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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东潮州，第一个要去的是凤凰
山。凤凰山是单丛茶的集聚地，那里的

“宋茶王”更是声名远播，为海内外众多游
客、茶客所青睐。

单丛茶指的是单株生长和单株采摘、
制作、出售的茶树。在中国广袤的土地
上，茶山茶林多如牛毛，可单丛茶少之又
少，至于有着700多年树龄的“宋茶王”就
更是凤毛麟角了。

凤凰山里有故事，“宋茶王”身上有故
事。到潮州的第三天下午，我出发去凤凰
山，找寻这故事。

一

出潮州城一路向北，没多久，眼前便
出现了一道苍黛雄阔的山脉。这就是素有

“粤东第一峰”美誉的凤凰山，海拔 1497.8
米。山上有茶园1万多亩，其中百年以上的
古茶树就有两万多株。因为这些古茶树的
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宋，“宋茶王”和

“宋种”的名号也就被叫响了。
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故事，没有

故事也要编出故事，这是民间文化的一大
特色，“宋茶王”和“宋种”怎么会例外呢？

同行的人说：“传说南宋末代皇帝赵昺
逃避元兵追捕，路过凤凰山时已是精疲力
竭，口渴难耐，绝望之中，天上忽然飞来
一只凤凰，把一段树枝抛到他面前。赵昺
摘下一片树叶放进嘴里，顿觉满口生津、
神清气爽；掰开一粒种子丢到地上，种子
随即长成了一棵青绿的茶树。”

“好！这个故事好！”我鼓起掌来。
汽车飞驰，一个多小时便进入凤凰山

腹地，在一座大院里停住了。我从车上下
来，眼前出现了“潮州市文天祥历史文化
研究会”的大字标牌。我好生奇怪，说好
的来看“宋茶王”，怎么跟文天祥研究会又
搭上了瓜葛？

同行的记者老肖看出我的疑惑，把一
位白净而又干练的中年人招呼到我面前
说：“这是研究会的文南生会长，是文天祥
的第二十二代孙。”

文南生介绍说，文天祥去世后，他的
孙子文伯平来到凤凰山避难，这里由此成
了文家繁衍生息的一方宝地。

“凤凰山里有多少文氏后人？”我问。
文南生说：“总数不下 3 万，除了迁往

外地的，现在还有1万多。”
“这么多人，以什么为业呢？”我又问。

文南生说：“单丛茶呀。凤凰山的单丛
茶，绝大多数是我们文家人经营的。”

二

再次上车，来到凤凰茶博馆。在展厅
里，我看到一棵高耸舒张的老树标本，这
就是乌岽村李仔坪那棵闻名遐迩的“宋茶
王”。这棵宋茶王曾经创造了 1 斤毛茶被海
外来客当场以高价买走的传奇。站在这棵
堪称镇山之宝的老茶王标本前，我不觉生
出了几分敬意。

从茶博馆出来，汽车换成了上山的专
用车，沿着又急又陡的山路，不一会儿就
把我们送进了云雾中。我知道这是去桂竹
湖村的，那里，凤凰山仅存的一棵宋茶王
正等着我们呢。

不一会，我就被带进一片古茶园，来到
一棵老茶树前。那老茶树足有四五米高，枝
杆粗壮，满身青翠。我又惊又喜，连忙念着

“宋茶王！宋茶王！”把双手合到了胸前。
“不，不。”老肖连忙拉住我说：“这是

宋种，不是宋茶王。”
我一怔：“不是……怎么会不是呢？”
老肖说：“宋茶王还在山上，汽车还得

20分钟呢。”
我有点尴尬地笑了笑，问：“那这棵是

什么？宋种是什么？”
老肖说，宋种就是宋茶王和那些古茶

树留下的子孙。宋茶王和那些古茶树是经
由扦插延续后代的，凤凰山里的宋种数不
胜数，面前这棵500多年的宋种，只是其中
树龄最高、知名度也最高的一个代表。

“你看，你看，那不都是宋种吗！”老
肖指着山地一侧，那里果然有几排身上挂
满青苔的老茶树。

上山的路越来越陡，云雾也越来越大，
云雾或从山顶倾泻而下，或从山谷升腾而
起。云雾遮蔽了满山景色，也遮蔽了前行的

山路，开车的司机师傅却并不在意，说这里
海拔 800 米以上才有云雾，有云雾才有云雾
茶，可单有云雾不行，还得在适当的时候有
阳光，才能保证“晒青”和“晾青”按时完成。
凤凰山海拔 800 米以上的区域不但云雾多，
阳光也多，再加上一色的红土地，单丛茶和
宋茶王扬名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汽车在山顶一个平坦的车场停住时，
司机师傅说桂竹湖到了。沿着小路走出 50
多米，路边出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

