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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华光

初闻“听茶”之说，是读宋人罗大经的《茶
声》：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
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读时只觉神形
并茂，妙不可言。而促成我高岭村“听茶”之旅
的，却是白乐天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
梁买茶去”，原来浮梁茶渊流长矣、盛名久矣。

三月的高岭村依旧几分料峭，却已尽显勃
勃兴发之态，深怀一轴水墨的灵秀与含蓄。近
6000亩生态茶园婉转起伏，无尽绵延，就像一
群铺天盖地的绿色波纹交织罗叠。在早春的空
濛与清冽中，亿万颗芽叶按时苏醒，在簇簇茶
树上重生，风起时盈盈欲飞，风止时亭亭玉
立，于细碎的生长中积蓄起丰沛的力量，那是
春天寄给高岭村的如约信笺，也是高岭村写给
万千味蕾的新鲜诗行。

在高岭村，长长的观光小径像根纤柔的琴
弦，将这片山谷林园腾挪接续，我们乘坐的观
光电瓶车像粒音符，于行进中温柔拨弄着高岭
村的春之乐章。试图和声入韵的，还有不时掠
过的飞鸟清脆婉转的啁啾声、随处重逢的山溪
晶莹剔透的流水声、掬手可得的山风抑扬顿挫
的吟咏声……似乎还可以听见丝雨于草叶凝落
的滴答声，草木于大地生长的拔节声。茶垄上，
星散的茶娘箬笠布裙，脸容明媚，神情专注，各
自躬身茶树，纤指翩跹不歇，将一枚枚绿色的芽
叶温柔捉进茶篓里。稍远一些，高岭花海、琅玕
山、玫瑰谷铺排罗列，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迎风绽
放。它们共同建构起高岭93%的森林覆盖率、负
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3000以上，更因森林涵
水、花香入风而成全了浮梁茶的品质与声名。

如果说，诗是文字的奢侈，酒是粮食的奢
侈，茶是清水的奢侈，那么寻访并品味一盏高
岭村的明前新茶，则是春天和生活的奢侈。在
岭上观景茶舍，我们端然围坐，看女茶使轻柔
熟稔地备器、烫杯、投茶、闻香、冲洗、滤
汤，细听壶中水的渐沸声、女茶使的解说声、
风入窗的低语声……待一盏香茗“咂咂”入
唇，只觉春风盈怀，云气入腑，天地间惟余一

泡茶耳。而将一撮新绿置于玻璃杯中，温水冲
沏盈握在手，观其纤毫，闻其清香，品其醇
汤，更是人间不可言之妙境。可以确信，于一
杯高岭新茶的浸润和滋泽下，我们都可以洗净
铅尘，做一个神容纯澈、内心澄明的人。

高岭村依托景德镇的“瓷之源、茶之乡、
林之海、镇之初”独特优势，以“茶”为魂，一体
打造了大唐茶市、唐茶工坊、古建民宿、茶隐仙
居民宿集群和岭上一方观景台等景点，形成了
茶园观赏区、茶文化博览区、茶艺体验区、茶
饮休闲区、茶商贸易区等五大功能区，不仅带
动数以千计的人们守着一园茶生活、传承、创
造和发展，使之成为浮梁茶产业的支撑，更成
为浮梁茶文化的醒目标识，而《大唐茶市》唐
风演艺小镇，则是这道标识的画龙点睛之笔。

