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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扫 此 二
维码，观看本
期节目视频。

来到徐树强旧居的室内，可以看到不光它

外面是完全对称的，室内也是完全对称的，从大

门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大厅，两边有两个完全对

称的镜子。再往里走，就会看到一个对称的楼

梯以及正中间的彩窗画，并且用很多元素加强

了这种对称感，这在现代建筑里是比较少见的。

可惜的是，这座巨轮式的建筑，在建成之初，并

没有像它的设计所展现出的摩登与进步，而是随它

的主人徐树强一起驶进了天津的那段至暗时

刻。（节选，有改动）

徐树强旧居：
建筑无辜人有愧

万鲁建秋
春楼
小
【53】

和平路睦南道108号，一栋枣红色砖木结
构建筑，从空中俯瞰，它具有平整的屋顶，没有
一处直角的曲线形转角，连贯的立面横向线
条，配以第三层酷似轮船舷窗的圆窗，犹如一
艘兼具平衡与对称之美的巨轮。这就是徐树
强旧居。该建筑目前为天津市和平区文物保
护单位、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这座住
宅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占地面积约3000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为三层砖木结
构平顶楼房，建筑布局依据地形变化，整体方
正规则，临马路交界处的转角部位采用圆角处
理，在建筑的其他部位还点缀了几个圆弧阳台
雨篷，使得立面变化更加丰富。枣红色缸砖砌
筑的清水墙面，细腻的肌理与周围环境协调，
具有很强的现代建筑特征。

这座建筑的主人徐树强是何方人士？徐
树强（1914—1951），字幼洲，天津人，淞沪警察
厅厅长徐国良之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0
期毕业生。留日期间，他与其他中国留学生组
织篮球队，参加万国篮球赛并取得佳绩。据
1937年2月28日《大公报》报道，在日本留学的
徐树强等人在东京组织东敏篮球队，“实力颇
为雄厚，曾参加日本东京青年会主办之万国篮
球赛。连战皆捷，对美国队之赛，且以66:38胜；
更以54:45之比，战败青年会永久盟主之海上
队，获得本届冠军”。

徐树强于1938年3月回国。此时，抗日战

争已经全面爆发，徐树强先是担任日本宪兵队的
顾问，此后不久便担任伪天津公署水上警察分局
局长，后又担任伪天津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1944
年又成为伪唐山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由于具
有留学背景，他曾加入设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士
官学校同窗会，该同窗会与留日学生会、中日同道
会共同组成“三同会”，以宣传所谓“中日亲善”“中
日合作”为中心，反对中国共产党，也反对蒋介石政
府，鼓吹在日本的支持下实现“华北自治”，建立亲
日的傀儡政权。天津日租界警察署巡捕长刘寿岩
和徐树强的哥哥徐树浦，就曾仰仗他的势力，参与
贩毒活动。大批烟土运到天津东站和码头时，徐树

浦等人亲自负责押运至德义楼旅馆。
1939年徐树强担任伪水上警察分局局长时，曾

宣称水上警察分局管辖天津市的一切水域，也包括
水坑，意思是向采冰者索贿。其实当时冰窖采冰，照
例都会贿通管界上的警察机关，但是并没有和水上
分局打过交道，因而没有及时行贿。结果徐树强借
故把云汉冰窖的经理傅云汉抓走羁押起来。冰业公
会的会长、委员们到水上分局请求保释时，徐树强还
拍案大骂说：“你们冰窖业太看不起水上分局了。”最
后大家花了一笔钱才把傅云汉保释出来。

1941年底，徐树强开始担任伪警察局特高科
科长，经常去南京理发店理发，当时有专人招待，
有专人给他理发，理发用的围子、毛巾、工具，甚
至头油、头水也都是长期存放在理发店供他个人
专用。每次去理发，他都带着便衣特务在店堂内
护卫，致使理发师总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他
的一个姨太太戴维斯也经常到南京理发店找女
部10号理发师卢春楼做头，有时做完头发还会约
卢出去游玩。有一次他们在英租界中街被徐树

