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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溪碧水澄澈见底，天游峰一石

葱茏挺秀。寒冬的武夷山，依旧满眼苍

翠、生机盎然。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这

里游山玩水，流连忘返。

武夷风景，贵在“三三秀水、六六奇

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而集千般奇

秀、万种风情于一身的，正是岩茶。

“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

黄土”，这是茶圣陆羽对茶叶生长土壤的

描述。武夷山丹霞地貌千姿百态，岩石

风化后富含矿物质，形成茶树独钟的珍

稀“烂石”，岩茶之名由此而生，岩韵之韵

由此而成。

岩茶依生长条件分为正岩、半岩和

洲茶，其中正岩品质最佳、岩韵最浓。福

建 农 林 大 学 教 授 廖 红 曾 率 团 队 在 正 岩

区、半岩区和洲茶区多点采样，分析了不

同茶区茶青及土壤样品万余份，获得大

量科研数据。研究发现，正岩区、半岩

区、洲茶区的茶青次级代谢物差异显著，

说明岩韵不是虚幻的感觉，而是切实的

存在，与产地明显相关。

岩韵还与山峦云雾相“缭绕”。九曲

溪 畔 、天 游 峰 下 ，有 一 著 名 景 点—— 茶

洞。穿过石门，但见岩峰石崖环峙，一亩

见方的空旷平地上，山泉叮咚作响，茶树

青翠欲滴，空灵之气扑面而来，仿佛进入

桃源仙境。然而，洞在何处？其实，此刻

已 身 在 洞 中—— 洞 口 朝 天 ，也 称 洞 天 。

相 传 这 是 武 夷 先 人 最 早 栽 下 茶 树 的 地

方。上品坑涧岩茶多受益于这种洞天佳

境：云雾低回，阳光轻抚，注天地之精华，

育品类之繁盛。

名列岩茶之首的母树大红袍之所以

神奇，就在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生

长环境。在清泉潺潺的九龙窠峡谷，峭

壁上六株母树大红袍亭亭玉立，周边砌

石保护，有如精致典雅的盆景。

大红袍之名何来？众说纷纭。流传

较广的，一是灵猴采茶说。由于茶生悬

崖峭壁，得靠猴子攀岩采摘。更多的是

状元报恩说。明初一学子赴京赶考，途

经武夷山时中暑晕厥，幸得僧人搭救，后

学子高中状元，特意回来报恩。僧人将

救治之功归于以茶入药，让学子报恩茶

树，学子遂披茶树以御赐红袍。

母树大红袍谁栽？同样莫衷一是。

有种说法是鸟衔茶种掉落岩壁。天降奇

树，自然得天独厚，不仅有山间雾霭精心

滋养，更有岩顶细泉终年浸润。母树大

红袍茶物以稀为贵，2006 年起，武夷山市

政府决定对母树大红袍实行停采养护。

如今，游客可以徜徉于岩骨花香漫步道，

感受母树大红袍的绝代风华。

武夷风光，美在山水交融。“溪边奇

茗冠天下”，自然少不了水的襄助。环武

夷 山 国 家 公 园 中 心 景 区 公 路 经 过 月 亮

湾，冬季枯水期依然水量充沛。晶莹的

溪水从容流下弧形水坝，“大珠小珠落玉

盘”，珠帘密实，乐声律动，山光水色，沁

人心脾。月亮湾的水是武夷好水的一个

缩影，高度契合古人“清、活、轻、甘、冽”

