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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宽阔的大辽河，在推开高高楼窗的瞬
间，一下把我惊着了：那宽阔劲儿，不逊
黄河，也不差长江，只不过比黄河清些，
比长江浑些，但，却比它们都文静。此
时，日头升得不高，与国际酒店平行而流
的辽河，一半披了红霞，一半被楼影罩成
灰色，整条河便像两条肤色不同却相拥无
缝的巨大美人鱼，文文静静向西游去。

不对，那不是向西，是向东！这段自
东向西流淌的河段，怎么会突然向东流
呢？而且，大河对岸，霞光映照下分外醒
目的 4 块标牌上，写的分明是“北岸小
镇”4个字，对岸是北，右则必东无疑。

于是下楼，站到河边廊道上，再三定
向，太阳告诉我，辽河还在向东流！

问河边晨钓的一位老者，他说，这里
离辽河入海口极近，这会儿海水正涨潮，
再过半个时辰，潮一落，河水又该回头向
西，和落潮一道入海了。我这才恍然大
悟。每天早晚，渤海和辽河，都要在营口
国际酒店这一带，相互进退交流两次，这
便是营口地处海边的最生动写照。

一听我是外地人，老钓者身边一位压
腿晨练的年轻人忍不住插言了：不是自吹，
我们营口也是有号的，我家上海亲戚说的，
上海有人称，营口是东北的小上海！

老钓者也主动说道：前些天，一位八九
十岁的老人，就在这儿跟我说的，当年他在
营口待过，说营口是鱼米之乡，是战略要
地，是著名的商坞口岸……还说他已老眼
昏花，原来的老地方都找不见了，高楼大厦
一大片一大片拔起，只营口老街和西炮台
还能看出点原样，海边湿地公园、深水港码
头、柱天立地海上观景台……就连海边望
儿山，除了那座古塔，到处都认不得了。还
说，大辽河北岸老大一片红海滩，还有一眼
看不到边儿的芦苇荡，原来都是营口的！

压腿那年轻人不压了，两腿不停地原
地踏步：到了营口，一定得在海边看看日

落。因为角度关系，我们营口是渤海湾最偏
东北的城市，能在市区看到日落大海。

小伙子又补了一句：一定去看看，就
到鲅鱼圈海上长桥去看，那儿有飞机场大
小的观景台，还有 60 多米高的鲅鱼公主
手举巨大夜明珠的雕塑，只有到那儿才能
看出壮观来！

二

到营口海岸那座著名的西炮台参观
时，偶遇某单位职工办活动，集体宣誓完
后，又分散开捡拾各个角落的垃圾，虽无
人监督，但那股认真劲儿，让人感动。西
炮台由清末著名爱国将领左宝贵督建，甲
午战争中的营口陆战，西炮台 500多守军
奋勇抵战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虽
败犹荣。西炮台也因此常有人前往礼祭。

远离营口市区的海边望儿山，不仅有
座建于明代的望儿塔，近年又用巨石在山
下雕成一尊高大的形似母亲面朝大海望儿
归的塑像。每年，营口市都会举办一次面
向全国的望儿山母亲节，这不只是一次活
动，更是一次情感的双向交流，意在提倡
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理解与感恩。每年来
望儿山过母亲节的人不少，不论老少，脸
上的笑容一样灿烂。

三

营口是有为的。这个东北地区最早对
外开埠的口岸城市位于辽东半岛北段，处
于东北亚经济圈与环渤海经济圈结合部，
是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的叠加
区，也是东北腹地最近的出海口、沈阳经
济区唯一的出海通道，还是“一带一路”
中蒙俄经济走廊出海枢纽，更是欧洲连通
东北亚贸易往来最经济、最便利的中转要
津。总体说来，营口是兼具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又积极开放创新的沿海宜居、宜
游、宜创业的美丽城市。

三国时期，营口就已是辽河水运航道
上南北商船的必经之地。1861年对外开埠

后，成为当时东北唯一的海上贸易港和近
代东北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对外贸易额一
度占全国 1/10。如今，营口港已发展为 5
个港区，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个
港口通航。2018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3.7
亿吨，集装箱运量完成 650万标箱，位居
全国沿海港口第八。

营口是东北地区最早设立海关的城
市。1864年，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在营口
开设了东北的第一个海关。营口是最早发
行大龙邮票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寄出了中
国邮政史上第一批信件。近两年，营口相
继获批并建设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
税区，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开放的程度
越来越大。