“宋茶王”3 个大字。沿着石碑前的石阶下
行 20 多米，那棵大名鼎鼎、让我心仪已久
的宋茶王终于出现了。

那是一片避风向阳的茶园，四周围着
石柱铁链，位于茶园中央的宋茶王，几条
粗壮遒劲的臂膀，从不同方向拔地而起，
生生地筑起了一座巨大的绿色树塔。没有
同龄的老银杏树那么高傲沧桑，也没有同
龄的老榕树那么威重张扬，宋茶王却有着它
们没有的安详、平和与怡然自得：它更像一
位阅尽世间风云，却依旧春风满面的长者。

文南生介绍说，这片古茶园的海拔是
1250米，面前这棵宋茶王高6.5米，是目前
凤凰山唯一一棵树龄超过 700 岁的古茶树，
也是凤凰山的“国宝”和“活化石”，但它生机
依然，每年奉献的精制茶都在10斤以上。

“价格呢，一斤能卖多少钱？”我问。
对于宋茶王，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那
个“天价”了。

文南生说：“这得看什么时候。40 年前，
肚子都填不饱，有谁能把心思放到茶上？那
时候管你什么宋种、宋茶王，跟山柴野果都
是一个价儿。单丛茶的好日子是从改革开放
开始的，真正走红，也就是近20年的事吧。

“那品质呢？这宋茶王比起别的茶好在
哪儿？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又问。

“这就多了。”文南生成竹在胸。“比方
说，这棵树的茶营养成分比其他茶至少要
高出一个档；别的茶只能冲三五次水，这
棵树的茶冲的次数可就多了；比方说，别
的茶每年要采摘两到三次，这棵树一年只
采一次，雷打不动；再比方说，别的茶谁
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这棵树的茶，可不
好买呀！”文南生笑了，笑中带着几分得
意，老茶树带给人们的喜悦不言而喻。

上图：潮州凤凰山云雾缭绕。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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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衢州与本地同学告别后，
我独自驱车80多公里，直奔闽浙赣三
省交界处的廿八都古镇而去。

公元 878 年，黄巢起义军攻打福
建，在此处的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古
道，而后此地开始屯兵和移民。北宋时
在浙江南部设都 44 个，这个小镇排行
28，当地人称“廿八都”。镇子不大，居民
三四千，游客不多，午后显得尤为安静。
从南往北穿行，到枫溪旁的古景桥，隔
着挡风玻璃看到桥北高高矗立的牌坊
上，写着“念八铺”三个大字，就知道廿
八都古镇到了。但是，牌坊上面为什么
是“念八铺”？我猜，或许是因为“念”字
易认，再加上此地为北宋至清三省水路
最重要的商埠，镇上商铺林立，故以

“铺”突出其繁华罢。
古镇沿枫溪南北向铺展，最南头

的是家民宿，叫“念八铺客栈”。上到
客栈三楼，推开木格子的窗户，可俯
瞰古镇小街，再远眺，就是仙霞岭了。

仙霞千年古道至清代逐渐成为商
旅要道，溯钱塘江而上的船只装载着来
自江浙的布匹、日用百货到江山的清湖
码头靠岸，然后转陆路，由挑夫挑往闽
赣。从闽赣来的土特产也要到清湖装船
运往金街沪杭各地。廿八都作为过往货
物中转的第一站，一个必经的交通枢
纽，迅速成为三省边境最繁华的商埠。
鼎盛时期，商行店铺、饭馆客栈布满了
整条大街，日行肩夫，夜歇客商，南来北
往、熙熙攘攘，富足热闹了数百年。