强看到。徐遂于当年中秋节带领两个便衣特务
到南京理发店抓捕卢春楼。只因事先被店员察
觉，卢春楼才得以脱身。后来又发生了北平一个
官僚姨太太到天津，要嫁给大光明理发店理发师
徐明宏之事件，此事闹到伪天津市警察局，徐树
强得知后，便与伪警察局局长阎家琦商量，认为
一个剃头的竟然利用理发师的便利条件引诱上
流社会的姨太太，很不像样子，就怂恿阎家琦以
“下等人触犯了上等人”的罪名，命令“凡是理发师
一律都得推光头”。1944年，棉布商世昌号为运出
位于极管区（原英租界）的棉布，通过在谦丰银号走
街的邱丙炎代为向徐树强说情，最终由徐派警察在
交界口等候，世昌号才将大批棉布运至东浮桥旁的
华纶染厂内寄存。事后，将50000元的支票通过邱
丙炎给徐树强送过去，结果过了三四天，禁运的规
定就解除了，世昌号方知上了徐树强的圈套。此后
因天津市物价不断上涨，世昌号一卖一买更是损失
惨重，最终于1945年结业收市。

日本战败投降后，徐树强潜逃，走之前他利用
与天津西开教堂主教文贵宾的密切关系，曾将一部
分房产转给文贵宾，以教会财产的名义隐匿起来。
1951年5月，文贵宾自己招认说：“我曾隐匿汉奸徐
树强财产，未向政府报告，我承认错误。”另据天津
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调查，白俄李维金也隐匿了
属于特务徐树强、徐树浦兄弟二人的物资。此外，
仁记洋行买办李志年次子李星联，在天津沦陷时期
也与徐树强走得特别近，并经徐树强介绍，李星联

还到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任职。1945年12月5
日，天津市军警秘密出动，将徐树强与伪治安总署督
办齐燮元、伪天津市市长温世珍等人一并抓捕，关押
在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监狱。不过直到1948年，徐树
强才被判处 12年有期徒刑。
1951年4月29日，天津市军管
会军法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惩治反革命条例，以投敌罪判
处徐树强死刑，作为第二批反
革命分子将其处决。

历史已经远去，但是建筑
犹在，总在警醒世人：大节不
能有亏。

我几乎在1987年考入大学俄语专业不久，就得知谷羽
先生大名。那时上课之余跑到图书馆，沉醉在文学世界
里，一待就是半天。当时读过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克雷洛
夫等很多俄国诗人的作品，都是谷羽先生的译本。先生的
译笔质朴简练、平和恬淡，深得我心。

真正认识先生本人，是在2015年我调入南开大学俄语
系工作后。那年7月，在南开大学夏季小学期里，俄语系邀
请谷羽先生给本科生做讲座。先生当时讲的是译诗的实践与
方法。讲座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坐在第一排的
我完全被先生高大的身材和谦逊儒雅的气质吸引了。在我印
象中，诗人译诗，这诗人也该像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样身材不
高，但先生不是，他可以用气宇轩昂四个字来形容。先生头发
花白，面色白净，慈眉善目，说话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感觉他
似乎遨游在诗歌的海洋里，自得其乐。
当时先生已经退休在家，但他退而不休，在南开大学外

国语学院阎国栋院长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刚刚出版了自己
的学术论文自选集。在结集出版的40余篇文章中，既有诗
歌史的研究，也有诗歌翻译方法的探讨，还有对俄罗斯汉
学家译介中国诗的历史衍变的梳理。从中可见先生的学
术贡献和学术兴趣。此外，先生当时正在和俄罗斯汉学家
合作编选、翻译中国诗歌。
先生虽然很忙，但逢有俄语系或外院举办的俄罗斯文学

或外国诗歌研讨会，必定到场，积极发言，分享心得。时间久
了，我发现，先生有着“独乐不若与人乐”的胸怀。他关爱年
轻俄语人的成长，愿意与大家交流自己的读诗、译诗经验。在
先生与学生的见面会上，爱诗的学生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问

不完的问题，先生总是微笑着循循善诱，时常以自身经
历佐证勤能补拙的神奇。多么美好啊，这些难得的机
缘，难得的时刻。先生，我们在座的老师、学生们，都深
切体会到分享的愉悦。直到很晚，先生才骑上单车，在
昏暗的灯影中远去。临别时，我们嘱咐骑车要小心，他
回答说没关系，很近，一会儿就到家。

