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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与梁达先生相识已有四年
之久了，回想起跟随梁先生学习的时日里，
每每与先生的交谈，其结果总是柳暗花明般
的别样效果，难忘之事多如繁星。相处的状
态也从伊始的拘谨到现在的放松、伊始的沉
默寡言到现在侃侃而谈，学习的范围也早从
伊始的学习摄影到现在学习为人处事涵盖
整个生活。

相识之初，单纯的想着在摄影的道路上
能够有人指引，少走弯路。相处之后才发现
先生不只是对我的摄影频频点拨，一些问
题、一些建议更是让我对艺术产生了新的思
考，甚至于对人生哲理、对为人处事有了更
为全面的认知。与他人说先生是我的摄影
老师，我自己反倒觉得先生是我的人生导师
才更为准确。

因为在没认识先生前，我就好像在人群
中夹杂着，推着向前走，不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跟随先生之后，先生关心我最多、问我
最多的就是最近在读什么书，总告诫我要明
确自己想要什么，要想想将来的路怎么走，
摄影的路怎么走。不止如此，先生在一些很
小的细节上也让我有了新的认识，此前我是

一个很少喝茶的人，而和先生在一块总少
不了敬茶倒水，添茶的时候总能看到先生
会食指轻敲桌面，起初还不懂是什么含
义，但又隐约觉得应该是一种礼节。之后
就上网查了查，这才明白原来是叩手礼。
在这样慢慢地相处过程中，像陈年老茶一
样，岁月的洗礼中，愈发珍贵。而不知何
时起，我也开始喜欢上了喝茶，喜欢上了
喝茶的过程，和其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底
蕴。

以前总觉得喝茶是大人干的事，小孩
儿都喜欢喝饮料，印象里饮茶向来是不受
年轻人追捧的，提起去喝茶更像是中老年
的活动。但不知何时起，年轻人开始了对
于茶的疯狂热爱，尤其是九零后、零零后，
东方树叶这款饮品也开始备受追捧，网络
上分成了两个派别，喜欢的爱不释手，讨

厌的碰都不碰。
谈起这，就不由得回想起这几年来，和

先生在一块时，关于茶的二三事，这儿选印
象最深刻的讲出来，与大家分享。那次好像
是要去临县参加活动，我们一大早就动身出
发，先去办公室取点材料，正好他的老友也
来了。他们在交谈，我站边上听，现在回想
那会也是木讷的出奇，不懂得倒杯茶。直到
老师提醒我，去隔壁茶室给好友倒点茶，我
才反应过来，而这才是这场笑话的开始。那
会对于茶是一窍不通，先生告我取个盖碗，
泡些茶来，我便照办，到了茶室后才发现，啥
是盖碗呢？旁边一个人影都没有，只能自己
硬着头皮猜了，结果不出所料，拿的不是盖
碗，我把小茶杯拿了过来。老师见我手里拿
俩小茶杯过来，便问让你拿盖碗，你拿小茶
杯干嘛？这样的笑话，让我现在只要喝茶都
能回想起那尴尬而又丢人的一幕。也正是
这样有趣的经历，我开始去有意的学习，学
习不同茶叶的品鉴、口感、功效，学习不同的
茶具适用不同的茶叶，学习相关的礼仪等
等。我慢慢开始对茶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愈发的喜欢喝茶。尤其先生随口一句的

泡点茶，我的心境也有慌慌张张无从下手蜕
变为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更是起码不会让我
在茶桌上与文人墨客聊天时不再露怯，也总
归是不会在严肃的场合再整出笑话。

前不久，我们师徒应孙和斌老师邀请
前往石楼参加活动，路上正好经过柳林，顺
道办事，正值炎炎夏日，也不好继续赶路，
先生遂联系一位培训茶艺的教练好友，以
得落脚之地。王教练的老河茶会茶馆位置
非常的隐蔽，以至于我和先生反复走了好
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最后还是打了通电
话才找到。

走进老河茶会，瞬间一种柳暗花明的
感觉，从来没想到一个地下室能有这么大
的玄机。进门以后先生说你参观参观，给
咱泡点茶，便落座卡座，悠闲地翻起了书。
作为晚辈自然不敢怠慢，草草参观便赶忙
烧起了水，燃了一线香，这过程中还是心中
不由赞叹王教练别具一格的装修理念，其
一别传统茶馆中规中矩的设计风格，让我
一个年轻人甚是喜欢。没多久的功夫，边
上水壶里的水已经开始激烈的上下翻滚，
我坐主位上手持水壶开始了“严谨”的泡
茶，先冲洗盖碗、公道杯、茶杯，接着投茶，
洗茶，闷泡，这时候又把边上的藏香点着，
一时间香烟飘升，普洱闷泡后的香味与藏
香的气味交织迸发出来，香溢四起，如同仙
境一般，让人想赶快抿一口茶。很快到了
出汤的时候，我便将茶漏置于公道杯之上，
一手拿起盖碗，大拇指与中指捏碗，食指压
盖，微微一斜，缓缓降茶汤倒于公道杯中。
一套传统的泡茶技法到此时已接近尾声，
这种颇为庄重，老成的环境下，再年轻的小
孩都难以轻浮，而我就不一样了，没经历多
少社会之事，手上老茧都近乎没有，耐烫自
然也是不可能了，只见我手持公道杯还没
将一半茶汤倒出，手早已烫的受不了，只能
赶快把盖碗放稳，手立马捏住了耳垂，一个
劲地揉搓。如是这样反复又反复，终得一
杯香茶呈现于先生。而先生坐在对面也依
旧默不作声，面对我这样猴子般抓耳挠腮，
只是慢慢地翻阅着还未出版的《壁画日历》

