜为人知的班章老寨、冰岛村、

昔归等地的茶，被越来越多的喜茶人

追捧，在制茶工艺上也有开创性的发

展。每次品尝种种普洱好茶我都会想，

如果曹雪芹仍在，那他笔下的普洱茶，

内容一定会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