先生每次来南开，来外院都是骑着单车，风雨无
阻。我们佩服先生身体硬朗，同时对先生的召唤变得有恃无
恐，时常邀请先生前来参加我们俄罗斯文学和中俄关系交流
史专业的博士生开题、答辩会。这不仅因为先生学识广博，
他除了对俄罗斯文学躬耕一生，对中俄诗歌翻译举重若轻
外，在俄罗斯汉学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2003年，在俄罗斯
汉学家李福清院士的帮助下，先生带领高校俄语专业25位
同行，合作翻译了190万字的四卷本《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
史》。此后多年，先生与李福清一直保持着联系。李福清将
撰写的论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寄给先生征求意
见，先生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译出了这篇75000字的文章，回
寄给院士审阅修订。院士在回信中赞叹道：“谷羽，您是真正
的劳动模范！”先生撰写27000字的论文《阿翰林呕心沥血译
诗词》，以研究和评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诗词，被李福
清收进其75周岁纪念文集，并在俄罗斯发表。

先生治学认真严谨，孜孜以求。他在给博士生们修改
论文时，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就更别提错别字了。先
生为人谦虚随和，常对论文中使用的一些概念提出质疑，问
是否因为自己书没读到而感觉表述不明。先生修改过的书稿
如今已成为学生们珍藏的史料和“文物”。这两年，先生的眼
睛不太好，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劳驾先生了，但是学生们依旧去
拜访先生，咨询问题，先生也是乐此不疲，有求必应。

先生退休20余年，但他持之以恒，笔耕不辍。他学会
了使用电脑，并利用网络通信的便利，结识了更多的俄罗
斯朋友，与他们合作编选、翻译中国诗歌。其中最重要的
几位，有莫斯科《千家诗》的译者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彼
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还有翻译《李白诗五百
首》、撰写《李白传》、荣获翻译成就终身奖的汉学家谢尔
盖·托罗普采夫。2017年春天，先生与托罗普采夫合作在
彼得堡出版了《诗国三高峰 辉煌七百年》的俄译本。从
2019年开始，天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们合作编选翻
译的七卷本《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丛书。七卷本
的诗稿，先生当初让我看看，提提意见。我不自量力地读
了诗稿，并斗胆提出一些想法和问题。每次先生都会谦虚
地接受，过后再与我商讨。可每次交流的结果，不是我给
先生提建议，而是他教给我许多译诗的方法、技巧和原则，
受益的一方总是我。在此也特别感谢先生无私的教诲，让

我获益良多，不仅在学识上，也在精神上。
如今先生已至耄耋之年，却精神矍铄，博闻强记。

我们虽见面不多，但每年电话总会通上三四次。先生
每次都会在电话里向我“汇报”他的新近出版物，他现
在正在做什么。每每听到这些，都令电话这一端的我
这个后辈汗颜，感觉时间厚此薄彼。但我心里很清楚，

先生的时间都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最近，白俄罗斯国家杂志
社采访了先生，在2023年4月刊登了访谈录《业精于勤的翻译
家谷羽》之后，连续五期刊登先生翻译的白俄罗斯诗歌作品。
先生在寂寞岁月里默默耕耘，如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回望60多年的创作生涯，先生读诗、译诗、写诗、讲诗、
评诗，与诗结缘，付出了汗水和心血，也收获了充实和美
好。先生曾写过一首诗叫《架桥铺路工》，表达自己无悔于
诗歌翻译的心迹——

有人说：“文学翻译，

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

译得好，光荣归于原作，

译不好，自己招惹骂名……”

可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他们甘愿当架桥铺路工，

陪外来作家过桥，排除障碍，

伴读者出国远行，一路畅通……

译著，是修桥铺路的基石，

辛勤劳作，只求桥宽路平，

广交朋友，心里高兴，

任人褒贬，镇定从容。

谷羽先生无疑是诗歌翻译界的常青树，祝愿先生青春
永驻、佳作迭出。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语系主任）