思索着什么。
话说回来，在老河茶会为什么说不像是

传统的茶室，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其非常规的
装修风格，老河茶会无主灯的设计，降低了
茶室内的亮度，加上本来就封闭的环境，更
加给人以幽静的氛围，更像是在心无旁骛的
去品茶，而不像是谈生意谈政治的场合。传
统的茶馆一般多以一红木长桌为茶桌，一官
帽椅居主位，对面两只三把圈椅，人多时一
左一右再各添一把，当然主位并非只有官帽
椅，客位也并非圈椅，但是主位的椅子必然
是不同于其他，目就是为了区分主客。而在
老河茶会客座区安排了通铺的卡座，一别以
往，这样反倒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三五
好友在一块喝茶时也不是那么拘谨，可以更
加随意，打破了传统严谨的状态。

不难看出王教练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
人，同时也具有广泛的知识和艺术修养和
情趣，因为在他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
玩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具，还包括一
些酒具，其中一个缩小版的铁质油桶模样
的 酒 壶 让 我 与 先 生 把 玩 了许久。好几间
屋 子 里 都 是 摆 满 了 茶 具 、茶 叶 、酒 具 、美
酒。但是有间屋子里的展览架上却摆满了
书籍，书架上有很多关于茶的典籍著作；有
关于吕梁地方民俗的书籍；有黄河流域的
文化的摄影集，其中包括先生很多年前的
影集以及《吕梁壁画》；还有不少吕梁当地
文学界朋友的个人书籍。在我看来老河茶
会不仅是喝茶、闲谈、社交这些表面功能，
其内涵深处更是艺术收藏、艺术交流的绝
佳胜地。

人生有很多地方和品茶很相似，泡茶的
过程和人生的成长一样，有先有后，一步不
能落下。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麻烦处理、解
决问题和泡茶时水的温度一样，不同的茶叶
适用不同的温度，同样处理问题时，不同的
麻烦也绝不能一概而论，要像泡茶一样选取
其最适合的办法来应对。在机遇面前，要瞅
准时机，果断出手，错过了就只剩追悔莫及，
就像茶叶闷泡到一定火候要立即出汤，太早
彰显不出茶叶的香气，太晚茶汤过于浓郁使
得口感大打折扣。漫漫人生路上还需沉得
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急火攻心，老话常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喝茶亦是如此，想要
尝到一杯好茶，过程必然是漫长的，需要静
下心来，脚踏实地，方得始终。

经过了一个假期的休养
生息，一学期的疲惫都烟消云
散了。每到新学期开学，我就
有种跃跃欲试的兴奋，也有诚
惶诚恐的紧张，总觉得新学期
就是一个新开始，需要用新的
面貌迎接新的挑战。有时候
也会暗暗欢喜，因为选择教师
职业，每一个学期都是新的开
始，每一届学生都是新的工作
对象，仿佛自己也是在不断更
新中成长，心中总是充满未知
的期待。

秋学期开学不久，教师
节又至，赞美和感激的言辞，
在微信朋友圈里快乐的传递
着，作为教师的荣誉感很快
就被这种褒扬激发了出来，
顿时觉得肩负的责任重大，
不容丝毫懈怠。

作为教师，我们深知，教
书育人是我们的职业，是一
种责任和义务，无需赞美和
感激，也将尽职尽责，无怨无
悔。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充满
活力的生命，当他们把信任
的目光投向你的时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
命的嘱托，这种嘱托给了你一种责任，传递生
命的向往，构建理想的世界，用真善美作为方
向，引领着他们一路向前。这种使命感源于内
在的激发，更多于社会的期许。

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我们只是一群
普通的人。也有个体差异，也有七情六欲，喜
怒哀乐。一个庞大的群体里，总会有人高尚，
有人卑微；有人认真负责，有人敷衍应付；有
人默默奉献，有人偷奸耍滑。教师下了讲台，
也要面对生活的压力，面对体制内的考核，面
对人性的考验，与普通人无异。

每到教师节，都说“教师节快乐”，是啊，
教师要完成好教书育人的使命，不仅需要节
日快乐，更需要天天快乐。只有教师快乐了，
才能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才能有足够的耐
心来给予学生，才能把足够的能量赋予教育
事业，才会有高效快乐的课堂，才会有才华卓
绝的学生，才会有蒸蒸日上的教育。

教师要快乐的做人做事，在快乐的氛围
中教书育人，不仅需要教师个人有好的心态，
更需要社会有适度的期许和中肯的评价。只
有社会各行各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共同为
祖国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教师才能快乐育
人，所有教师才能“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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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梁达先生一起去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