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寿南

茶 山 绵 延 绘 画 卷 ，百 花 绽 放 迎

客 来 。

在 距 福 建 龙 岩 城 区 西 南 方 向 28

公里的高山盆地中 ，有一个闻名遐迩

的小镇。这里因海拔高、气候与台湾

阿 里 山 相 似 ，被 誉 为“ 大 陆 阿 里 山 ”；

因聚集一大批台湾茶农种植高山茶 ，

获批为“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因盛

产 花 卉 ，被 冠 以“ 高 山 花 园 ”之 名 ，它

就是漳平永福镇。

永福的“花乡”之誉 ，在于这里的

花品种多、色彩艳、花期长；永福的茶

山 之 秀 ，在 于 这 里 的 茶 园 规 模 大 、樱

花伴、景色美。

郁 郁 葱 葱 的 5 万 多 亩 茶 山 ，宛 如

一幅幅层次分明的巨幅画卷 ；株株茶

树亭亭玉立 ，宛如一个个穿着绿裙的

少 女 ，笑 迎 游 人 的 到 来 ；姹 紫 嫣 红 的

10 万多株樱花，宛如一盏盏红色的灯

笼，装点在翠绿的茶山、热闹的步道；

一排排樱花树 ，又如一条条五彩斑斓

的巨龙，腾跃于峰峦沟壑之中……

西 山 十 里 花 街 ，百 花 绽 放 迎 春 。

兰花茶花杜鹃花，争奇斗艳竞芬芳。

永 福 ，花 艳 茶 绿 的 迷 人 美 景 ，如

何不让游人心驰神往？每到春天 ，这

里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游茶山、赏樱

花、品佳茗、逛花街，心旷神怡。

从 龙 岩 城 区 往 中 甲 方 向 驱 车 半

小 时 ，过 了 红 尖 山 2600 多 米 的 隧 道 ，

道路两旁的火红樱花扑面而来 ，一望

无 际 的 茶 山 映 入 眼 帘 。 过 龙 车 村 不

远，便到了“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核

心 区 ，也 是 永 福 游 茶 山 、赏 樱 花 的 主

要景区台品樱花茶园。

永 福 镇 有 600 多 名 台 湾 茶 农 ，从

事 茶 叶 种 植 生 产 经 营 的 台 企 有 40 多

家 。 台 品 樱 花 茶 园 有 规 模 连 片 的 茶

山 1500 多 亩 ，种 植 樱 花 10 万 多 株 ，包

括“ 中 国 红 ”“ 福 建 山 樱 ”“ 台 湾 山 樱 ”