【学人小传】

谷羽，原名谷恒东，河北宁晋人，1940年生。南开大学外

语学院俄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天津作协会员，俄罗斯圣彼

得堡作协会员。1999年获俄罗斯联邦普希金纪念奖章，《诗

刊》2018年度陈子昂翻译家奖获得者，2019年10月获中国俄

语教育终身成就奖。专著有《帆船，在诗海上漂流——俄汉诗

歌翻译研究》；译著有《俄罗斯名诗300首》《普希金诗选》《克雷

洛夫寓言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选》《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

等，发表译作70余部。在60余年翻译生涯中，俄译汉约5000

首诗，超过80000行，译过的诗人约300人。与俄罗斯汉学家

和诗人合作，把约100位中国诗人的700首诗译成俄语。

虚怀若谷 笔耕不辍
——我认识的谷羽先生

王丽丹

【编者按】

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哲学社

会科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德学双

馨、学术贡献突出的专家学者，

为天津城市的发展注入智慧之

能、人文之光。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即日起，天

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天津

日报联合推出“津沽学人”专

栏，推介在学界德高望重、专业

突出、学风卓正的天津社科界

名家大家，以期传承学人风范、

弘扬学术精神，激励后学薪火

相传、创新不止、勇毅前行，着

力赓续中华文脉，涵养海河儿

女的文化自信。

天马来了。
天马，天津马拉松的简称。众望所归的天马终于回归市内跑了。全

国各地每年大约有近百场马拉松，最多的一年，2019年据说达到了1828
场，这么多的跑马赛事中天津马拉松备受期待。从新的线路预告来看，天
马将完整地贯穿天津中心城区的市内六区，还有东丽区的一部分，许多天
津地标建筑也被这条跑道串珠成链，包括五大道、天大、南开、天津站、水
上公园，也有天开园、棉三创意街区这样的新地标。这样的线路，不光外
地人觉得新鲜，本地人也都心痒痒，在跑步中打卡，岂不是要一路看尽津
沽城景吗！一想到将在天津中心城区的主要地标路段跑完42.195公里的
路途，即将跑天马的我内心就充满了渴望。

天津简称津，不过地名旁边连缀机构的简称习惯用第一个字，于是天
津的“天”就当仁不让地用在众多简洁的称谓之中。如，天钢、天芭、天音、
天财……如今，令人翘首企足的天津马拉松重回市内举办，“天马”就成了
它当仁不让的简称，响亮且富有意义。尤其对马拉松项目来说，“天马”也
象征着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奔跑，仅从名字上就给人一种自由张扬的感
觉。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天津马拉松的举办、包装、运营和不断打
磨、积累经验，天马将会成为国内乃至国际马拉松赛事中的翘楚。

跑步于我挺偶然的，以前坚持的锻炼项目是游泳，疫情防控期间因场
馆关闭而开始跑步。其实，跑步简单便捷，只需有人能行走的路，再有一
双跑鞋足矣。刚开始，我跑三五公里，天天下班后绕着门口的湖边跑。后
来，渐渐不满足这点量，一次能跑10公里。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这
个湖原来是可以围着跑一圈的，沿途的路都
能闭环串上，于是便开始了环湖跑。环湖大
圈12.78公里，小圈10.88公里，遂给自己立了
规矩，每次开跑至少一圈的量，两圈环湖就是
一个半马，最多一次跑了四圈，凑了个全须全
尾的全马——42.195公里。然后，觉得所谓
马拉松也就这意思，除全马有点上头，半马基
本上定期都能来一趟，一般两小时内轻松完
成，出一身汗，释放点多巴胺，感觉倍儿爽，工
作起来也精力充沛。

一年中的环湖跑见证了大湖的四季风
光，也见证了湖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围湖而跑
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好像那一面湖水都
是为你而存在。湖跑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起
来，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经常遇见一些退
休的老年跑者，年龄当然很大，但坚持得还可
以，速度并不快，节奏控制得很好，身材保持
得当然没得说，唯发肤显老而已。他们完全
是一种自我沉浸式的奔跑，好像天地间只有
自己一个人和一条跑道。跑步其实是一个很
自我的运动，是自己与自己在跑。如此孤独
的运动，来自同跑者的鼓励就显得意义非
凡。多数时候，有跑者迎面跑来，一般都互相
鼓励加油，这是在同一频道上的对话，只有跑
者懂得这种加油对坚持跑下来的人的意义。

