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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张玉菲

蒙蒙细雨下，一位老大爷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地不
起，正值放学的四名高中生赶紧围了过去，有人打伞遮雨，
有人查看老人情况，直到“120”到来，他们帮忙抬担架，送
老人上救护车，之后不愿意留下姓名离开。

5月23日，发生在宁波市桑田路上的这一幕，刚好被
拍下。近日，4位同学获得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奖
金共5000元。这4位同学是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20软
件中高职一体化班的裘英豪、王震浩、王炜和万垂文。

“天天正能量”给四位同学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老人雨中跌倒昏迷，四名学生没有任何迟疑，不约而

同地上前，不动声色地呵护。一把把撑起的雨伞，隔绝了
天气的寒凉。一句句暖心的安抚，慰藉着老人的无助。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们不曾留下姓名，并笑称小事，腼腆
纯真的笑容背后，是少年发自本能的善良与刻入骨子里的
教养。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一份奖励，点赞中国少年！请
你们尽管善良，让更多无助的人们邂逅如斯般温暖。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联合全国100多家
媒体搭建的开放公益平台，以“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
为宗旨，通过奖励小而美的凡人善举，唤醒人心，激励善
行，推动社会向善向暖。截至目前，“天天正能量”共发放
了9000余万元公益金。

得知自己获得了“天天正能量”奖，4位同学说：“感到
受宠若惊，我们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换作其他人也
会这么做的，没想到能受到这么多关注和赞扬。”

在班级里担任体育委员的裘英豪，一直是一位心怀正
义感的同学。“助人为乐，是一个中学生应有的品质和责任
心。老爷爷当时倒在地上，又下着小雨，我们去帮忙照顾
一下，尽自己所能，我觉得大家都会这么做。很惊喜获得
这个奖，希望把这份正能量和热心传递下去。”

王炜、王震浩和万垂文都表达了相似的心声。王震浩
还说：“我自认为还不够品学兼优，但是我知道在做好一个
中国人方面，我不会有任何懈怠。”

这四位同学的班主任周涛颇有感触：“平时在教育学
生时，我们总会传达以善为美的思想，如今被他们贯彻在
了实际行动当中。我不单单为他们获奖而骄傲，更为他们
的善良与担当感到自豪。希望四位同学能保持初心，善良
前行，发扬当代青少年的正义感与责任心，并将自己的正
能量传播给更多同学。”

学校党委书记张军辉认为，正能量的确需要广泛传递
和弘扬，“此次获奖，让全校师生大受鼓舞，说明我们四位
同学下意识的善行善举，身上涌现的正能量，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高度认可。我想，这也是社会对学校教育、对宁波
城市文明的高度认可。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阵地，学校将
始终把育人放在首位，把文明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全过
程，让文明成为学生的成长因子，努力培养‘眼里有人、心
中有爱、脚下有行动’的职教学子，让学生能感知爱、表达
爱、传递爱，为宁波文明城市创建作出贡献。”

■京博

谁的人生都有高低起伏，但人与人的差距在
于，当一些人自暴自弃时，真正的强者能转变思
维，破局而出。要相信，那些你努力奋斗的日子都
有它的意义。

时间用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

如果有空余的一小时，你是追剧、逛街，还是
读书、学习？不同的选择，最终收获也会大不同。
有时，比你优秀的人并不是比你更好运。他们不
过是把时间花在了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时间像一
张无形的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

真正难走的，都是上坡路

正因为走上坡路艰难，你才能够不断突破自
己。前路虽漫漫，但你会得到更多机会和选择。
所以，当你不知该选择哪一条路时，请选择那条难
走的路。人生所有往上的路，都与我们本能的懒
惰、懈怠和拖延不相容。当你觉得很苦很累时，千
万不要泄气，因为你正走在上坡的路上。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有些人做事总是半途而废，读过几本书、写过
几篇文章，如果看不到成绩，就会匆忙放弃。你只
有熬过成长路上的低谷期，才能有想要的突破和
成长。任何一份微小的努力，只要坚持365天，都
会带来质的飞跃。有时，不是因为看见了成功才
坚持，是只有坚持才会看见成功。

自律的人生，才真正自由

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你印象中，哪个错
误认识的记忆最深刻？”一个高赞回答说：“以为自
由就是想做啥做啥，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
由。”自律和不自律，都会吃苦。不同的是，自律的
苦会让人生越来越甜。
唯有把自律变成一种习
惯，把坚持变成一种态
度，人生才会在自我完
善的过程中变得更好。

