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驹过隙，二月河先生驾鹤已然五年。
世上已无凌解放，人间长存二月河。 先生

人格及作品的影响力、穿透力、辐射力，让人分
明感觉到，先生犹在。

一
先生犹在各界评价中。
由河南省委办公厅和省委宣传部定审诔

辞，二月河同志：
是“文学豫军”和“南阳作家群”的领军人

物，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是史诗般的鸿篇
巨制。

是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
是坚守初心、笔耕不辍的杰出楷模。
是党和人民的好代表，是德艺双馨的文化

大家。
二月河同志的一生，是自觉坚持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生，是坚守共产
党人理想信念的一生，是勤勉耕耘、硕果累累
的一生，是为党的文艺事业努力奋斗作出重大
贡献的一生。

二月河同志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重大
损失。

二月河同志的文学遗产，是中华文学的宝
贵财富。

……
海内外媒体评价：
在当代，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至今仍是

无人能超越的高峰，从艺术性、流传性的角度，
没有什么人可以超越他。

代表了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高度和成就，
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

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量级作家，一位在
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历史题材文学大家，一位
在文学上呕心沥血的长途跋涉者。

二月河给人们以启迪，只有那些真正把读
者放在心上，包含家国情怀、展现中国气派、遍
览历史风云、打磨时代镜鉴的作品才能真正深
入人心。

……
“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 全面

展现新中国文学发展水平，堪称新中国文学界
巅峰荣耀，其中，含《雍正皇帝》在内历史小说
仅两部，也是入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百强”后
的权威肯定。

党的百年华诞，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推出
“追寻初心、光辉印记”专栏，聚焦百年党史中
的南阳元素、南阳故事和南阳亮点，发表《二月
河的家国情怀》长文，对先生给予高度评价。

二
先生犹在各界持续的怀念、崇仰中。
青年作家们成立二月河研究学会，努力弘

扬先生矢志不渝、敢为人先、负重前行、追求卓
越的文学精神。

2019 年 8 月，南阳青年作家擎起“重走二
月河人生路”旗帜，辗转豫晋两省 10 余座城市
采风，重温先生早年人生经历，感悟汲取先生
的文学精神。《南都晨报》开辟专栏跟踪报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数十家报刊和网站全程
关注。

故居见证着先生的艰辛与成功，存贮着不

可再生的人文记忆，是南阳城市文化的重要标
志。市领导指示要保护好、开发好先生故居。卧
龙区多次研究先生故居保护措施，并广泛征求
相关意见建议。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举行座谈
会，青年作家们纷纷建言献策。 京、鄂、湘、沪、
郑等地作家纷纷撰文，呼吁保护先生故居。 卧
龙区已决定原址原貌保护先生故居，就近建设
二月河研究馆。

山西省昔阳县是先生祖籍地，已报批凌家
大院为文保单位，列入重点文旅项目，先后投
入 1.8 亿元进行修缮保护，作为景点开放。该县
相关负责人多次来宛征求保护意见，并征集相
关文物资料。

郑州大学成立二月河文学艺术中心，每年
举办纪念座谈会。

每到清明、先生忌日或春节期间，青年作
家以烛光晚悼、座谈会、读作品、墓前祭奠等形
式，深切表达缅怀之情；文学爱好者、普通市民
等到先生墓地，焚一炷香、烧一沓纸、奠一杯
酒，默默地在先生身边待一会儿，让先生在大
地之中不会感觉到孤寂和苍凉。

先生犹在， 犹在数以万计的怀念文章中，
犹在数以亿计的网络上的片言只语纪念中。

三
先生犹在接续的深入研究中。
先生一生心血喷薄化作炫彩的“落霞”。 评

论界认为，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成绩是继以
《三国演义》 为标志的明代中叶首次高潮后，
500 多年间中国历史小说仅见的又一次高潮，
二月河小说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作品。

学界纷纷研究、推介、弘扬“二月河学”，研
究深入且富有成果。

二月河研究学会出版了《二月河先生纪念
文萃》，南阳红学会编辑了《落霞满天》，郝敬波
著述《中国当代作家论：二月河论》，郑州大学
编印了《永远的记忆》，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大量
二月河作品评论、逸闻趣事、怀念文章，为研究
二月河、弘扬南阳文化作出了贡献。

全国首部二月河完整人生传记著作《二月
河评传》，展现先生的精彩人生，述说先生的心
路历程， 分析先生著作的鲜明特色和文学贡
献，年份、人物、数字、事例无不考据。 长江出版
集团原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周百义评
价：“这是国内目前所见的最贴近作家、最接近
事实本真的一部作家传记，具有独特的文献价
值，将作为信史留在历史长河中。 ”