高岭村《大唐茶市》唐风演艺小镇以唐朝
为历史背景，以茶文化为主题，在一场绚烂的
视听盛宴中，将盛唐烟火和浮梁传说两大文化
要素融于一体，描绘了盛唐时期的传统文化和
民俗风情，擘画出浮梁所代表的唐茶文化的民
族自信和风雅意趣，讲述一段浮梁传奇。而大
唐夜市沉浸式唐风体验，更于灯火璀璨中向世
人展示一幅风韵盛唐、千年浮梁的恢弘画卷，
将一段浮梁茶飘香万里、通达世界的故事再现
于游客眼前，让人仿佛重回大唐盛世，重温浮
梁繁华。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福建闽南人，海
蛎，或叫蚵仔，是最熟悉的海味。在少油
缺肉的年代，一小碗海蛎放点酱油烧开，
就是一碟下饭的好菜。家里如果突然来个
客人，没什么好招待的，就买上一斤或半
斤海蛎，煮一碗海蛎米粉粿，就可以让客
人吃得唇齿留香。泉州晋江一带的著名小
吃面线糊、卤面，也必须放了海蛎才能使
得味道鲜美和正宗。海蛎加上切碎的葱花
青蒜，裹上地瓜淀粉煎出来的叫海蛎煎
（蚵仔煎），是每个离家外出的闽南人都会
思念的家乡味道。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刚到加拿大温哥华
不久，我先生的上海同学正好考到驾照，
第二天就过户了一辆二手车，然后载着我
们一行5个人，浩浩荡荡开到温哥华岛上
游玩野营，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去拉耐
磨海滩捡生海蛎。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海蛎可以长得这么
大，而且看到了海蛎可以一个个成片成片
地躺在没过脚面的浅水滩上，我们只要一
弯腰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捡起来，不像我们
老家沿海的海蛎，个头小小的，都是长在
礁石上，要用特别的工具撬下来。这种大
个头的海蛎在北美不叫海蛎，叫蚝。据说
蚝的营养价值比普通海蛎要高，尽管它们
同属牡蛎科。

也是那一次，我才知道蚝可以生吃。
上海同学和另一个北京同学都是吃生蚝的
行家。他们带上实验室的螺丝刀，把蚝壳
剥开，蘸上生抽和蒜蓉就送入嘴里，三嚼
两嚼吃进肚里，然后一脸陶醉。

倒是我们 3 个靠近海边长大的福建
人，刚开始看着那么大那么肥的生蚝，根
本不敢下咽。犹豫了半天，我才皱着眉头，
闭上眼睛，连嚼都不敢嚼就囫囵吞枣了一
个。虽然觉得生蚝的味道确实新鲜味美，
可我还是更喜欢吃煮熟的，尤其是放在油
锅里煎出来的海蛎煎。后来我们生起了篝
火，我把剥出来的生蚝放在小锅里架在篝
火上煮，放上一点点生抽，那鲜美的味道一
点儿不比生吃的差，口感却更胜一筹。

那天晚上我们吃光了当天捡的生蚝，
第二天早晨准备再多捡一些带回家，没想
到当地人就在边上巡逻监督，提醒我们不
要捡太多，我们只能每人按规定捡了几个
就打道回府。

搬到多伦多后，看到超市里的生蚝那
么贵，剥好的盒装生蚝更是贵得咋舌，而
且个头太大，也不好做海蛎煎，所以无论
多馋都不舍得买。记忆中的海蛎煎味道，
就像家乡一样越来越遥不可及。

直到大约10年前的一个夏天，多伦多
华人社区开办美食节和美食一条街，我女
儿逛街时无意中看到一个摊位在卖海蛎
煎，她知道那是我的最爱，立刻买了一份
回来给我。诚实地说，那海蛎煎实在乏善
可陈，吃起来虽然有海蛎的味道，但却很
难觅得海蛎踪影，口感也不正宗，因为没
放葱蒜。原来店家把有限的几个生蚝切成
碎碎的小块，然后加入大量洋葱和鸡蛋，
再裹上淀粉放油锅里煎，不仅看不到海
蛎，而且海蛎的鲜味也被辛辣的洋葱味压
住了。不过我却从中受到启发：没有小个

的海蛎，可以用大个的生蚝切成小块，这
样就能做海蛎煎了。

过了一阵子，正好在超市里看到半磅
重的盒装生蚝打折，我立刻买了一盒。回
家切成小块，打入两个鸡蛋，撒进切碎的
葱花，拌上老家带来的地瓜淀粉和生抽，
往油锅里一倒，随着“嗞”的一声响，久违了
的海蛎煎味道顿时香飘满屋。煎好的海蛎
煎吃起来除了缺少青蒜的香味，其它方面
跟家乡的海蛎煎比起来并不逊色。一盘海
蛎煎在一家人面前，几分钟就见了底。

