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2010年7月19日，首届“省作协

长篇小说重点项目”正式启动，倡导作
家以本土、原创为前提，以长篇小说形
式表现湖北的历史与现实，力求创作
出有大格局大气象的精品力作。在短
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收到全省各地作
家249个申报题材，其中柯于明申报
了自己跟踪采访了多余年的茶行与茶
业的题材。

省作协组织专家进行五轮评选，
以招标方式遴选出20位主创作家进
行创作。鄂南茶业历史悠久、规模壮
观，尤其是中国近代茶叶贸易更是浓
墨重彩，柯于明以这段“百年辉煌”为
大背景的题材优势，顺利获得专家评
审通过。

手有大量素材，脑有故事框架，心
有经验积累……柯于明满怀信心进入
创作阶段。多少回，在睡梦中构思情
节；行走时，在脑海里演绎故事；夜已
深，台灯下敲打电脑……创作过程是
艰辛的，又是快乐的。柯于明虽然与
寂寞相守，与孤独相伴，但却与小说中

的人物同欢同乐，同喜同悲，演绎着一
幕幕令人感动的故事。

其实，鄂南茶史既是一部辉煌史，
又是一部悲壮史。由于晚清时政衰
败，英、俄等国茶商得以深入鄂南茶
区，以另一种方式实施着“八国联军”
入侵，展开全面的经济掠夺。中国茶
商凭着坚韧和智慧与外商抗争，历练
成了宝贵的“茶商精神”，可歌可泣。

正因为历史太悠久，文化太厚重，
茶行太专业，茶商精神太崇高，一向态
度严谨、追求高格的柯于明的创作过
程并非一蹴而就，甚至曾经有过放弃
的念头。

此时，省作家协会的几位领导方
方、梁必文、高晓晖都给他鼓劲，著名
评论家於可训给他支招，湖北科技学
院鄂南茶文化专家定光平给他提供不
少资料……温暖的鼓励，众人的相助，
柯于明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只有攒
足了干劲，继续前行。

多年关注，三载写作，数易其稿
……2013年，32万字的《茶牌坊》终于
脱稿。

缤 纷 初 夏 ，高 柳 新
蝉。他微笑着向我们走
来，手上捧一本沉甸甸的
煌煌新著。

这是他苦苦孕育十
年终于横空出世的“小生
命”。十年里，他爱茶香，
痴茶韵，绘茶史，“孩子”
也因而姓“茶”名“牌坊”。

就这样，《茶牌坊》携
着鄂南百年茶事，带着中
华千年茶香走进了我们
的视野。

他是谁？他就是咸
宁市第一位“中国作协会
员”、鄂南地区唯一的“国
家一级作家”、媒体上宣
传的“全才作家”、文友们
称赞的“做人低调、做文
高格”的市文联主席、作
协主席柯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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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个春秋，柯于明一直做着一
个“文学梦”。

背上简单的行囊，带上厚厚的采
访本、备上干粮和手电筒……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柯于明怀揣着“文学梦”
行走在鄂南大地上，风雨无阻，日夜
兼程。累了，席地而憩；渴了，山泉为
饮……柯于明快乐地享受行走带给
自己的灵感：巍巍高山是他的力量、
潺潺流水是他的素材、市井百姓是他
的情感……很快，他声名鹊起，在中
国最高诗歌刊物《诗刊》上发表诗作，
成了当时影响全国的鄂南新乡土诗

“山雀子”派的主要诗人之一。他自
创一格的“幽默小散文”更是广受欢
迎，《世网点击》、《世风杂录》、《世象
品弹》三个专栏200多篇作品，将他的
散文创作推向一个全新的平台。

其实，小说创作才是柯于明的最
爱。他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微型小说
学会”，创立“咸宁市微型小说学会”
并任会长。他创造了一年时间在《微

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用稿50
多篇的奇迹，令同行们羡慕不已。

众所周知，鄂南是我国重要产茶
地和中欧万里茶路的起点之一。在
几十年的行走中，柯于明发现除了羊
楼洞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还有杨芳
林、柏墩、沙坪、新店都曾是红火一时
的茶镇，并耳濡目染了许多茶事。

就这样，茶的故事走进了柯于明
心中，走进了柯于明的小说计划里。

2004年开始，柯于明利用业余时
间深入茶区进行了艰苦的采访。阅
读数十本茶业书籍，奔走了上万里
路，拜访了50多位茶业老艺人，写下
了十余本采访笔记……柯于明用脚
步在丈量着茶业的历史厚度，用汗水
去追寻着茶业的文化精髓，用生命去
收集着茶业的传奇故事。

确实，鄂南大地，给了柯于明最
美的灵感；茶人茶事，给了柯于明最
好的素材，执着追梦，给了柯于明最
大的舞台……

在行走中，邂逅悠扬的“茶之香”

数十位专家再次聚首，将签订扶
持的20部作品再次层层甄选，10部
反映湖北的历史与现实、有大格局大
气象的精品力作入选。《茶牌坊》以其
再现了恢弘的湖北百年辉煌茶史、成
功塑造了“鄂商形象”、创造了全新的
艺术文本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一张

