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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荟 1

! ! ! !你很美，似梦一样，长久以来，
以一个茶乡女子的形象，披着轻
纱，笼着薄雾，入驻在我心里。一个
滇红，就使天下的红茶逊色三分，
那是怎样的一种茶呢？芽壮而肥，
金毫显露，条形壮实，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玫瑰的色泽盛风情万
种，几片绿色的叶子，既和琴棋书
画诗酒平起平坐，又同柴米油盐酱
醋相处一室；寒冬你为他人暖心，
酷暑你为他人解渴，以此交友，以
此传情，以此陶冶情操，以此品尝
人生，这是何等的境界？清明时节，
古人乘马帮在茶马古道上穿行，而
我从遥远的城市乘车而来，不为别
的，似乎只为你而来。茶山青青，你
的衣袂不知何时就悄悄挽住了我
的视线。茶园里，一行行、一丘丘、
一垄垄的茶树，似片片流云自然，
似段段歌谣优美。

而你美得依然如《茶经》中走
来的那位窈窕淑女，轻盈盈水灵
灵。弹奏一曲土得掉渣的茶歌，飘
舞着柔柳的发丝，别一枚枚茶花装
扮着四季的姿容，将凤庆的村庄点
缀成一枚枚玲珑的玉佩镶嵌在绿
萝衣上，裙裾飘飘，说不尽的妩媚。
也只有这澜沧江的水凤庆县的山
才能滋养出如此灵秀的身段，不论
凤庆这座古城经受岁月流年如何
的洗礼和变化，你始终不为之所动，
静静地穿过时空的隧道，芳步婷婷，
不染征尘，像你的名字一样诠释着
茶文化一种怡然的品性，飘逸于历
史和尘世之外，也只有深入地走进

你才能透过你迷人的韵致，聆听到
你悠远而丰厚的旋律，撩开你在我
心中编织的层层梦的面纱。

滇红之乡，顾名思义，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每一条溪流，每一
块山峦，每一座村落，都会向你诉
说关于茶的神秘。无山不茶，碧绿
的茶树盖满山坡，目之所及，到处
都是一片触人心弦的绿意，一枚枚
肥壮的茶芽芬芳涌出，轻轻贴近
它，缕缕清香沁人心脾。那么多的
茶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
一点儿缝隙，珍珠般晶莹的露水在
叶片上滚动，似乎每一片茶叶上都
有一个新生命在颤动。茶树依山而
长，见缝插针，不嫌弃山贫土瘠，不
畏酷暑严寒，更无畏迷雾淫雨，它
或附岩抱石而生，或临涧穿石而
长，经炎夏而不萎，经寒冬而不凋，
总是那样郁郁葱葱，千姿百态，这
是燃烧的绿色火焰，比艺术更高，
比时间更长，比山更为博大，比流
水更为飘逸。这不正是凤庆人的性
格吗？
“一杯香茶敬与君，深了友谊

甜了心”。伴着明月瑶琴，我闻着你
的体香，远离了灯红酒绿的都市，
走进了你怀里，这是一个茶的世
界，“菜在街头摊卖，茶在壶中吐
香”的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山坡的
茶垄汇成了诗行，小镇的茶庄、茶
行、茶轩、茶馆、茶店、茶亭、茶厅、
茶屋、茶舍点缀街间，各式各样的
茶馆或简洁，或古朴，或现代，或富
丽，无不给人以清新雅致的感觉。
沿着深深的滇红茶脉络，我们寻觅
一位名叫冯绍裘的大师，在战火纷
飞的年代，大师用“形美、色艳、香
高、味浓”的滇红茶为凤庆赢得了
世界滇红之乡的赞誉，如今，大师
端坐于茶树之上，启迪人们许多摆
脱贫穷富裕千年的秘密。凭借大师
开给的以茶为粮的秘方，凤庆的生
活就渐渐涌起阵阵沁入心房的温
暖。我的父老兄弟常把这由衷的欣
喜握在手上，连同土里土气的茶经
和餐桌以外的话题种进灯红酒绿的

都市，准确地换回一些品读佳茗
的知音。

滇红之乡，喝茶自然是一种最
好的享受。步入茶室，满目仿古的
装饰匠心独创，茶桌茶椅古朴，品
茗茶具典雅，青墙黛壁使人幻入明
清民居之中，茶馆四壁，透明通风
的大窗格外醒目，门窗上贴的诗词
字画，给茶馆营造出一种浓浓的文
化氛围。临窗挂起的竹帘，柳影映
照，半明半暗。茶女手捧茗罐推门
而入，那轻盈的步履、飘逸的气质，
无不透露着茶文化的深邃和广远。
坐在雕了花的厚实的木凳上，凭窗
临风，太阳明亮地照着，人便有了
登高望远的豁达，而心地也自然开
阔起来。清冽的水呈弧形冲向盛有
干茶的杯子，细微注水声立刻汇成
了一首动听的抒情诗。杯里的茶，
经受着水柱的冲击，上下翻飞，左
右摇摆，犹如无数匹摆脱羁绊的骏
马，横冲直撞，奔腾咆哮，不一会，
就收敛了野性，以缓慢的动作冉冉
升起，又徐徐降落。红茶在碗，芳
香浮动，抿一口，任清浅的润泽在
舌间荡漾开来，充溢齿喉。深吸一
口气，余香满唇，在肺腑间蔓延开
来，洗尽了一切的疲惫冷漠，人仿
佛也醉了，朦胧中，久久不愿醒
来。茶香满室，杯中茶汤由淡逐渐
变浓，沉沉浮浮，聚聚散散，再来
一段龙吟凤鸣的洞经音乐，清脆
的曲调自你的耳孔涌入，再从你
的脚底淙淙流出，不禁使人有些
飘然若仙了，这种感觉，也许只有
在滇红之乡才会有。