“一份奖励”点赞中国少年：

请你们尽管善良

永远不要怀疑
努力奋斗的意义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本报前报人王旭烽春来时节又“泡”出一杯极具有江南韵味的“新

茶”——一部以茶观天下的、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望江南》，在文坛引起轰动。就像山东高密之

于莫言，杭州、杭州西湖及周边的龙井茶山也不断滋养着王旭烽文学生命，甚至她的人生

王旭烽，人生如茶叶青青

■徐忠友

江南春早，龙井茶香。就在今年明前茶开采前夕的3

月20日，茅盾文学奖得主、“茶人三部曲”作者王旭烽，又

“泡”出一杯具有江南韵味的“新茶”——一部与茶有关的

近40万字长篇小说《望江南》。此前，她还出版了许多茶

类作品，她此生与茶真是结下不了情。

想当音乐家的福利厂工人
在大学毕业之前，王旭烽做梦也

没想到她这一生会跟茶产生如此不可
分的密切关系。

1955年2月，王旭烽出生在一个
南下军人的家庭。小学毕业后，她进
入杭州女子中学读书（现为杭十四
中）。当年，她是个文艺青年，每逢班

级、学校，甚至是市里开展文艺宣传活
动，她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又唱
又跳，忙得不亦乐乎。

因此，她最初的梦想是长大后当
个音乐家或舞蹈家！

1972年，王旭烽高中毕业，原以
为不久后可以被安排去上大学，没想

到一阵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
刮起，王旭烽失去了那次安排上大学
的机会，她被直接安排到到杭州市拱
墅区街道办的残疾人福利厂——长征
无线电元件厂工作。

王旭烽说，在福利厂工作的那几
年虽然很艰苦，但她学会了怎样与残

障人士相处，如何关爱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与厂里的残疾人关系处得很
好”。后来她因此连续担任多届杭州
市残联文联的名誉会长，还被杭州市
文明办、杭州市残联、共青团杭州市委
授予杭州市首届十大“最美助残志愿
者”称号。

爱好写小说的优秀记者
1977年，高考恢复政策改变了王

旭烽等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这年
年底，她参加全国高考，被杭州大学
（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录取。

1982年，王旭烽大学毕业，分配

到浙江省总工会主办的浙江工人报社
当记者。她不仅写新闻手到擒来，成
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同年，她在全国总
工会主办的青年文学杂志《丑小鸭》创
刊号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昨天已经

过去》。
1984年，她开始写寻根文学，其

中发表在《长城》文学刊物上的中篇小
说《从春天到春天》还被《小说月刊》转
载。

由于出色的驾驭文字能力，很快，
她被报社提拔为副刊部副主任。

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还编著了一
本25万字的《杭州史话》，介绍杭州这
一文化古都的历史。

“茶博”像采“软新”一样把她采走
也许是与茶有缘，1988年8月，杭

州市园文局在龙井路双峰村筹建中国
茶叶博物馆，需要招录员工。王旭烽
把她的老朋友、杭钢文物专家吴远明
推荐了去。因中国茶叶博物馆开馆前
需要整理茶史资料，还要撰写展览解
说词等，急需历史专业出身、能写会说
的人才，吴远明又把王旭烽介绍给了
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没想到，时任
馆长与王旭烽相见恨晚，就像见到西
湖龙井茶之“软新”，想方设法把王旭
烽“采”去了（“软新”指由春日里新萌
的嫩茶制作而成的西湖龙井茶，是春
茶中的极品。编者注）。

1990年初春，王旭烽进入中国茶

叶博物馆资料室工作，虽然每天忙得
不可开交，但她从中了解到茶的发展
历史、茶文化的演变过程、人与茶之间
的密切关系等，看到了茶世界的博大
精深。1991年，她写了一部茶文化题
材的随笔集《瑞草之国》。

在中国茶叶博物馆里，王旭烽结
识了庄晚芳、刘祖生、童启庆等茶界老
前辈，听他们讲述茶人们的感人故
事。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茶界泰斗
庄晚芳。

王旭烽初次见到庄老时，庄老已80
多岁了，担任着中国茶叶博物馆顾问等
职。那时，王旭烽拟编写一本与茶相关
的书——《西湖茶思录》，其中有一个专

辑写茶人，她便到庄晚芳家里采访。
老人很好客，亲自给王旭烽泡茶，

还留她吃饭。正因为有了这次登门采
访，才有了后来王旭烽的美文之一
——《茗叟庄晚芳》一文。更重要的
是，王旭烽由此渐渐萌生了创作“茶人
三部曲”的想法。

自1990年开始构思和整理素材，
1994年初，王旭烽的成名作——“茶
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成
型。脱稿后，庄晚芳欣然为这本书题
写了一幅《献给全世界的茶人》的字给
王旭烽。1995年12月，这部44万字
的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由浙江文艺
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幅字印在了《南方