的泡茶用水标准。

月亮湾横亘于九曲溪上游桐木溪。

溯溪而上可到溪水发源地——武夷山国

家公园核心区桐木村。这里是世界红茶

的发祥地，所产正山小种名扬天下，还为

英语添加了“小种红茶”这个单词。九曲

溪自西向东蜿蜒穿过的茂林丹崖，历史

上还是重要的茶叶贸易通道。

“ 曲 曲 山 回 转 ，峰 峰 水 抱 流 ”。 今

天，人们习惯于坐在竹筏上，顺流从九

曲星村码头漂向一曲幔亭峰下，饱览胜

迹，涤净心尘。然而，历史上的九曲溪

则是交通要道，辛勤的船工从一曲向九

曲逆流而上，将沿岸盛产的岩茶运到当

年名噪一时的星村茶市，再由星村北上

南下、跋山涉水、漂洋过海。沿岸崖石

上纤夫留下的脚印，记录着九曲茶路的

峥嵘时光。

汲九曲溪水烹茶，如何？早在八百

多年前，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就已乐在其

中。九曲溪流至五曲，有一巨石屹然而

立，“可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窠

臼自然如灶。”朱熹请石匠刻“茶灶”之名

于石上。他常与友人在此聚首，品茗论

道，还留下诗句——“仙翁遗石灶，宛在

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哲

人已去，茶烟犹存，历朝历代名家大师唱

和吟咏之声，至今不绝。

朱 熹 一 生 ，近 五 十 年 在 武 夷 山 度

过。离“茶灶”不远的隐屏峰下，有朱熹

兴建的武夷精舍遗址，如今复建为朱熹

园。他在这里著书立说，倡道讲学，筑理

学大厦，启“道南理窟”。

中国人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就是最

早发现了茶叶之用，并使之风靡世界，甚

至影响了历史进程。

茶叶长期是古代丝绸之路流通的主

要商品之一。继丝绸之路之后崛起的又

一条连通亚欧大陆的国际商贸通道——

万里茶道的起点，就在武夷山。武夷茶

从这里出发，一路辗转进入俄罗斯，再传

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茶路延绵一万

三千多公里。

武 夷 岩 茶（大 红 袍）制 作 技 艺 已 跻

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

而将武夷山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双

世遗”提升为“三世遗”。岩茶传统制作

流程有复式萎凋、看青做青、双炒双揉、

低温久烘等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十道

工 序 。 古 人 曾 赞“ 武 夷 焙 法 实 甲 天

下”。武夷茶人对茶技的孜孜求索，令

人赞叹。

岩茶种类繁多，铁罗汉、水金龟、岭

上梅、醉海棠、不知春……信手拈来，闻

名识香，据说多出自明末清初的文人雅

士之手。然而，对于茶的探究，人们从

未 止 步 。 多 少 年 来 ，武 夷 茶 人 一 直 为

做出好茶不断精进。在燕子峰山脚下的

燕子窠，我们直接感受到新时代茶人的

新探索。作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实验

示范点，燕子窠生态茶园套种大豆、油茶

等作物，形成“有机肥+绿肥”种植模式，

最大限度保留茶园生物多样性和完整生

态链。目前，燕子窠模式已辐射福建全

省三十万亩茶叶种植面积。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

是各地正在书写的大文章。数据显示，

武夷山市约一半人口从事涉茶行业，拥

有茶山约十五万亩、注册茶企五千余家，

茶 叶 年 税 收 突 破 一 点 二 亿 元 。 如 此 看

来，武夷山与其说是旅游之城，还不如说

是一座茶香浓郁的茶城。

茶叶深刻改变了武夷山的旅游业态

和 当 地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以 围 炉 煮 茶 为

例，这种朱熹钟爱的喝茶方式正在武夷

山复苏。溪水边、山脚下、大街上、商铺

里，人们围着一炉暖茶和水果茶点，或谈

天说地，或凝神思考，或切磋琢磨。武夷

山还曾专门举办为期三天的全国围炉煮

茶节，游客与市民云集城乡十三处分会

场，炉火红红，茶气氤氲，人情暖暖，其乐

融融，好一派盎然生机。

奇山秀水一杯茶
巫奕龙

我的家乡重庆巫山县，坐落长

江边，矗立大山中，因山而名，因水

而兴。

我生在巫山县乡下，小时候曾

经问母亲：“县城在哪里？”母亲思忖

半天，用手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