“日本山樱”等 42 个品种。每年春天，

樱花盛开，美不胜收。

沿 着 樱 花 步 道 走 一 小 段 ，便 到 了

樱 花 茶 园 半 山 腰 的 小 火 车 乘 坐 处 。

为了提升游人体验 ，景区开通了小火

车 环 山 游 览 项 目 。 三 列 小 火 车 极 具

卡通创意，一列红色、一列粉色、一列

蓝色 ，与山上的樱花相映成趣。坐上

一趟 10 分钟左右的环山游小火车，樱

花 茶 园 的 景 色 尽 收 眼 底 ，可 以 体 验

“ 会 当 凌 绝 顶 ，一 览 众 山 小 ”的 感 受 ；

可以饱览红绿相间、茶山叠翠的美丽

风 光 ；还 可 以 闻 到 扑 鼻 而 来 、沁 人 心

脾的阵阵花香。

下 了 小 火 车 ，沿 着 十 里 茶 山 步

道 ，穿 行 于 樱 花 飘 香 的 茶 山 ，美 丽 的

景色让人目不暇接。游人三五成群 ，

有 的 携 妻 抱 子 ，有 的 呼 朋 引 伴 ，有 的

“ 扛 长 枪 、举 短 炮 ”拍 照 ，有 的 摆 弄 无

人 机 录 影 ，都 想 和 这 里 的 蓝 天 白 云 、

茶山樱花合影，定格无限春光。

游览完台品樱花茶园，驱车 10 来

分钟 ，便来到西山村的十里花街。这

里 地 势 平 坦 ，宽 阔 的 公 路 穿 村 而 过 ，

两旁花圃林立 ，芬芳四溢。永福种花

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花农技术精湛，

花 卉 畅 销 四 方 。 全 镇 有 花 农 5000 多

户 、从 业 人 员 3 万 多 人 ，年 种 杜 鹃 、兰

花 、茶 花 等 1000 多 万 盆 ，年 销 售 额 20

多亿元。此外，永福在广州、成都、长

沙 、上 海 、福 州 等 地 从 事 花 卉 产 业 的

花农有数千人 ，从业人员上万人。永

福人在全国种植花卉 12 万亩，花卉产

业 年 销 售 额 40 多 亿 元 。 永 福 的 兰 花

有君子兰、建兰、墨兰、寒兰等上百个

品种，杜鹃花有兰花雨、红皇冠、粉宝

石 、花 舞 鼓 等 60 多 个 品 种 ，茶 花 有 五

色 赤 丹 、十 八 学 士 、七 仙 女 、小 桃 红 、

东 方 亮 等 40 多 个 品 种 。 镇 里 还 成 立

了花卉研究所和花卉协会。

西 山 十 里 花 街 是 永 福 花 卉 产 业

的 缩 影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花 街

上 的“ 永 福 花 卉 中 心 ”展 示 馆 。 从

2015 年 开 始 ，每 年 春 节 ，这 里 都 会 举

办花卉展，今年参展的花卉企业有 40

多家。在这里 ，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

杜 鹃 花 、茶 花 、兰 花 等 花 卉 ，还 有“ 宝

塔 ”“ 孔 雀 ”“ 腾 龙 ”等 花 卉 造 型 ，让 人

大饱眼福。

茶 绿 千 山 赏 樱 美 ，花 香 四 方 话 永

福。游人看到永福这些年的嬗变 ，不

禁要问有什么经验？敢为人先、创新

进 取 、善 抓 机 遇 、团 结 奋 斗 ，便 是“ 花

开永福，香飘四海”的成功密码。

一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盛 开 春 满

园 。“ 茶 花 仙 女 ”撒 下 了 天 上 的 茶 花

之 种 ，育 出 了 万 紫 千 红 的 百 花 之

乡 。 期 待 永 福 花 乡 再 接 再 厉 ，让“ 高

山 花 园 ”“ 赏 樱 胜 地 ”之 花 绽 放 异 彩 ，

福 满 游 人 。

花香茶绿话永福

俯瞰永福樱花茶园 郭亦斌 摄

□ 王殿才

清明，又到了采摘野菜的时候。

如今，随着民宿、农家乐的兴起，

城 里 人 的 足 迹 早 已 遍 及 乡 野 。 人 们

在追求乡土美味的同时，对大地上生

长的野菜也越来越喜爱。

今 天 我 要 说 的 野 菜 ，单 指 那 些 乡

村田野上可以采食的野草，而那些树

梢头、水面上生长的，如秋之桂花、春

之 槐 花 、山 栀 子 花 、香 椿 芽 、莼 菜 等 ，

则不在讨论之列。