有嘉木》的扉页上。
该书发行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分别荣获1995年度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八五”计划
优秀长篇小说奖、1998年全国优秀长
篇小说奖、浙江省第二届“鲁迅文艺
奖”，还被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在
视屏播出。

王旭烽接着开始创作“茶人三部
曲”的另两部作品。1995 年 5月至
1998年8月，王旭烽的第二部《不夜之
侯》、第三部《筑草为城》先后出版。其
中《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摘取“茅
盾文学奖”，这也改写了前四届“茅盾
文学奖”没有浙江人获奖的历史。

如茶人生，气蕴幽远
1998年，王旭烽被浙江省作家协

会“采”走，从事专业创作。此后，她担
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2003年9月29日，由王旭烽创作
的一本全面勾画西湖人文历史的散文
集《走读西湖——从湖西开始的风雅
之行》，由浙江摄影出版社推出，受到
读者青睐。此后，王旭烽创作不止，
《西湖茶思录》《品读女茶人》《曲院风
荷》《香草爱情》等描写杭州西湖的专
著如虎跑泉水汩汨而出。

2006年下半年，她应邀前往天目
山下的浙江林学院，为师生们作“走读
西湖系列到大学”讲座。当时，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和浙江林学院联合创
办的茶文化学院作为全球唯一的本科
茶文化学院，正准备在秋季招收本科
生，浙江林学院领导热情邀请她到该
校执教。

2006年9月，王旭烽没有多犹豫，
告别工作了8年的浙江省作家协会，

因茶而去，走向大学讲坛，由国家一级
作家转为教授，给秋季入学的茶文化
系首届新生开讲第一课，并担任茶文
化学科带头人。

同学们说，王旭烽的茶文化课有一
大特色，就是“茶文化的艺术呈现”。她
总是帮助每一个学生走上前台，演绎茶
文化的诗情画意与博大精深。

《中国茶谣》是她教学的优秀代表
作。2008年，《中国茶谣》获得了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成功登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舞台及上海世博会
中国元素馆；其中“中国茶谣”茶文化
创意产业品牌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
校园文化品牌。

越是研究茶，越是觉得中国茶文
化的博大精深，2009年谷雨时节，王
旭烽参与发起“全民饮茶日”——在杭
州的不同地段、景区设立免费赠茶、品
茶、说茶、赠茶具活动点，倡导全民饮
茶，弘扬国粹，弘扬茶文化。自2009

年活动启动以来，至今已连办数届，并
得到了国内30多个城市的响应。

2010年，浙江林学院升格为浙江
农林大学。2012年4月，王旭烽被任
命为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院长。
2012年，王旭烽还干了一件大事，由
她创作、导演的表现茶圣陆羽一生的
话剧《六羡歌》，先后在杭州、北京公
演，还在2013年杭州国际戏剧节上精
彩亮相。

2013年底，由央视拍摄、王旭烽
总撰稿的我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
化的6集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
事》，荣获众多国内外奖项，被国家领
导人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

在浙江农林大学工作16年，王旭
烽的文学创作也从西湖时代进入山居
时代，她一路走向茶学专业的高坡，这
为她创作《望江南》一书积累了不少的
素材和资料。

《望江南》小说的主体承续了“茶

人三部曲”中的杭氏家族的故事，弥补
了此前“茶人三部曲”中“从1948年到
1964年间”的空白，以茶叶世家杭府
的兴衰变革来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
经济发展与社会更迭，不仅涉及重大
历史事件及其对小家的影响，还详细
介绍了制茶工艺、茶叶品种分类、茶具
等茶文化相关的细节。她写宋代五大
名窑、六大茶类，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
瑰宝，也是流淌在中华文脉中的精华。

就像山东高密之于莫言，杭州、杭
州西湖及周边的龙井茶山也不断滋养
着王旭烽文学生命，甚至她的人生。
王旭烽在《茶语者》一书中，她这样评
价茶：“茶的高度，更在于她的风骨
——如人的品格一般，她温和，她宁
静，她优雅。”其实，这何尝不是王旭烽
对作为茶人自己的一种人格定位与精
神追寻。正是这种不懈的追寻，让她
的人生与茶一样充满活力，可谓人生
如茶叶青青！

世界读书日，王旭烽应邀为文澜读书岛书友解读她的新作《望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