近年来，福州人开的超市在多伦多遍
地开花，超市里经常能见到冰冻的福州珍
珠海蛎。珍珠海蛎实际上就是我们老家沿
海出产的普通海蛎，它比大个的生蚝便宜
很多，而且不需要切碎，做起来更方便，虽
然是冰冻的，但是煎熟后味道依然鲜美。

珍珠海蛎我是见一次买一次，回家做
好海蛎煎后拍个照片，顺手上传到美加的
同学同乡亲友群里炫耀一下，马上收获一
片“好吃”之声和一堆垂涎三尺的表情包。
大家纷纷表达了对美味海蛎煎的思念，还
有因陋就简做海蛎煎的囧事和趣事。

我的海蛎煎勾起了同乡们心中浓浓的
思乡情，唤醒了镌刻在灵魂深处对家乡美
味的记忆，海蛎煎的香味更是缩短了异乡
与故乡的距离，在精神上神游了一次故乡。

海蛎煎，虽不及鲈鱼莼菜著名，却是
每个闽南游子不须见到秋风吹起就会想念
的美食。海蛎煎，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温
暖肠胃的人间美味，更是能解思乡怀旧的
家乡至味。

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有几
种水果赫赫有名，比如说桃子，

“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至今还在警
醒着很多心胸狭隘的人；还有梨
子，孔融让梨，这是我们小时候
听到最多的一个关于兄弟之间谦
让的故事；和让梨的孔融生活在
同时代的人是权谋大师曹操，他
把“望梅止渴”的梅子挂在了中
国文化史的水果排行榜上，同时
又用“青梅煮酒”的典故论证英
雄的真伪。

“梨子的滋味”其实出自中国
的一个伟人之口，他说：“要想知
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
尝。”朴素、形象、鲜明，这也使
我产生了对梨子这种水果的特殊
兴趣。

记忆中，童年吃到最多的梨
是冻梨，冻梨在东北又叫秋子
梨，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香水
梨。冻梨，经常是以一大盆棕黑色
的冻得硬邦邦的模样出现在我们
面前，把它们浸在一盆冰水里，它
们很快冻醒了又入睡，一身冰壳褪下，坚硬变成
了柔软，这个时候拣起一枚黝黑的冻梨，洗一
洗，咬破果皮，就是酸且甜的浓郁的果汁了。

这冻梨注满童年的味道，以后长大了走南
闯北，吃的梨子就更多了。记得从军云南的时
候，最先吃到的是宝珠梨，它产自呈贡，绿色
的宝珠梨像一枚圆圆的珍珠，吃起来果味非常
香脆，几乎没有一点渣，它的甜、它的脆给我
留下极深的印象。据说宝珠梨是大理国一个叫
宝珠的高僧到昆明讲经的时候带来的雪梨的树
苗，清脆的果皮和雪白的果肉得到“果中君
子”“滇中梨王”的美号。

从军的时候，我以电影放映员的身份给陆
良一带的乡民们放映电影。陆良产一种拥有漂
亮名字的梨叫蜜香梨，这种梨一半浅红色，一
半嫩绿，个头不大，但是味道的确是又甜又
香，所以叫蜜香梨。我记得我们给乡亲们放完
电影的时候，老支书会把一个草席编成的草袋
子抬上我们的放映车，那里面装满的就是一颗
又一颗圆滚滚的蜜香梨。陆良的蜜香梨带着军
民的情谊让我们分享了青春岁月的甘甜，还有
一个电影放映员作为解放军的宣传员所享受到
的一种乡亲们的热情。

除了蜜香梨，我还在云南意外地吃到了雪
花梨。雪花梨产自河北赵州，当时比我们晚两
年入伍的有一批河北晋县的战友，处久了，他
们从家乡探亲归来，会带来家乡的雪花梨。这
种梨是我平生见到的个头最大的梨，每一个几
乎都有一斤多重，上面有雪花的斑点，这种巨
大的梨由几个战友分食的时候，那滋味是妙不
可言的。据说，这种梨在北魏时曾经是贡品，
味道脆甜细嫩是它最重要的特色。