营口也是东北最早兴办民族金融业的
地方。1880 年，为满足越来越多的交易需
求，营口创设了“过炉银”，成立了营口银炉
公议会，正式确定了过炉银制度并逐步推
广开来，对促进海内外贸易发展、维护民族
经济利益、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均起到
积极作用。这也成为营口现代金融业快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营口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数量在省内仅次于沈阳、大连。

营口还是中国最早开展红十字运动的
地方。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当时的英国传
教士司督阁与在营口的其他外国医生组建
了红十字医院，收治清军伤兵，这是中国历
史上最早开展的红十字救护运动。1904 年
日俄战争期间，为援救遭受战争蹂躏的东
北同胞，中国正式成立了第一个红十字会，
并在营口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十字分会。
2017 年 5 月 11 日，营口将中国红十字运动
早期活动地“牛庄邮便局”旧址，改建为中
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馆。

营口更是开放包容的城市。近 160年
的对外通商，造就了营口海纳百川、开放
包容的文化基因。这里从不排斥外来文

化，新鲜事物很容易被接受。来到营口，
只要勇于奋斗，都能闯出一番天地。

四

营口还是有味儿的。一是温泉水的味
道。营口是著名温泉之城，全国十大温泉
养生基地之一，这里的温泉水以水温高、
矿物质含量高、出水量高著称。二是鱼蟹
贝蛰海产品的鲜味儿。营口的鱼、虾、
蟹、贝、藻等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最出名
的就是营口海蜇，产量、质量居全国之
首。传说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时，在渤海
吃到御厨精制的海蜇后赞不绝口，从此，
营口海蜇就被写进宫廷食谱。三是新米和
鲜果的香味儿。营口水美，因而米香果
甜。清代，营口大米因籽粒饱满、光亮几
近透明且口味纯香而成贡米。营口是知名
水果之乡，苹果、葡萄等香甜爽口，十分
畅销。四是山海的韵味。营口有赤山、步云
山、黄丫口等多个自然景区。春天，黄丫口
的杜鹃花绽放时，遍野殷红，让人望而醉意
朦胧，流连忘返。营口是“东亚——澳大利
亚”沿线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四五月
间，从大洋洲飞往西伯利亚的鹬类候鸟，在
连续飞行约 6000公里后，会到营口辽河入
海口丰饶的湿地滩涂上觅食蓄力，持续约
20天。期间可看到数万只水鸟同时起舞，铺
天盖地，追渔船、扑海浪、迎朝晖、送晚霞，
与天地浑然一体，形成“鸟浪”奇观。

上图：营口鲅鱼圈区海滨风光。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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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越来越多
的公园在各大城市绽放
出浓浓绿意，比如笔者
生 活 的 北 京 ， 继 今 年

“五一”开放40处新建公
园后，国庆节前，还将
有 66 处公园绿地建成迎
客；在上海，到今年年
底，全市将新增城市公园
50座，届时上海的城市公
园总数将达到 400 座，绿
道超过1000公里……

这些数字在告诉人
们，城市的绿色正在增
加，市民正拥有更多亲
近 自 然 的 空 间 。 过 去 ，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不断
扩张，越来越多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这一方面
印证了经济社会的飞速
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
钢筋水泥挤占了本就不
多的城市绿地，拉远了
人与自然的距离。人们
恍然之间发现，很久没
听到鸟叫虫鸣，很少看
到绿树成荫了——城市
环境是否宜居成为不容
忽视的问题。

2018年2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四川成都天府新区时强调，要突出公
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
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自此，公园城市
建设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为打造城市宜居环境
指明了方向。

营造宜居环境，单纯增加绿地和公园还不够，
关键是要让环境与人形成良性互动。越来越多的公
园和绿地建在了小区边、学校边、商场边，建在了
城市中心、交通枢纽。“留白增绿”为城市带来了新
生机，也提高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

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前不久，笔者去什刹
海游玩，游览至西海时，被眼前的湿地公园所惊
艳：大片水生植物茂盛生长，沿环湖栈道漫步一
圈，能近距离观赏荷花和菖蒲、芦苇等植物，水面
还有野鸭戏水。之所以惊艳，是因为大约三四年前
笔者来到这里时，完全不是此般风景——环湖走会
遇到断头路，要想接着走，得绕到大马路上才能回
到湖边，观赏荷花也只能远远地瞄上一眼，那时也
没有这么多水生植物。如今，环湖步道被全部贯
通，竖起了指示牌和介绍，观荷处还修建了水中浮
桥，湿地与周边的四合院民居相得益彰。相较于前
海和后海，西海一带少有商家，因此更显清幽。这
里也成为北京城区内难得的天然湿地公园，不少人
来到这里散步纳凉、赏荷拍照。