而今走在古镇上，老字号已经不多
了。一家较为凋敝的碾米店正在转手，
走近一看，其正宗字号是“杨记毅诚粮
坊”，主人花甲有余，无力打理了。在一
家没有字号的手工棕叶店前，主人在昏
暗的屋子里忙碌编织着。看到我久久地
注视着，他走了出来。街上的阳光强烈，
他有些不适应，用手遮挡了下，我忙将
十块钱递进他手里。他问我买什么，我
说不买什么，看你辛苦，让你休息下。老
人坚持要拿个小玩件给我，几次推辞才
作罢。老人叫柴法天，70 多岁，祖上也
是移民过来的，几辈人都做棕编生意，
斗笠蓑衣现在只能当做旅游产品，买的

人少，棕也不好采集，生意很是寥寥。不
过说起手艺，老人又兴奋起来，说他的
用料好且量足，有独特的编法，还拿出
江山市文广局颁发的非遗保护传承人
证书来给我看。

晚饭时分，我走进老字号隆兴斋。
点了芹菜豆腐干、腊笋和土猪爪三个
菜，边镇实诚，每个菜都分量十足。在八
仙桌前坐下来，又叫上半斤土烧酒，慢
慢喝着。待吃完饭，蛙声里星斗移，夜已
深。摇摇晃晃，独自走在廿八都古镇的
小巷子里：小巷又深又长，没有门，没有
窗，我拿着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第二天起来，去隆兴斋隔壁的早
点铺吃早饭，豆浆包子面条，十分的
地道。早点铺子叫“小徐美食”，自然
店主就叫小徐，是个蛮文静的姑娘。
店里还没客人，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
在饮料架上扫来扫去，忽然看到一幅
比明信片大点的油画，画着山间的公
路和路边的野花，十分精致。我问小
徐：这是你画的么？她说，去年有一
群北方来的学生到这里写生画油画，

住了半个多月，每天来店里吃早点，
这是其中一个学生临走时送的。

从小徐美食店出来，走到枫溪
边，看到风车茉莉静静地开着，五瓣
白色的小花，在风中旋转，并散发出
淡淡的清香。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
繁的战争、屯兵、移民，廿八都成为“方
言王国”和名副其实的“百姓古镇”，镇
上有9种方言和130余种姓氏。据说，镇
里曾经有几个青年在辽宁丹东停留时，
发现当地老百姓的语言和廿八都的官
话几乎一样。最后他们终于搞清楚“廿
八都官话”原是“关东话”，几位年轻人
因为在关外找到了迷失数百年的故乡，
不禁喜极而泣。

我离开廿八都古镇时，再去古镇
之外的镇上，听到的都是普通话了。
杂货铺和水果店跟江南小镇上的也没
啥差别。开着车，与廿八都古镇越来
越远的时候，我的心跟廿八都古镇却
是越来越近了。

上图：廿八都古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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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湘中邵阳，大街小巷
的紫薇花竞相绽放。穿行其间，
身前身后笼罩着紫薇花影，浪漫
无限。

邵阳是一座有着 2500 年历史
的古城，原本并不生长紫薇，市
区的绿化树，是清一色的法国梧
桐。但从上世纪末开始，城内开
始大量栽植紫薇，街道两旁、机
关单位、小区院落，数十万株名
目繁多、形态各异的紫薇花树，
将整座城市点缀得多姿多彩、色
艳穗繁。紫薇花也从此成为邵阳
市的市花。

而最具特色的，是城中占地
上千亩的双龙紫薇园。

在湘中，抑或更大的地域范
围，双龙紫薇园亦属艺术品位非
常高的园林佳作。公园着力打造

“ 城 市 中 的 花 园 ， 花 园 中 的 城
市”，其间山石嶙峋，林木扶疏，
泉流飞瀑有声，尤其是大面积栽
种的紫薇树，独具特色，远非其

它公园或风景区可比。每天都有
大量游客前往游览，堪称城市

“最漂亮的客厅”。
双龙紫薇园规模宏大，气势

磅礴，其中标志性景观“双龙抢
宝”，由数千棵紫薇花树组编而
成，龙身蜿蜒于连绵起伏的山
脊，两条紫薇巨龙各长达 1.3 公
里。而山上栽种的单体紫薇及其
它名贵树木，亦是数不胜数。