相关链接

云南凤庆县地处云南省西南

部!临沧市西北部!澜沧江穿过其县

城" 凤庆县种茶#制茶历史悠久!境

内有多株高龄古茶树"!"#"年!顺宁

茶厂$即滇红集团公司的前身%再次

创立!其生产的滇红茶远销海内外"

可以说!凤庆生养了滇红茶!而滇红

茶养育了这里的凤庆的子民"

庄文勤

! ! ! !来上海念书后，才切身感受到
中国之广阔无垠以及随之带来的南
北差异。以前总觉得南北差异不过
就“秦岭!淮河线”两侧比较而言，
却不料与家乡同在此线以南的上
海，风俗习惯也相距甚远。特别是在
饮食方面，一甜一辣，一淡一咸，迥
乎不同。初来上海时，我反复寻找米
粉等家乡常见之物，最后总是失落
而归；在学校食堂吃饭时，也免不了
在师傅做的面条中浇上一勺辣酱来
慰藉自己对于家乡美食的怀念。

湖南有着“鱼米之乡”的美称，
洞庭湖的灌溉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
孕育让这片土地尽是上天的馈赠。
人们有着丰富的食材，自然也会变
着法子来想象烹调的手段。炸的是
“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煎
的是“糖油粑粑”，层层糖汁包裹如
金子般闪烁；烫的是一碗米粉，根根
粉条入口便会引你发出“滋溜”响
声；烤的是洞庭鱼，涂上一点辣椒汁
便觉得飘飘欲仙；卤的是“三合一”，
秘制卤水加上荤素搭配好吃不贵；
熏的是腊肉香肠，风干腌制口感尤
其特别……在这样一个“吃货天然
养成地”长大的孩子是幸福的，兜里
不需要揣着太多钱，便可以走遍街
边小巷将各类美食尝个遍。但是吃
过了家乡的美味，便有了种“除却巫
山不是云”的“高冷”!!从这里走出
来的儿女们，都不那么容易去适应
浙菜的清淡或其他菜系的口味。我
们心心念念的总是那恰到好处的辣
味和时隐时现的口感刺激。
就以长沙人最偏爱的小吃“臭

豆腐”为例吧。苏浙沪一带的臭豆
腐，“美有余而臭不足”；虽然看着更
有卖相、闻着更觉宜人，但却少了几
分韵味，失去了对“臭”的强调。我每
到苏浙一处，便会尝尝这里的臭豆
腐，总想要亲自将它们拿去跟家乡
的一比高下，最后总是很自豪地感
叹：“‘白豆腐’终究还是输给了‘黑
豆腐’。”室友也都被我的举动说服，
纷纷找寻长沙臭豆腐来对比着吃，
吃后也都赞不绝口。不要说这些外
地人，就是长沙本地人也常年摆脱
不了这份经典的“黑色诱惑”。坡子
街那家有名的臭豆腐小店总是吸引

大量食客，绵延的队伍排得老长老
长。它不知是多少长沙人的家乡记
忆，是多少游子回家后首选的“怀旧
圣地”。
除了小吃以外，“正规军”湘菜

自然也不甘落后。虽不是“八大菜
系”之首，却常常被视作南北各地家
庭宴请时的首选。人们看重它的鲜
艳色泽，也喜爱品尝它时的酣畅淋
漓!!宴会的热闹和相聚的欣喜仿
佛就在这红艳艳的菜肴中体现出
来。这就是“不怕辣”的湖南人给外
地客人们送上的一份礼物———让所
有人感受一下何谓热情，何谓奔放。
人们常说食物的烹调手法能够反应
一个人的性格；我想，大概一座城的
口味也能绘出城中儿女的精神气
质。辣椒对于长沙人而言，已不仅仅
是去内火和祛湿那么简单，它是我
们火辣辣性格的象征，是“敢为人
先”的变革精神的写照。有时想到家
乡革命前辈的冲锋壮举，想到“芒果
台”在国内传媒业中的勇于创新，我
很难不把它们与“爱吃辣”这一特点
联系起来。
有人说，一个女人要想留住一

个男人，就得留住他的胃；我觉得，
一座城市要想留住她的孩子，也得
留住他的胃。有的城用高山流水吸
引路人眼球，有的城用城墙古迹震慑
过客心魄，而长沙更多的是许你一段
舌尖上的旅行，让你的每一个味蕾都
随之翩翩起舞，让你的每一个好梦都
有香气环绕。不要说你不是归人而是
过客，只管停下你达达的马蹄，让长
沙邀你赴一场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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