峦说：“在山那边。”母亲曾去过一趟

县城，她先走三十公里山路，又坐了

二十多公里汽车，再乘船走六十公

里 水 路 ，花 了 两 天 时 间 才 到 达 县

城。仅去过一次县城的母亲辨不清

县城的方位，却能绘声绘色地讲述

县城的繁华。我听得入神，恨不得

插上翅膀飞向山的那一边。

上世纪 90 年代，我考取巫山师

范学校。报到那天，我在父亲的陪

护下，沿着母亲当年进城的路线来

到县城。傍水而建的巫山县开阔了

我的眼界。县城虽小，却有两千多

年历史；街道虽然不宽，却游人如

织。每逢周末，我们几个同学最大

的乐趣就是逛县城：爬百步梯，走东

门坎，穿南门洞子，过西门桥，你追

我赶，笑声飞扬，饿了买点小吃充

饥，累了坐在长江边小憩。三年读

书时光一晃而过，我从师范学校毕

业后，回到乡村教书，关于县城的记

忆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2001 年 ，因 兴 建 三 峡 工 程 ，坐

落在长江边上的巫山县城开始整体

搬迁。这一年，我恰好从乡镇进入

县报社工作。白天在旧城拆迁现场

采访，晚上走访新城建设工地，我用

笔和镜头记录下一个个难忘的瞬

间，见证了一座旧城隐于水下、一座

新城拔地而起的历史进程。

巫山县城长高了，从海拔七十

三米后靠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安

全水位边上。巫山县城也长壮实

了，从一平方公里拓展到七平方公

里。置身于新城，旧城的老街名、老

店铺名、老作坊名随处可见，弥漫着

浓浓的乡愁；广东路、深圳楼、宝安

学校新建而成，诉说着对口支援的

情谊。

依山而建的巫山新城发挥山的

优势，做足“山”字文章。神女大道

从长江边直插半山腰，全长二百四

十二米，梯步五百七十六步。当地

人每天沿着步道上上下下，乐此不

疲。站在神女大道遥望巫峡，一江

碧水，夹岸青山，尽收眼底。神女大

道旁边是一座森林公园，里面的步

道由石子镶嵌而成，亭子用实木造

就。每到傍晚时分，结伴走路、相约

慢跑、唱歌跳舞的人群聚集在公园

里，好不热闹。

不仅城中心有公园，居民家门

口也有公园。这种公园不大，散落

在街头巷尾，被市民称为“口袋公

园”。我居住的小区转角处就有一

个“口袋公园”，是拆除违章建筑后

改建而成的，里面增设了健身器材、

条石桌椅等公共设施。到公园里玩

乐的老人们比上班族起得还早，或

对弈棋局，或把玩乐器，或翩翩起

舞，真叫一个自得其乐。

如果想走得远一点，跨河过桥

便可来到与县城遥遥相对的长江和

大宁河交汇处，当地人取了个好听

的名字叫“宁江渡”。过去，这里因

三峡工程水位涨落形成一个巨大的

消落区，泥土裸露，植被稀少。巫山

县在治理消落区的基础上，采用坡

地绿化方式，以乔、灌木为主，配置

护岸林带景观，打造了一个观景平

台。坐在观景平台上，看江水流动，

听鸟鸣啁啾，整个身心都轻松下来。

傍晚时分，来宁江渡打卡的市

民和游客仍未打算离开，因为他们

要等待一场水上灯光秀，名叫“三峡

之光”。我多次陪客人乘船夜赏“三

峡之光”。当船行至江心的时候，岸

上灯光“唰”的一下全亮了，仿佛为

城市穿上一套炫彩的晚礼服。灯光

不停地跳跃、变换着色彩，通过光影

展现出巫山县城的美丽夜景。不仅

游客惊奇，连我自己也有些目眩神

迷，不停地在光影里找寻自己住所

的方位。

2019 年 ，巫 山 机 场 通 航 ，这 座

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机场被称作

“云端机场”，打开了巫山向外的空

中跑道。距机场不远的摩天岭，海

拔一千四百多米，森林覆盖率达百

分之九十以上，夏季清凉宜人。仅

用四年多时间，巫山县在这片山地

上，建起一座森林生态康养城。每

到夏天，不仅当地人从山下赶往山

上纳凉避暑，湖北、河南等地的游客

也纷至沓来，乐享开门见山、推窗见

绿的自然之美。

山上一座城，山下一座城，山脚

一江碧水，串联成一幅山水港湾新

画卷。置身于这座节节拔高的城

市 ，无 尽 的 风 光 需 要 我 们 慢 走 细

品。我就习惯于走路上下班，这样

可以看大街上巫山烤鱼、巫山药膳

餐饮店的气场，巫山脆李、巫山恋

橙、巫山葡萄的卖场，红叶节、越野

赛、村歌赛的人场。每次与友人相

约攀登神女大道，仰望山顶之城，回

望一江碧水，我都真切感受到这座

城市澎湃着的活力……

拔
节
的
巫
山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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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夫子庙，沿街的工艺品小