“入场劵”。
众所周知，在现有的茶业小说中，

对女性在茶业发展上的贡献几乎是视
而不见。柯于明的《茶牌坊》第一次正
面塑造了女茶商的形象，在她身上，体
现了鄂商“在商言义、精忠报国、崇尚
诚信、仗义执言、为富求仁、乐善好施”
等精神品格。著名评论家於可训认
为：作品“不仅具体再现了一部尘封已
久的鄂南茶史，而且也让人从中体悟
到一种独特的‘鄂商精神’，对今天重
振鄂南茶业，弘扬‘鄂商精神’，无疑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4年5月22日，省作协在汉举
行10部本土题材长篇小说新书首发
式和影视推介会，期望能促使小说尽
快改编成影视作品。《茶牌坊》赢得了

一片赞誉声，并吸引了多家影视公司
的关注……

轻轻翻开《茶牌坊》，茶香与墨香
竞相飘袭，让人完全沉醉于故事的演
绎中。柯于明在人物塑造、结构技巧、
叙事风格、语言运用诸方面作了全新
的艺术探索。在写人与写史上，“把一
部鄂南茶史，溶解于主人公的人生经
历，又通过透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命
运遭际，解剖各色各样的人性，从这种
透视和剖析中，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凸
显鄂南茶商精神。”背景广阔，人物众
多，追求大气魄、高境界，营造一种大
气势；交叉运用多种文学样式技巧，包
括诗的意境生成，传统戏剧中冲突的
设置和展开等；注重画面感、可视性，方
便改编成影视剧。无论从当代乡土小
说、历史小说、还是从行业小说、情感小
说的角度上，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在柯于明的心中，主人公雷梦瑶美
到了极致，是一缕永不消逝的飘香的茶
魂。在读者的心中，柯于明的《茶牌坊》
也美到了极致，是一座高高矗立在鄂南
乃至荆楚大地的文学艺术的牌坊……

在苦乐中，写就感动的“茶之魂”

在艺术中，立下经典的“茶牌坊”

来源：桂花镇“太原世第”留传

这件清代带铭文端砚的收藏者，是
家住咸安区桂花镇的王逢友。他是咸宁
远近闻名的古董商，从事古玩经营已20
余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近日，记者看到了这件铭文端砚：长
25.1厘米、宽13.8厘米，石质细润，砚泛
黄绿色，正面刻有祥云纹，雕工精湛，层次
分明，是一款不可多得的精美砚台。

“这款端砚是我们老王家太原世第
留传下来的……”王逢友告诉记者，王氏
族谱有详细记载，北宋末年，浙江爆发方
腊起义，朝廷派遣一位叫王太荣的将军镇
压。王太荣是山西太原人，出身贫寒，深
知民生疾苦，不愿意镇压正义的农民军。
朝廷归罪，王太荣只好举家迁往咸宁桂花
山区避祸。王太荣在明末有一支系后裔
叫王大寰，时任天津卫漕运总督，而其岳
父正是大名鼎鼎的抗清名将熊廷弼。王
大寰秉先人之泽，在桂花镇毛坪村下禾场
建有一幢三进六重的古式民居，正大门牌
匾书“太原世第”四个赫然大字。

“太原世第至今保存完好，青砖黛
瓦，粉墙木窗，里面透着古老的幽深。这
件端砚一直在太原世第留存了数百年，直
到2009年春的一天，我找到住在太原世
第的一位七旬老爹收购古董。古旧的小
屋里，这件精美的砚台被包在一块沾满灰
尘的红布中。因是宗亲，王老爹很爽快就
卖给了我。”王逢友介绍说。

历史：清代制砚名家所制

王大寰有一孙名王朴，王朴在清朝
曾任御前六品带刀侍卫。相传，这件带铭
文端砚就是乾隆年间由楚北（今孝感随州
一带）一位叫叶瑞廷的知县赠予王朴，端
砚左右两侧的铭文即是例证：“王朴仁兄
大人雅玩，楚北叶瑞廷赠。”“姑苏顾二娘
制。”此外，端砚配以昂贵的小叶紫檀木为
盒，木盒亦有铭文诗句，诗云：“剖来青紫
玉如泥，几度经营日未息。一生伴君拂尘
去，至今魂梦绕端溪。”

据了解，端砚居我国四大名砚之首，
端砚石产于广东肇庆（古称端州），其石质
以坚实、润滑、细腻而驰名于世，用端砚研
墨不滞，发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
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古人即有

“呵气成墨”之说。据说本端砚的选石、雕
刻、配盒、铭文均由顾二娘亲手完成，顾二
娘乃清代制砚名家，其制砚广受文人墨
客、达官显贵所追捧，在当时颇有影响力。

“以猪肝红和鳝鱼黄两种天然颜色
巧雕而成，石质精良、纹饰古朴，雕法娴熟
老到、苍劲有力。砚台、砚盒均精致工巧，
且配以铭文，造型规整之中尽显灵动之
气，真不失为名家所制。”咸宁文鼎古玩城
收藏家刘礼仁如此介绍。

清代带铭文端砚，

“砚”上鲜人知历史

天然上好的石料，
珍稀名贵的木盒，意蕴
十足的铭文……这件
曾获得咸宁十佳民间
收藏珍品的清代带铭
文端砚，尽显高贵典雅
之气，而和端砚有关的
那些名人轶事则更值
得回味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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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源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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