一个个城市公园建成，不仅提高了城市的绿化
率，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更为人
们的心灵提供了栖息地。城市公园是孩子的游乐
场，是运动达人的“健
身房”，也是上班族散步
解压的场所。城市公园
不是城市的“面子”，而
是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乐园。一句话，建设
公园城市的实质，是创
造优良的人居环境，让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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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
皮。”扬州早茶，名目繁多的点
心肯定是主角，但如果缺少一款
好茶，茶社就有点徒有虚名了。
论点心，有“包打天下”美名的
富春包子必须亲尝，能与之相配
的茶，当属“魁龙珠”。

上世纪 80 年代我来扬州上
学，慕名走进富春茶社，就像刘
姥姥进大观园，对什么都感到新
鲜好奇。听说富春包子出名，自
然要去尝鲜。大堂里一式的八仙
桌、大条凳，随便找个角落坐
下，点了两个三丁大包，就着一
杯绿茶，细嚼慢咽，当了一回真
正的扬州人。那时的包子，个头
之大，能令今天精致的小包子无
地自容，馅心之多，让我这个

“土包子”直呼过瘾。那个茶更
是清澈甘爽，喝后唇齿留香，回
味 无 穷 ， 问 人 才 知 叫 “ 魁 龙
珠”。两个包子下肚，回到学校
晚饭也省了，坐在教室晚自习，
咂摸三丁包子的鲜美，回想“魁
龙珠”茶的甘爽，“不辞长作扬
州人”。工作之后，偶尔带外地
朋友到富春吃早茶，总是对“魁
龙珠”情有独钟。不管客人喜不
喜欢，上来就向客人介绍。看到
客人轻抿一口热气腾腾的茶，连
声说好，我这个东道主更是喜不
自禁。

一家茶社要想崭露头角、出
类拔萃，除了特色点心菜肴外，
一款好茶，无疑是角逐胜负的重
要砝码。富春的先辈们看到了茶
对茶社经营发展的重要性。富春
茶社百年传承，“魁龙珠”茶是

它赢得社会认可的一大因素。南
来北往的游人、寻味而来的文
人、风尘仆仆的商人在这里会
集，甘洌清澈醇厚的好茶，成了
他们互通贸易的由头、叙旧续谊
的佐料、说古道今的谈资、激发
灵感的契机。一杯“魁龙珠”，
谁解其中味？茶客各有体悟，美
美与共，不亦乐乎！

“魁龙珠”茶有大名气，背
后是大智慧。历史上，扬州本地
产茶不多，产出的茶也不像龙井
那样有名。没有好茶，创造条件
也要炮制一款好茶，这是富春人
矢志不渝的追求。历史已经无从
考证，经过多少人、多少年的研
制，才有了富春“魁龙珠”。富
春的先辈们，也许望着热气腾腾
的包子会苦思冥想如何消食解
腻，也许对着大快朵颐的食客虚
心讨教如何茶食对路，也许趁着

关门打烊的闲暇反复调兑配比，
日积月累，终于以珠兰窨入龙井
与魁针，让一茶有了三味，既有魁
针之厚、龙井之清，又有珠兰之
香。“一壶水煮三省茶”，“魁龙珠”
就此横空出世，独领风骚。

一款“魁龙珠”流芳百年，
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是扬州
的先人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每当我品尝它，便会想起先人们
善于借力、敢于突破的比拼精
神，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龙
井、魁针再有名，但都不是扬州
的，可一经珠兰窨入，创新创
造、艺术转化，就成为扬州人自
己的。正如现在，又有谁说“魁
龙珠”不是扬州的呢？

富春人别出心裁地制出“魁
龙珠”茶，让扬州早茶名闻遐
迩，这种创新创造、敢想敢干的
精神，造就了让扬州人引以为豪
的文化名片。如今，面对千帆竞
发、百舸争流的大发展格局，又
该以什么样的气度、智慧和办
法，用扬州的“珠兰”去创造一
个个“魁龙珠”呢？

下图：富春茶社。
来自网络

“魁龙珠”里有智慧
李广春

从四川成都东行百余里，穿过耸立
半空中的龙泉山屏障，山头依旧密集，
不过皆像突然塌陷了一般，软趴趴地卧
着，如同夏日屋檐下假寐的犬。沿着山
脚蜿蜒前行，山体逐渐变得迂回婉转，
尖峰凌立，草木葱郁。跨过江桥，山水
间渐见烟火，这里便是五凤溪古镇。