从今年新闻发布到报名开始不久，天马
的热度持续不减，短时间内报名人数已接近
10万人，最后的摇号环节充满悬念，身边一
些心情热切的跑者遗憾未中签，许多人翘首以盼却一号难求。接着次轮
摇号又产生一批幸运者，本人幸而跻身其中，驰跑天马的欲念从设想即将
变成现实。本着以好的态度和状态参与天马，争取创造个人最佳成绩的
出发点，遂牺牲“十一”长假开始了备赛练习，8天假期完成100公里的跑
量，加上9月底的宁河七里海半马冲进1小时44分算是为天马的一次热
身。一位跑界大神说，你能支取什么，取决于你储蓄了什么，想让自己得
到满意的结果，就要从今天开始去努力，带着微笑开始。这些励志色彩浓
郁的话转换成跑马语言，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跑量积累。按照马拉松的“潜
规则”：5公里能跑进30分钟或25分钟，那么你的10公里就可以向55分
或50分钟冲击，能够轻松完成15或18公里目标的就可以尝试去完成半
马，接着能够顺利完成30至35公里距离的便可以向全马发起挑战。

有的跑者会说，半马不是马，全马才是马，也是有道理的。半马可以
完成的，并不意味着能跑全马，只有当你可以很好地完成30公里甚至是
35公里时，才可以去叩全马的门。专业跑者认为，真正的全马是最后7公
里，前35公里都是铺垫，考验身体和冲击成绩就在最后的7公里。其实，
许多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跑手并不是冲着比赛去的，各地赛“马”只是一个
巨大的Party，是真正的跑者欢聚，是参与，是旅行，为一城一地喝彩。最新
的一个视频短片中有一句话很好很随性：Life is not a race（生命不是一场
比赛）。更多的尝试、参与，探索人生的边界，做想做的能做的事情，才是人
们参与跑马拉松的动机。长时间的跑步中，非常享受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
时间和状态，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要眺望周围、凝
视自己、听从身体的声音就行，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跑步不仅需要热情和体力，更需要科学训练和认真准
备。作为业余跑者，由最初的“准—基—放”开始，便注意跑前热身、正确
跑姿和跑后拉伸的养成，并且不断吸收优秀跑者的训练及比赛经验，从节
奏、步频、心率，到配速、有无氧、控速都一一雕琢，以形成良好的肌肉记忆
和跑马习惯。后来，对装备的选择也更加注重实用化和专业化，每周都用
不同的跑鞋交替训练，长距离跑会自配电解质饮料，大赛中也适当增加了
能量胶和盐丸的储备。尽管并不刻意追求成绩，但成绩却不可避免地有
了提高，最明显的变化是与原先相比，速度已经很难慢下来，这是跑步中
身体的自觉行为，哪怕你是本着欢乐跑的目的，它也会轻松保持着较好的
配速。也许是跑步中的乐趣升级，跑着跑着就有了向更大平台跃升的冲
动，有了穷尽自己能力的欲望，于是天马就适时摆在面前。那就跑吧，也
许只有一起跑过马拉松的人，才懂得跑赢人生的真正意义。42.195公里，
并非不可征服，只要你肯迈出第一步，你就会到达终点。
津门金秋，沽水流霞，何不跑步去，何不乐跑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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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蜗牛真大呀。
南方都市雨后的草地上，它在爬。背着

半个拳头大小的硬壳，慢慢往前走。房子在
身上一颤一颤。不是猪肉那种臃肿的颤，是
豹子一样结实的颤。

看不到它的脚，只看到身后一道浅白色
的痕。干吗要那么大的壳呢？它也像人一
样，有了一室一厅的房子不满足，还要两室
两厅四室三厅两卫，或者是别墅？哦，它背
着别墅在行走。它会跟其他蜗牛说“看，我
多富有”吗？