自古以来，“草”与“菜”之间并没

有天然鸿沟。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

珍著《本草纲目》，人们发现了很多有

用 的 野 草 ，有 些 入 了 药 ，有 些 被 驯 化

成 农 人 栽 种 的 菜 蔬 ，有 些 则 成 为 野

菜，最典型的就数野山芹、野水芹、野

茭白等。

生 活 中 ，人 们 念 兹 在 兹 的 野 菜 ，

多在春天采摘。经过冬的酝酿、雪的

孕 育 ，春 雨 润 万 物 ，于 是 ，田 间 地 头 、

房 前 屋 后 ，在“ 吹 面 不 寒 杨 柳 风 ”“ 草

色 遥 看 近 却 无 ”之 时 ，人 们 便 能 喜 滋

滋地采摘荠菜，或包饺子，或炸春卷；

随后是野小蒜，做成米饼，或煎或炸，

都很美味；马兰头紧跟而来，一丛丛、

一 簇 簇 ，在 畦 头 田 畻 上 势 众 量 大 ，刈

回家，洗净焯水，凉拌最佳。

除 了 上 面 提 及 的 荠 菜 、野 小 蒜 、

马兰头外，春天可采的野菜还有蒲公

英、蘑盘头、红花草、艾叶尖等。入夏

后 ，则 有 马 齿 苋 、苦 苣 菜 、竹 叶 菜 等 。

秋 季 天 高 气 爽 ，万 物 凋 零 ，地 上 可 采

食之野菜已不多见。

有 些 野 菜 ，只 要 温 度 和 湿 度 适

宜 ，春 夏 秋 三 季 均 可 采 摘 ，比 如 蒲 公

英 ，从 春 到 夏 至 秋 ，一 茬 又 一 茬 。 也

有一些野菜，对地域比较挑剔甚至苛

刻 ，比 如 只 适 于 南 方 生 长 的 ，过 了 长

江或过了黄河，就难觅踪迹。再往大

处 说 ，有 些 野 菜 只 适 合 中 国 或 东 亚 ，

到 北 美 北 欧 或 南 非 ，就 长 不 了 ，也 找

不 到 ，这 就 叫“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

野 菜 是 植 物 ，不 似 飞 禽 可 以 当 候 鸟 ，

所以野菜之鲜，乃听命于天候地宜时

令之鲜。

海 南 民 间 尤 喜 食 野 菜 。 据 说 海

口有一家专司野菜的餐馆，其野菜菜

品竟达 200 多种，有些可鲜食，有些需

特 殊 加 工 ，还 有 些 要 等 晒 干 、烘 干 后

重新泡发烹制，十分讲究。

野 菜 难 寻 ，比 野 菜 更 难 寻 的 其 实

是 乡 愁 。 小 时 候 遍 地 可 见 的 一 些 野

菜，如今却很难找到了，农药厉害，除

草剂更是了得，而可食的野菜在所有

草 中 ，恰 恰 又 是 最 脆 弱 的 。 所 以 ，当

我 们 有 机 会 品 尝 野 菜 、大 饱 口 福 之

时，一定别忘了心存敬畏、心怀感激，

要无比珍视大自然的厚爱和馈赠，让

山 河 无 恙 、大 地 净 美 ，让 唇 齿 间 的 美

味记忆伴着乡愁永驻心间。

□ 聂顺荣

清 明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之 一 ，又 是 我

国的传统节日，至今承继着许多古人

的 风 俗 习 惯 。 大 量 描 写 清 明 习 俗 的

诗词就足以佐证这一点。

扫 墓 是 清 明 节 最 重 要 的 活 动 。

自 古 以 来 ，国 人 就 有 清 明 扫 墓 祀 祖 、

缅 怀 先 辈 、追 悼 亡 灵 的 习 俗 。 这 一

天 ，人 们 扶 老 携 幼 来 到 墓 地 ，将 酒 食

果品供祭先祖墓前，然后焚烧纸钱进

行祭拜。“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

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

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

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

人归去。”白居易这首著名的《寒食野

望吟》，写的就是清明寒食扫墓祭祀、

追悼亡灵的悲伤情景。此外，高菊卿

《清 明》、高 翥《清 明》、黄 庭 坚《清 明》

等诗，都真实而生动地描摹了古人扫

墓的情景。

清 明 时 节 ，春 光 明 媚 ，自 然 界 处