郑州大学文学院表示，希望通过当代文学
研究，努力做好二月河研究。

读者和学术界热切关注，百度“二月河”，
新增数百万条，各种学术论文相继发表。 在“知
网”“读秀”上输入关键词“二月河”或“二月河
历史小说”，均有数千篇。 研究二月河小说的论
文有千余篇，新作不断。

先生故居留存了先生衣物、客厅衣帽架等
生活用品，留存了先生当年作文、书画时的笔
墨纸砚、水洗笔架等遗物。 睹物思人，感觉先生
的气息一直温馨着我， 激励我时刻抖擞精神，
牢记初心、勇毅前行。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先生犹在，读者永远
铭记这位奉献经典的作家。 ⑦3

先生犹在
□鲁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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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喝茶，但很少到茶楼喝，太贵，消费不起。
最近，朋友请我到华熙广场小茶坊喝茶，要杯

一般茶包慢饮聊天，感觉味道不错。我问服务生，是
绿茶否？ 回答不是，是秋季养生茶包，消食暖胃。 这
茶有绿茶的茶味儿，但不浓，有淡淡的清香，似铁观
音，但又不是铁观音，冲 3 次水后仍有淡淡余香。一
杯 26 元， 坐在简易茶室里看书学习、 朋友聊天议
事，倒也合算。

我最感兴趣的是老板为茶室起的名字———长
春堂茶坊，宣传词是：顺时而饮。茶坊按照二十四节
气推出季节主茶，也有奶茶、煲汤。 时值白露、霜降
节气，以养生茶为主。

长春堂茶坊在北京只有两家，一家在五四大街
红楼，一家在华熙广场，生意都很好。 现在生活好
了， 吃喝都在由粗放向精细和养生发展。“顺时而
饮”正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让健康从口中来的实
践典范。

我曾在广西巴马长寿乡住过一周，那里的长寿
老人们可真是顺时而饮、顺时而食。 早上玉米糁放
南瓜，中午蒸米饭放红薯，晚上豆面条放小白菜，菜
以青菜、豆腐为主，也吃肉，不常吃，逢年过节来客
人时才吃，猪羊鸡鸭鱼都是自己养的。素食为主，劳
动适度，80 岁以上老人干农活为辅， 晒太阳为主。
他们也喝茶，柳叶茶、桑叶茶、菊花茶、黄花苗茶、荷
叶茶等，都是自己制的。 他们说，跟着季节走，啥下
来吃啥，啥下来喝啥，偶尔头疼脑热，也是用偏方，
喝点中草药汤就好了。 这就是长寿秘诀，他们不刻
意求长寿，但却个个长寿。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喝凉水、吃红薯，不
知茶叶为何物。 印象中，喝过柳叶水、黄花苗水、茅
草根水、白菜根水、萝卜水，都是母亲根据季节熬来
调整肠胃、清火消食的，是顺时而饮的好水。

茶乃植物精华，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饮茶一事，可入俗流，柴米油盐酱醋茶；
可入雅流，琴棋书画诗酒茶，从物质层面发展到精
神层面，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茶兴于唐、盛于宋。“茶圣”陆羽爱茶如命，不做
官出仕，穷尽一生著部《茶经》，使中国的茶文化流
传至今，世界闻名。 他把茶文化上升到道德情操层
面，“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一”， 以茶养人， 以茶养
德，以茶养心。

我认为，喝茶有 3 种喝法：一是喝茶，主要是生
理需要，止渴保健；二是品茶，茶叶、茶具、用水、冲
茶、喝茶有高层次的讲究；三是悟茶，在喝茶中悟出
人生的酸甜苦辣，悟出人生的无常，悟出人生的“四
大皆空”，茶禅一味，以精神为主，品茶，养心。 鲁迅
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
这清福， 首先要有工夫， 其次要练习出特别的感
觉。 ”鲁迅说得很对，我再加一句：银行卡里要有足
够的钱。 有了物质基础，才能坐下来悟出茶的味道
和禅意。

相比较而言，长春堂茶坊更接近生活、更接地
气。大众消费，按照二十四节气养生喝茶，自带面包
和茶点也不反对，崇尚自然和质朴，脱离了雅与俗
的分界。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
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顺时而饮，食而有度，健
康自来，口中有福！ ⑦3

秋冬休闲话饮茶
□实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