这都是人的想法。蜗牛哪能和人一样。
它的身体太大了，小房子会扣住它，拘束它
的成长，房檐勒进肉里，让它半夜疼醒。房
子是随着它的梦想一起长大的。它有数不
胜数的想法，白天黑夜地做梦。房子不会说
话，却愿意迁就它。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蜗
牛长到十岁二十岁，像篮球那么大。房子也
能膨胀成篮球。

一个篮球那么大的蜗牛，即使善良的人
也不轻易接受。小蜗牛可以用来吃（法国人
的美食），用来把玩，不高兴了，还可以用石块
砸。低人一等，人才踏实。一只长得太大的蜗牛，给人压
迫感。虽然它并没招惹人。很多动物都没有招惹人，但人
见到它们就会产生不适。
人的心事比动物的心事多多了。
蜗牛只有雨后才出来，天晴的时候极少见到。也是，

地上那么干，还有荆棘和碎玻璃。城市的地面看着挺干
净，其实布满小陷阱，动辄把蜗牛开肠破肚。太阳出来，一
会儿就把它们晒干。但它们也不会沉溺于水。把一只蜗

牛扔进池塘里会怎么样。它们就在干燥和旺
水之间选择了湿。湿湿的地面，湿湿的草地，
一天中只有一两个小时。它们对环境的适应
度比我们低，它们对生活的要求比我们高，只
是不说出来而已。适应则活，不适应就死去，
它们不将就。你看到的能活下来的蜗牛，都是
执拗的动物。

那只蜗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爬，谁也不知
道它要往哪里去。人是有方向感的。大早晨出
门，人一定是奔一个目标。晚上回来，从不走错
门，除非喝多了酒。蜗牛不喝酒，它不会选错方
向。它的方向，人不知道。在人的眼里，蜗牛是
瞎爬，像一只盲目的苍蝇。其实苍蝇和蜗牛谁
都不盲目，只要它们选择了，就认为自己是对
的。这点和人是一样的。它的前面有高大的
树木，有草坑，还有雕塑和山峦，目标特别多。
它悄悄选择了其中一个，而那一个恰恰是人类
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甚至认为是个笑
话。没关系，人和人之间还有选择的不同，何况
人和蜗牛。
蜗牛蹚过了千山万水。人类眼中的小水坑

和小陡坡，以蜗牛的个头儿来比较就是长途跋
涉。它的笨拙和人类的奔波是一样的。它终究要找一个
地方停下，在那里休息，吃饭，唱歌，谈恋爱。
一个孩子蹲在路边，用手里的一根木棍小心地去触碰

那只蜗牛。蜗牛背着硕大的梦，沿着湿润的天造之路，看
都不看他一眼，坚定地，自顾自地向前走。

王国华先生的系列文章“都市里的鸟语花香”至此刊

发完毕。下期开始刊发张春生先生的系列文章“说说非遗

那些事儿”。 ──编者

潇潇雨歇，袅袅烟冷，落木褪下秋裳，抖落了忧哀。
霜气虽横，茶汤却浓，一抹暖意冉冉生。我好喝茶，爱屋
及乌，喜欢茶壶。冬至上古玩城，请了尊汉棠石瓢。开壶
后用心泡养，仔细把供。新沏茶，轻抚壶，热存掌心，暖在
襟胸。“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玉
堂先生说得精准。

咖啡退去酒来，酒撤下后茶上，唯有茶可不断续杯，
只要你愿意，可以从早续到午，晌午续黄昏，硬是把一碗
浓汤兑成一杯浅清。咖啡提神，酒能壮行，只有茶能涤
滤纷尘，透着时辰慢慢晶莹。茶有道，有道就有人，有人
之处必有朋。三五好友至爱同仁，品茗阔论，谈古论今，
你争我辩，定不得输赢，倒添几分性情。无客分茶聊有
寥寂，但很受用。
独处陋室，屋外细雨柔风，点炷烟香，沏壶龙井，轻轻吟

曲小调，此时真能达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心境，其间妙悟
不可名状，吾仅能言：“不喜欢喝热茶真不算是内行人。”

事 茶
刘松林

谷
羽
先
生
部
分
专
著
及
译
作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办天津日报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办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