说完了雪花梨，我又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
中后期和一批作家走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
是9月间的一天，我们在新疆库尔勒铁门关停
留，东道主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梨园，树上结满
了著名的库尔勒香梨，这种梨的个头应该是梨
子队列中的迷你型，但它又是我见到的直接从
树上摘下来便味道奇佳的一种特殊的梨。据说
库尔勒香梨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去的树种，那么
它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吧。一个叫谢彬
的人在1917年写过《新疆游记》，他对库尔勒
孔雀河畔铁门关的梨树描写为：“对岸梨树成
林，梨实味甘，所谓库尔勒香梨是也。”我们
这次与库尔勒香梨的邂逅使我知道了美丽的新

疆不仅仅有果子沟，不仅仅有哈
密瓜，还有我无意中见到的库尔
勒香梨，这的确是梨中的“美味骄
子”。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1924
年法国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的是他们本国的法国白梨，而
银奖就是这库尔勒香梨，号称“中
华梨后”“果中王子”，它重要的特
点是皮薄肉细，香气浓郁，味甜爽
滑，入口即化，而且铁门关有很多
百年的老梨树无私地、尽力地奉
献了自己的名果库尔勒香梨。

从那之后，我对新疆的感情
又近了几分。后来我才知道，库
尔勒香梨的名气是很大的，它号
称“中华名果”，还是中药梨膏
的重要原料，和中药放在一起做
成的梨膏润肺止咳，尤其在燥热
的夏季，含一口库尔勒香梨制成
的梨膏会让你神清气爽。

说到北京的梨，最有名的自
然是京白梨了。京白梨比较普
通，但是味道依然令人赞叹不
止，老北京人没有不好这口京白

梨的，对它的爱好甚至超过了天津的大鸭梨，
尽管北京有好几家饭馆的标牌上都写着“大鸭
梨”3个字，这是一个有力的广告宣传，京白梨
似乎没有这样的广告，但是北京的孩子们依然
喜欢着、热爱着、贪食着京白梨。

下面我要说一次和公梨母梨的巧遇，那是
我第一次知道水果还分公母。

那一年我出差到安徽淮南，淮南是安徽省
的一处重镇，那里的八公山也有很多有名的历
史典故，比如“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在去
八公山的路上，我见到四处是蓊郁的梨园，乡
民们正在三五成群地采下梨来，很平常地堆放
在马路旁叫卖。

这些梨注明是贺家围梨，实际上就是砀山
梨的一种，砀山梨极其美味多汁。我们停车，
买梨代水，陪同我的朋友是当地人，当他买梨
时，我才发现这里的梨居然如买螃蟹般区分公
母，因为他一边念叨一边挑，说：“公梨不好
吃，我多买些母梨。”他的话是说给卖梨老汉
听的，那老汉便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我忍不住好奇，便下车问梨的公母如何区
分，卖梨的老汉一乐，说母梨个大、光滑、

“肚脐”深，他说的“肚脐”，实际上是梨的顶
部。公梨呢？自然个小、有麻点、“肚脐”
浅，他又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和陪同的朋友买回一堆母梨，吃一
口，母梨的确汁多肥厚，是颇鲜灵的果子。

归来我和一些朋友说起这件事，却没有人
感到奇怪，他们说梨跟人一样，也有性别的差
异，母梨如女人，味道就是比公梨好！

再仔细一想，银杏树就分雌雄，植物开花
也有雄蕊和雌蕊，竹子也有公竹和母竹，大自
然中的动植物原本出于同一造物的安排，梨分
公母也就毫不奇怪了。

那一次走淮南，除了品尝名满天下的八公
山豆腐，凭吊了淮南王刘安墓外，还多了一点
关于砀山梨雌雄的生活小常识。

梨是一种好水果，它由于有一个特殊的和
“分离”的“离”相近的音，所以很多好朋友
分手告别的时候，一般都不用梨来切分，苹果
和桃子就没有这个忌讳。因而梨伴随着人类生
活了漫长的岁月，留给我们味觉上的舒适快
乐，还有一种文化上的特殊意蕴。