处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到郊外

踏 青 寻 春 是 清 明 节 的 又 一 习 俗 。 清

明 踏 青 的 习 俗 ，据 考 证 始 于 唐 ，盛 于

宋 ，谓 之“ 游 春 ”。 唐 代 崔 护《题 都 城

南 庄》曰 ：“ 去 年 今 日 此 门 中 ，人 面 桃

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

旧笑春风。”相传清明那天，诗人到都

城郊外南庄踏青。因为口渴，就向一

位农家姑娘讨水喝，姑娘给了他一碗

水 ，并 倚 在 小 桃 树 旁 看 他 ，这 情 景 使

诗人难以忘怀。第二年清明，诗人又

来到这里，虽然门墙如故，桃花依旧，

但 姑 娘 却 不 知 哪 儿 去 了 。 诗 人 触 景

生 情 ，不 胜 惆 怅 ，于 是 写 了 这 首 诗 。

宋 代 诗 人 程 颢 的《郊 行 即 事》：“ 芳 原

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

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

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

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描写

了清明节郊游赏景的欢乐场面。

“ 无 花 无 酒 过 清 明 ，兴 味 萧 然 似

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

书 灯 。”一 生 清 苦 孤 寂 的 宋 代 诗 人 王

禹偁，在清明之日，无花可赏，无酒可

喝 ，就 连 寒 食 后 的 新 火 种 ，也 是 昨 晚

从邻居那里讨来的。天一亮，诗人点

燃 孤 灯 ，倚 在 窗 前 ，静 静 地 捧 读 诗

书 。 这 是 多 么 高 雅 、富 有 情 趣 的 清

明 ，体 现 了 诗 人 虽 贫 亦 安 、虽 苦 亦 乐

的心境。

荡 秋 千 是 清 明 节 古 老 的 游 乐 民

俗 ，因 为 清 明 节 处 处 荡 秋 千 ，也 有 人

称 其 为“ 秋 千 节 ”。 杜 甫《清 明》诗

云 ：“ 十 年 蹴 鞠 将 雏 远 ，万 里 秋 千 习

俗 同 。”道 出 了 清 明 荡 秋 千 习 俗 的

盛 行 。 刘 禹 锡“ 秋 千 争 次 第 ，牵 拽

彩 绳 斜 ”之 句 ，刻 画 出 少 女 们 荡 秋 千

的 情 形 。 此 外 ，郑 谷 的“ 村 落 清 明

近 ，秋 千 稚 女 夸 ”，王 建 的“ 少 男 少

女 重 秋 千 ，盘 中 结 带 分 两 边 ”，马 臻

的“ 院 落 秋 千 谁 氏 女 ，彩 绳 掷 起 过 墙

高 ”等 句 ，都 是 古 时 荡 秋 千 风 行 民 间

的 明 证 。

清 明 插 柳 、戴 柳 的 习 俗 源 远 流

长 ，宋 代 尤 为 盛 行 ，人 们 不 仅 在 门 前

插柳枝，还在头上戴柳条帽圈。宋伯

仁《清 明 插 柳》中 写 道 ：“ 清 明 是 处 插

垂杨，院宇深深绿翠藏。”可见古时清

明 插 柳 习 俗 之 盛 。 古 代 妇 女 清 明 常

戴柳以作时令点缀，有“清明不戴柳，

红 颜 成 皓 首 ”之 说 ，表 现 了 人 们 珍 惜

春光的良好心愿。

放 风 筝 也 是 清 明 前 后 人 们 最 喜

爱 的 雅 俗 。 唐 代 高 骈《风 筝》：“ 夜 静

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

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生动

描 写 了 当 时 风 筝 竞 放 的 情 景 。 清 代

高鼎《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

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 风 放 纸 鸢 。”更 是 把 早 春 放 风 筝 的