店几乎家家卖折扇，只不过这种工业

化生产的折扇，与历史上名动天下的

金陵折扇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明清时节，江南贡院还是中国南

方的科举考试中心。士子们来到这里

应试，离开前多半会买一柄金陵折扇

带 走 。 金 陵 折 扇 为 当 时 四 大 名 扇 之

首，又产自“天下文枢”南京，因而备受

欢迎。那时候，通济门一带家家制扇，

南京至今还保留着扇骨营的地名。

时移世易，金陵折扇因为价高，又

是季节性商品，其生产地逐渐转移到

城郊的农村，后来集中到城东栖霞山

下石埠桥一带。匠人们农时种田，闲

时制扇，所谓“吃了重阳酒，做扇不离

手”。如今更只有南京金陵折扇工艺

研究所、南京王克礼金陵折扇制作技

艺工作室两家专业机构。主理它们的

老师傅，都是省市工艺美术大师、非遗

传承人。

“扇”字从“羽”，可见最早的扇子

是 用 羽 毛 制 成 的 。 据 陆 机《羽 扇 赋》

载，楚国大夫宋玉、唐勒“皆操白鹤之

羽以为扇”，可能战国时已有羽扇了。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羽扇纶

巾”的描述，更是众人皆知。

而折扇起源于宋代，盛行于明代，

古称聚头扇，又称折叠扇。将折扇推

广到民间，据载明成祖朱棣起了重要

作用。

《续金陵琐事》载：“南京折扇名天

下 。 成 化 年 间 ，李 昭 竹 骨 、王 孟 仁 画

面，称为二绝。”金陵折扇的工艺流程

可简单分为制骨和制面。为了让一把

竹扇的扇骨“白如玉，光如镜，薄如蝉

翼”，选料只选生长四年以上、未掐过

尖的上好毛竹。一般的毛竹是拖下山

的，但制扇的竹子要保证表面完整、光

滑，须就地截裁、蒸煮，再用蒲包打包

运回，然后反复晒、用露水浸，所谓“白

晒夜露”。等竹子彻底失去青色才可

劈制扇骨。以上还只是最基础款的竹

扇的选料，更讲究的是用湘妃竹、罗汉

竹、桃木、乌木、檀木、鸡翅木、兽骨等

做扇骨。

扇骨劈好后用节节草、沙叶及手

掌 打 磨 ，内 骨 不 能 厚 于 十 分 之 一 毫

米。扇骨磨好后，便到了更见功力的

“刀边”环节，就是手工雕刻出扇骨的

形状，有如意头、琴式、螳螂腿、水浪

式、瓶式、荸荠头、橄榄头、玉兰头、方

头、圆头、金鱼头等各种样式。一切都

取决于老艺人的技术和手感。

把 金 陵 折 扇 和 金 陵 竹 刻 结 合 起

来，更是金陵折扇的一绝。只见所镌

花草玲珑有致，所雕山水蔚然鲜明，所

刻行草楷书圆转自如、气韵贯通。无

论阴刻阳刻，皆穷工极巧、浑然天成。

在 此 基 础 上 还 有 镶 嵌 工 艺 ，兽 骨 、红

木、玉石等，皆可用于镶嵌。以镂空、

拉花等造型工艺，形成山水花鸟、故事

人物等不同图案。

金陵折扇的扇面不用绫绢，而用

花纹清晰的棉料宣纸，上胶矾裱制而

成 ，原 因 是“ 宣 纸 寿 千 年 ，陈 丝 如 烂

草”，即宣纸比绫绢的寿命更长。更考

究的扇面或贴云母，或洒金箔。相比

于做扇骨，制扇面更考验工艺。比如

“收褶”环节，每个褶都要正对扇面的

圆心，假如一个褶相差十分之一毫米，

十个褶就差一毫米，扇子就打不开了。

仍然以标准款的竹扇为例。从选

料开始，经过煮青、晒青等大小五十四

道 工 序 ，全 手 工 做 成 一 把 扇 子 ，在 阳

光、雨露都理想的情况下，最快也要两

个月时间。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

用两个月时间做一把扇子，这是何等

的用心啊。

因为售价实在不菲，有时候一连

好多天都卖不出一把折扇。制扇师傅

在深蓝色围裙上搓搓手，呵呵笑着说：

“也好，算上人工的话，卖一把，赔一

把。”老师傅没有说的是，他们几位都

年近耄耋了，再招不到徒弟的话，其实

更是卖一把少一把了。

老 师 傅 们 的 背 影 在 方 寸 之 地 的

作 坊 里 移 动 ，他 们 用 粗 糙 、皲 裂 又 灵

巧的手劈料、磨料、刀边、收棱、拿火、

烫钉、裁纸……空气中都是竹屑的清

香、宣纸的绵香。我抚摩着手中的金

陵 折 扇 ，突 然 觉 得 ，这 岂 是 一 把 简 单

的 扇 子 ，这 是 千 年 流 转 的 时 光 ，是 烟

雨 江 南 的 四 季 ，是 文 脉 昌 隆 的 历 史 ，

是诗画风流的余韵，是匠人匠心的凝

结啊！

金陵折扇的工艺
邹世奇

乡下老家过年的美食，千滋百味。