梨花此刻正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梨花到了
变成梨子的时候，肯定又是一番特殊的滋味吧。

想要看木棉花开，还得去
海南昌江大地走一走，趁着木
棉花开赶紧去看花。我到昌江
多次，总是错过木棉花争艳枝
梢的时节。到昌江看木棉花，
看漫山遍野的木棉花盛开，便
成了我深藏不露的心事。今
春，我有个身临其境看花之
旅，终可心想事成了。

进入昌江境内，木棉树渐
渐多了起来，从棋子湾动车站
到石碌镇，一路映入眼帘的山
岭荒坡，田野湿地，河畔溪
边，村庄农舍，都见到木棉树
伟岸的英姿和高擎一树繁花的
景色。从零星疏散的单株，到
满目繁茂的林带，从不经意的一枝独秀，
到三五相连簇拥成林，越是临近石碌的地
方，木棉树就越多，即便道旁的防风林
带，也被一棵棵一排排花树占据了。此时
是木棉花开的时节，傲立乡野的木棉树，
层层迭迭，千姿百态，枝头上缀满艳似朝
霞、红似火焰的花儿，热烈地把昌江大地抹
上一片鲜红。车在花路上行驶，人在木棉
花丛中穿越，此时的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
情，赶赴一场热闹非凡的春花盛会。

昌江是个黎族聚居区，黎族人把木棉
树称作英雄树，把木棉花叫作英雄花，这
源于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相传古时，五
指山有位英雄名叫吉贝，他威猛勇敢，英
勇善战，多次率领族人抵御外来侵略。吉
贝让侵略者闻风丧胆，但后来因叛徒出
卖，他不幸被敌人包围。经过浴血奋战，
冲出重围的他退守五指山时，已粮绝弹
尽。面对侵略者威逼，吉贝宁死不屈，奋
战到底，身中数十箭战死。吉贝死后化成
一棵木棉树，屹立在高山之巅，而枝头上
红艳艳的花朵，是他的鲜血凝结成的。古
往今来，昌江这个英雄辈出的土地，抵御
外来侵略的战斗从未停息过。1939年，日
本侵略者入侵海南岛，把魔爪伸到昌江霸
占石碌铁矿，侵占矿产，掠夺资源。面对
侵略者的残暴和贪婪，昌江各族人民奋勇
抗击，拿起武器，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
直至侵略者战败投降。

我们一路追寻花影、追随花香来到保
山，沿着弯曲的山路，步行上了几百米高
的观景台，那是看花的最佳地点。登高望
远，目之所及处，无限美景，历历在目。
这是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景画，大自然是巧
夺天工的画师，用神奇的笔墨挥毫描摹，
把栩栩如生的花影春韵活灵活现地勾勒出
来。静静欣赏这幅风景画，你会发现画师
以碧绿、青绿、黛绿为底色，层次分明地
进行描绘。近景为田野，用泼墨的形式，