情形描绘得栩栩如生，成为吟咏风筝

之绝唱。

古 人 在 清 明 还 有 斗 鸡 、斗 草 、扑

蝶等习俗。“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

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看，先赌红

罗 被 十 床 。”是 唐 代 花 蕊 夫 人 专 咏 斗

鸡 乐 趣 的 。 白 居 易“ 弄 尘 复 斗 草 ，尽

日 乐 嬉 嬉 ”，描 写 了 斗 草 游 戏 的 场

面 。 宋 代 诗 人 陈 与 义《清 明》：“ 街 头

女儿双髻鸦，随蜂趁蝶学妖邪。东风

也作清明节，开遍来禽一树花。”则描

绘了清明女孩子扑蝶嬉戏的场景。

清 明 习 俗 在 古 诗 词 中 异 彩 纷 呈 ，

诗意无限。时值清明，仔细翻阅古人

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让远离故

土的我仿佛又回到久别的家乡，回到

记忆深处的童年，和亲人团聚在同一

屋檐下，和乐融融，幸福万分……

□ 张金刚

梅 兰 芳 先 生 乃 一 代 京 剧 大 师 ，我

从 未 奢 求 过 能 与 梅 先 生 有 听 戏 之 外

的 任 何 交 集 ，更 何 况 是 登 门“ 拜 访 ”。

那 年 清 明 节 前 的 一 天 ，春 和 景 明 ，繁

花满枝，暖意融融。我暂住进北京群

力胡同，清晨遛弯儿，拐过护仓胡同，

走 到 护 国 寺 街 9 号 ，竟 听 说 这 里 便 是

梅兰芳故居，如今已成为纪念馆。一

时和梅先生成了“街坊”，着实让我惊

喜，于是欣然迈槛而入。

这 是 一 座 典 型 的 北 京 四 合 院 ，青

砖院墙、朱红大门，清静幽居，朴素典

雅。一入大门，迎面青砖灰瓦的影壁

前 ，有 一 尊 梅 兰 芳 的 汉 白 玉 半 身 塑

像 。 只 见 他 西 装 革 履 ，发 型 精 致 ，眼

神 清 澈 温 润 ，面 容 笑 意 盈 盈 ，顿 生 优

雅亲和之感。两侧植了两丛修竹，竹

叶 青 翠 ，体 态 曼 妙 。 轻 风 中 ，那 竹 沙

沙作响，摇曳生姿，投影墙上，相映成

趣 ，颇 有“ 来 风 韵 晚 径 ，集 凤 动 春 枝 ”

的雅韵。

前 院 有 两 株 大 树 ，院 外 便 可 见 树

冠。因还未发芽，一时不好辨识。细

瞅，东面一株为椿树，树皮龟裂，透着

沧桑，高挑过墙，直插蓝天。喜的是，

恰有一只喜鹊暂栖树梢，“喳喳”地迎

我 这 位 仰 慕 梅 先 生 的 后 生 。 西 面 一

株 为 楸 树 ，繁 枝 上 悬 挂 有 串 串 种 荚 ，

风 过 飘 摇 ，如 凤 冠 上 的 珠 玉 流 苏 一

般 ，似 闻 铃 铃 声 响 。 一 椿 一 楸 ，寓 意

“健康长寿”“紫气东来”，静静地与梅

先生一道，看尽也演尽人世春秋。

楸 树 下 是 一 道 橱 窗 长 廊 ，展 示 着

“ 梅 兰 芳 访 美 艺 术 图 谱（部 分）”。 这

些 纷 繁 精 美 、底 蕴 深 厚 的 图 谱 ，系

1930 年 梅 先 生 访 美 演 出 的 发 起 者 齐

如山组织画家设计制作。画轴共 183

卷 、1987 幅 ，涵 盖 京 剧 的 服 装 、脸 谱 、

砌 末（布 景 道 具）、乐 器 、舞 蹈 造 型 及

剧 场 等 元 素 ，堪 称 京 剧 百 科 画 卷 ，皆

是 国 画 风 格 、中 英 文 对 照 ，形 象 生 动

地 将 国 粹 京 剧 特 别 是“ 梅 派 ”艺 术 展

现在了美国观众面前，轰动一时。观

之，不由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前 院 南 面 六 间 房 是 梅 先 生 生 平