走进园中，沿盘山公路登上
山顶，置身于波平如镜的人工湖
畔，看身披鲜花铠甲的长龙呼啸
奔腾而至，看那些被塑造成各种
栩栩如生飞禽走兽、器皿物件的
紫薇花树争奇斗巧，一种强烈的
艺术美感直逼胸臆，这种自然与
艺术的高度融合，让人在目不暇
接中深深惊叹现代园林艺术的高
妙与奇绝……

很多年前，双龙紫薇园只是
几座荒山，荒草萋萋，人迹罕
至。一名在园中修剪树枝的老园

工说，经过几十年建设，紫薇园
已栽种紫薇及其它林木 10 万多
棵，培植草皮1000多亩。

徜徉园中，在由紫薇花藤编
织成的巨大龙脊中间，是一条砖
石铺成的小径，可以从一个山头
走向另一个山头。

小径两旁，依稀掩映于紫薇
花间，长藤结瓜一般构筑起十多
处由紫薇花树编织、奇石碑刻堆
砌的风景小品。这个名为“湖湘
文化长廊”的风景带，荟萃了湖
南著名的山水人文景观，诸如旧

“潇湘八景”中的桃源古洞、山水
洞庭等，新“潇湘八景”中的潇
湘文脉、伟人故里、中华始祖炎
帝陵等。这些虽然都是浓缩了的
景观，但布局紧凑，结构严谨，
每个园林小品，庭院幽深，重门
迭户，移步换景，令人称绝。

除了引种的满城紫薇花树，
紫薇园“湖湘文化长廊”中的这
些风景小品，也是用奇石、碑
刻、实景等直观再现了这方地域
上的文化景观。流连于湖湘文化
的缤纷光影，这可触摸的美，它
是多么轻易地深植到人的内心。

下图：游客在邵阳双龙紫薇
园观光。 资料图片

花重紫薇城
羊长发

近 日 ， 甘 肃 敦 煌
的 一 处 “ 陷 阱 厕 所 ”
引发全网关注。其表
面是公厕，实际为陷
阱。当游客将车停在
公 厕 附 近 稍 事 休 息 ，
一不留神，车辆便会
陷入松软的沙地。此
时，周边商家会以拖
车为由强行索要费用。

在不断强调旅游
行业标准、旅游从业
人员规范的当下，竟
然还存在如此拙劣的

“宰客”圈套。这实质
是一种变相勒索，是
对 消 费 者 权 益 的 侵
害，更是对敦煌旅游
形象的严重损害。9月
16 日晚，敦煌市委相
关部门表示，将开展
为期 40 天的全市旅游
行业行政执法专项整
治行动，并建立旅游
从业人员信息库和从
业 人 员 黑 名 单 。 景
区 、 沙 漠 露 营 基 地 、
旅行社、住宿和餐饮
等企业、旅游客运单
位、农家乐站等都是重点整治的领域，同
时，将重点解决旅游景区设施档次不高、沙
漠露营基地无旅游资质、旅行社不与游客签
订合同、强制消费、饭店硬件设施陈旧、汽
车公司车辆维护不及时等问题。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人们的
出行意愿大大增强，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国
内游占据了今年旅游市场的主体，这也对旅
游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更好满足游客
旅行需求，保障消费者权益，既关乎游客的
旅游体验，也是提振旅游市场信心的关键。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杜绝“宰客”
等损害旅客权益现象的发生刻不容缓。此次
敦煌市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专项整治，
为的正是扭转该违法事件对当地旅游业形象
的负面影响。“蚁穴虽小，溃之千里。”旅游
品牌的树立非一日之功，但毁坏起来却往往
只因一两件“小事”。互联网时代，侵害游客
权益的行为早在舆论监督下无处遁形，这更
为旅游从业者和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从正
面树立旅游业品牌形象固然重要，同时，要
严防死守，杜绝行业乱象的发生。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尽管此次“钓鱼宰客”只是孤立偶发事
件，但决不可姑息养奸，在旅游业艰难复苏
之时，相关部门还须将监管常态化，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保障旅游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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