突出乡间梯田的碧绿色调；中景是山坡林
地，随地势拓展的画面，铺垫上一片青
绿，让青和绿相互交织、衬托；远景是崇
山峻岭，用黛绿的墨临摹，呈现山的绵延
与逶迤。从色彩上看，红色是画卷的灵
魂，属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在万绿丛中，
木棉花红艳而不俗。把最抢眼的艳红色
泽，或星星点点，或赫然醒目，层次分明
点缀其间，这样纯朴秀美的画风令人赞
叹，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在保山看木棉花，观看的是一幅静止
的画卷，只能静静品读，默默品味。到了
昌化江，泛舟江上看木棉花，身临其境，
江畔木棉春色图动感十足，山水相映宛若
仙境，两岸美景别有洞天。在蓝天白云
下，船儿离岸驶向江心，船头犁开的水
面，荡起了水波，激起了浪花，一层层涟
漪，一片片水花，似孔雀开屏向船尾散
去。泛舟昌化江，沿途蕴含青山绿水，秀
美景色徐徐入目。江畔山峦层层叠嶂，森
林苍茫绿肥红瘦。艳若云霞的木棉花，尽
染丛林，或表现出豪放不羁，或流露出矜
持不苟，簇簇花影倒映江中，被江水摇曳
出几分飘逸，几分灵动。一条流动的江
河，一艘移动的船儿，一幅飘动的绝美画
卷，让游人纷至沓来，为的是一睹昌化江
春色、江畔木棉花红的风采。其实，早在
2011年昌江举办“昌化江畔木棉红”时，
这项文化活动就成功吸引人们的眼球。相
约去昌化江赏花，成了大家热衷追捧的
事。2014年，昌江获得“中国木棉之乡”
称号，木棉树披上耀眼的光环。2015 年
春，昌江以“中国木棉之乡”为契机，
结 合 “ 到 山 坡 上 看 花 ， 乘 船 水 上 看
花，徒步田间看花”等，轰轰烈烈推出

“昌化江畔木棉红”旅游观光月，八方来

客以木棉花为媒，摄影的、绘画的、写诗

的、观光的人流如潮，络绎不绝。历经10
年积淀，“昌化江畔木棉红”在昌江倾力

打造下，现已成为誉满全国
的旅游名片。

昌江是木棉之乡实至名
归，你看在山坡上，在田野
间，在溪河畔，在村寨里，
在 屋 舍 旁 ， 处 处 映 入 眼 帘
的，是高大挺拔的树影。那
些顶着满树繁花的木棉树，
有笔直的，有弯曲的，有粗
壮的，有纤细的，株株高低
不平，棵棵形态不一，迎风
飘曳，各显风姿。这些木棉
树已有些年头，许多树龄甚
至超过百年，昌江大地木棉
树如此之多，这跟当地黎族
的生活习俗有密不可分的关

联。本地有个流传上千年的老习俗，无论
谁家生孩子，孩子出生后，父母就在空地
上种一棵木棉树，让树和孩子一起生长。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环境出自内
心，这样的好习俗值得传承。

在海南岛，原住民黎族人与棉花、棉
花与黎锦，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有着悠
久的历史渊源。据 《后汉书·南蛮传》
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
布献之。”《南州异物志》载：“五色斑衣
以丝布吉贝木所作。”苏东坡被谪居海南
时作诗：“遗我吉贝衣，海风令夕寒。”上
述的广幅布、五色斑衣、吉贝衣等，全部
出自黎族妇女灵巧的双手，均是用海岛棉
花所织的黎锦。而宋代艾可叔的《木棉》
诗：“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
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
勤。”则是描述黎族妇女辛劳织锦的生活
画卷。昌江是黎族聚居之地，也是黎锦纺
织主要发源地。在族群传统纺染织绣工艺
中，本地的“絣染”技艺，在黎锦织绣中
可谓是另辟蹊径，其技法独树一帜，堪称
一绝。“絣染”是把处理好的白线作经，
两端固定在架子上，再用黑线在白经线上
扎结出各种图案花纹，然后把架上线圈拆
下染色、晒干、去扎，上踞腰织机织便可
织绣。一幅幅图案丰富、层次分明、色彩
鲜艳的棉锦呈现世上，仅仅用腰力棍、经
线棍、木刀、竹梭等简单工具，再配以灵
巧的双手操作，这种古老纺织技术，让人
叹为观止。而“黎锦光辉艳若云”，则是
人们对精美黎锦发自内心的赞叹。

在昌江，我行在木棉花丛中，去窥一
场轰轰烈烈的花事。俗话说，木棉花开爱
情来，久久不见久久见的阿哥阿妹们，在
花团锦簇的木棉树下，在绚丽多姿的花丛
中，深情对唱起情歌。看一张张被爱情陶
醉的脸，我诚心送上我的祝福，愿天下有
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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