蒸馒头，打年糕，切米糖，卤凤爪……食

材丰富多样，制作方法各异。一道道散

发着田园气息和家乡味道的美食，充盈

着过年的喜庆，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美食琳琅，独有一种是爆出来的美

味，那便是爆米花。小时候，每到年关，

村里总会出现一位爆米花师傅，衣着大

多是青灰色。“爆米花啰，爆米花——”高

亢绵长的吆喝声飘荡在村头巷尾，孩子

们立即闪身探头，拉着母亲的衣角，欲言

又止的样子，眼里满是渴望与期待。

“晓得了，这就去爆！”母亲懂我们的

心思，赶忙停下手上的活计，起身找来面

盆，用青花大碗从陶缸里舀一碗玉米，上

面放几块晒干的年糕片，然后领着我和

弟弟妹妹向爆响传来的方向奔去。

村庄晒场上，爆米花机仿佛一块磁

铁，把村里的小孩都吸引过来了。随着

一起来的，还有手里提着大米、糯米、玉

米等食物的家长，场地周围密密麻麻站

满了人。

爆米花师傅神情悠然地坐在小板凳

上，左手拉着木制风箱，右手慢悠悠旋转

着机子。圆墩墩、黑黝黝状如橄榄的爆

米花机，在红红的火苗上匀速地翻转。

师傅不时察看机器上那个圆圆的压力

表，心思跟着那红色指针在跳动。

五六分钟后，看到压力表的指针越

过指示线时，师傅站起身来，手握扳手，

把锅口对准一个长长的大大的布袋。这

时候，围观的人就知道要“放炮”了，不约

而同地捂上耳朵，胆小的女孩子更是赶

紧躲得远远的。

“嘭”的一声爆响，一股白烟弥漫开

来，米花诱人的香气倾泻而出，金灿灿的

玉米粒转眼间变化成一朵朵美丽芬芳的

小白花。师傅捏着大布袋的后角，把米

花倒进面盆里。孩子们一哄而上，去抢

散落在面盆周围的米花。他们把蓬蓬松

松的米花放入嘴里，轻轻咬碎后，用舌尖

摩挲，品咂其中的香甜，欢乐的笑声顿时

在爆米花机旁响起。

去年，在浙江省磐安县举办的庆祝

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我又看到久违三

十多年的爆米花。我伸手抓了一把塞进

嘴里，那一瞬间，童年的快乐在心底泛

起。一看四周，那么多人和我一样，尽情

嗅着空气中的米花香味儿，不停品尝着

爆米花——那是在回味童年的乐趣，也

是在享受丰收的喜悦。

这位爆米花师傅名叫张加其，早年

家里穷，从二十多岁开始，就走村串巷爆

米花。过去走到哪里都有生意，逢年过

节赚点加工费补贴家用，还算是不错的

行当。现在呢，各种食品小吃林林总总，

竞争太大，生意因此变得清淡。只有在

结婚、乔迁等喜事发果子时，主人家才会

爆上一些爆米花，混着糖果、花生分给宾

朋乡邻。

算起来，张师傅做爆米花也有四十

多年了。虽说已在城里小区当了保安，

但他一直未曾放弃老本行。如果空闲时

接到加工业务，他就会去乡下或城里小

区 爆 上 几 炉 ，小 女 儿 给 他 当 司 机 和 助

手。老行当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

多少让张师傅感到欣慰。

父女俩寻一开阔地，把爆米花机、火

炉之类的家什卸下来、安顿好。过去的

风箱已被鼓风机替代，能爆的材料也越

来越多。一声爆响，像吹响了集结号，把

人们迅即召到一起，缕缕清香中夹杂着

美好的记忆，丝丝缭绕在人们心里。

“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

华 。 就 锅 排 下 黄 金 粟 ，转 手 翻 成 白 玉

花。”明代诗人生动描述了爆米花时的场

景。老风俗代代相传，至今依旧沿袭。

只是时代在变，生活也在变，人们过春节

时一般都到市场买米花、米糖，花式多，

品类丰，很少自制了，农村爆米花的热闹

场景已难得一见。但年轻一代对爆米花

的钟情似乎未减，商场、影院、茶馆常有

供应。

大年三十那天，我正准备贴春联，突

然“嘭”的一声爆响传来，母亲惊喜地看

向我：“爆米花的来了……”我探头一看，

正是久违的爆米花摊。“多少年没听到这

个声音了。”笑容在母亲脸上漾开，她孩

子 似 的 念 叨 ：“ 这 爆 声 一 响 ，年 味 就 浓

啦！金豆开花，好年景啊！”

是啊，爆米花，爆出多少诱人甜美的

故事，爆出多少暖意融融的向往。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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