展 。 一 段 段 视 频 、一 件 件 实 物 、一 帧

帧 照 片 、一 篇 篇 文 字 ，详 细 记 录 了 梅

先生的艺术生涯。缓步观看，整个身

心 完 全 沉 浸 在 梅 先 生 对 京 剧 艺 术 的

刻苦钻研、创新精进、不懈追求、弘扬

传承之中，尤其为梅先生在抗日战争

时 期 罢 歌 歇 舞 、蓄 须 明 志 、卖 画 谋 生

的 爱 国 情 怀 与 民 族 气 节 深 深 感 染 。

那 一 刻 ，他 就 是《抗 金 兵》中 的 梁 红

玉 ，就 是《生 死 恨》中 的 韩 玉 娘 ，就 是

誓 死 抗 日 、铁 骨 铮 铮 的“ 中 国 人 ”梅

兰 芳 。

迈 过 中 门 ，进 到 正 院 ，便 被 悠 扬

婉 转 的 梅 先 生 原 声《贵 妃 醉 酒》陶 醉

了 。“ 海 岛 冰 轮 初 转 腾 ，见 玉 兔 ，玉 兔

又 早 东 升 …… ”优 美 的 梅 派 唱 腔 如

丝 如 缕 ，如 纱 如 雾 ，萦 绕 小 院 ，韵 味

十 足 。

迎 面 立 一 座 木 雕 影 壁 ，其 后 置 一

高脚石雕鱼缸，池水澄澈，水草碧绿，

几条金鱼游来摆去，不知日月。东西

厢房原为梅先生子女的居室和餐厅，

檐下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现辟为

展 室 ，正 进 行 一 场“ 梅 兰 迎 春 画 展 ”。

梅兰本就深受文人墨客推崇，今又在

梅先生府上展出，堪称相得益彰。赏

梅，赏兰，更赏梅先生傲雪洁贞、坚韧

高尚的大师风范。

正 院 北 房 ，便 是 梅 先 生 的 居 室 。

正 中 为 客 厅 ，里 间 为 起 居 室 ，东 西 耳

房 是 卧 室 和 书 房 。 隔 着 门 ，透 过 窗 ，

看 到 屋 内 的 沙 发 、橱 柜 、书 桌 、板 凳 、

床 铺 、茶 几 、灯 笼 、挂 画 、摆 件 …… 古

香 古 色 ，精 巧 雅 致 ，洋 溢 着 浓 浓 的 文

人 雅 士 气 息 。 客 厅 西 墙 斜 竖 着 印 度

著 名 画 家 难 达 婆 薮 为 梅 先 生 绘 制 的

巨 幅 油 画《洛 神》，生 动 传 神 ，格 外 醒

目 。 想 来 ，梅 先 生 日 日 夜 夜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氛 围 中 生 活 、研 戏 、作 画 、会

客 ，不 由 感 叹 ：亲 近 大 师 的 感 觉 甚 是

美 妙 ！

正 院 靠 北 有 两 株 柿 树 ，寓 意“ 事

事如意”，小叶刚刚萌芽，枝头还挂着

旧年风干的柿子。靠南有两株海棠，

花 开 馥 郁 ，美 丽 明 艳 ，如 雍 容 华 贵 的

杨玉环，又如飘逸淑雅的洛神。走廊

墙 外 有 两 株 丁 香 ，清 新 脱 俗 ，馨 香 弥

漫。六株树分布南北西东，将小院装

扮 得 郁 郁 葱 葱 、生 机 勃 勃 ，可 以 想 见

梅 先 生 每 天 在 树 下 吊 嗓 、练 功 、授 课

的优雅身影……

轻 声 缓 步 游 走 在 梅 先 生 府 上 ，自

觉如沾染了艺术气息一般，周身舒爽

畅 然 ，不 禁 小 声 哼 起 了 那 曲 经 典 的

《梨 花 颂》：“ 梨 花 开 ，春 带 雨 。 梨 花

落，春入泥……”

恍 惚 间 ，我 仿 佛 穿 越 回 梅 先 生 所

在 的 时 代 ，只 是 久 久 未 见 梅 先 生 归

来 ，是 去 演 出 了 ？ 出 访 了 ？ 开 会 了 ？

会 友 了 ？ 我 没 问 看 门 人 。 能 在 府 上

看 看 ，已 是 足 矣 。 不 舍 地 移 步 门 外 ，

转身，回望，邓小平亲笔题写的“梅兰

芳纪念馆”五个大字忽地让我万分怅

然：大师已去，惟余追思。

我 整 整 衣 衫 ，掸 掸 灰 尘 ，恭 恭 敬

敬地鞠了一躬……

诗
里
清
明

馋话野菜

访梅先生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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