古镇位于龙泉山脉余段的沱江之
畔，境内五山屈曲，尖峰拔列，若冲霄
之凤。镇上柳溪横流而过，五条古街都
以山为名：金凤、青凤、玉凤、白凤、
小凤。古镇“半边山江半边城”的格
局，有种和谐之美。

五凤溪自古乃商贾云集之地，宋时
置柏茂镇，清康熙时官设为场，是辗转
商客的重要码头，民间有“五凤溪一张
帆，要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
要装成都半城糖”的说法。后因战乱等
原因，古镇寥落于山水间，“木欣欣以
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安守青山绿水
的自在与怡然。

五凤古镇偏居一隅，是避祸去害之
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
迁居于此，各种文化在此碰撞融合，最
终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形成今日独特
的移民文化。至今，古镇尚存江西会馆、
广东会馆等，民众中多有“老表”之称呼，
客家习俗在端茶递水中隐约可寻。

山间草木深。顺坡而下，小路尽头柳
暗花明。蓝天之下，溪水潺潺，亭台静立，
青葱草色之下，鲜花灼灼，宛若世外桃
源。迎面是一座高大的木制门坊，上面挂
满红灯笼，风中红影摇曳，颇有历史感。
门坊上刻有隶书“五凤溪”三个金字，质
朴苍劲的乙瑛笔锋，颇有龙泉山脉的逶
迤气势。门坊之下有一联：“山属龙泉可
赏春花秋叶，溪穿凤镇犹存故宅老街。”
开门见山，坦坦荡荡，五凤溪古镇的所有
古和今，全在这珠玑间统一起来。

五凤溪古镇五条老街，以白凤街最
为典型。老街辟在山腰间，如缠在少女
绫罗上的一条纤纤腰带。青石铺就的狭
长街道，曲曲折折。从顶上茂密的枝叶
中漏下来的阳光，投在街道上，星星点
点的光斑时隐时现，像百年前从各地潮

涌而来的商贾。两旁铺面接连，均为明
清民居建筑风格，木柱为骨，黄泥墙
面，屋顶上井然铺排的青瓦透出陈年的
烟火气息。漏檐下，贴着盾形雕花瓦片，
具有祈福意义的鸟类图案栩栩如生，似
乎只待落日，便呼朋引伴，展翅而出。

白凤街两旁的门店规整，多以凤为
名，如凤凰楼、醉凤溪之类。店面装饰
古朴，或售小吃，或卖土产，还有一些
花花绿绿的特色服饰和小工艺品。走在
老街上，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眼
里嘴里全是五凤溪水里的肥、土里的
香，还有草木精华的甜脆。

街道靠上坡一侧，间或有迂回狭窄
的小道。跻身进去，茂密的黄葛树下，
葱茏的翠竹丛中，偶又见层层叠叠的阁
楼和庭院。这些处所都是明清式建筑，
有的做客栈之用，有的为茶饮休憩之
所。大门侧，或有一对含珠昂首的小石
狮，或放置一嶙峋怪石，屋檐下的老马
灯在新的时日里映射着旧的光阴。

古镇依山而建，信步其中，看青山

隐隐，听绿水迢迢，心中颇得东晋陶渊明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之真意。

五凤溪古镇向西南二三里，芙蓉簇
立、樟木葳蕤、翠竹葱茏处，便是贺麟
故居。贺麟长于五凤，授业北大，游学
欧美，译介了大量黑格尔的哲学著作，
是学贯中西的哲学思想家，更是中国现
代新儒家思潮中的代表人物。贺氏一脉
诗书传家，行善修德，在这样的成长环
境下，贺麟既承山林水泽之灵气，又得
祖辈耕读继世、奋发有为之精神，最终
成为一代哲学大师。

现在，因为贺氏一族，五凤溪古镇
打造成“中国哲学小镇”，让贺麟的哲
思从高处落地，在山水大地上生根发
芽，开出灼灼的智慧之花。贺麟故居开
辟了“五凤溪家风文化学院”，五凤溪
人继续在这里锄经种德，把五凤溪的古
韵与新声融会贯通，使其相得益彰。

入古镇如品老酒，行走五凤溪，行
之若舞，已然微醺。

上图：五凤溪古镇。 刁觉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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