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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开通微信，邀我同上。手

机终端随时可看，我看了看：哈

哈，真幼稚。把自己的心情和状

况，拿出来曝光。于是，调侃道：

“不就是个秀吗？过过暴露瘾。”

可不知不觉地，我习惯了看微

信。朋友之间见面就开玩笑说：我

知道你们家又吃什么了？因为每道

菜都上了微信，微信成了每日生活

的图文记录。

但不久前，微信却让我有了美

的发现。同事树宴从北京去南方自

驾游，每到一地，奇事美景，佳肴

美馔，图文并茂地发到朋友圈中。

一路游，一路发。邢台、馆陶、大

冶、瑞金、长汀、古田、深圳、广

州、衡阳、长沙、岳阳……整个春

节，我就是在读他的微信游记中度

过的。如：闽西客家土楼，人类智

慧结晶。广州春运忙，夜宵也忙

活。在长沙吃年夜饭，舌尖上的诱

惑！行走橘子洲头，徘徊板仓小

径。看他游得快乐，我也看得来

劲。大有“身未动心已远”的感

觉，跟着他的游踪，在微信上游了

大半个中国。树宴的微信游记引来

了众多粉丝，他也一发不可收啦。

回到北京，将去年游美国的照片拿

出来，分专题展示。于是，我又跟

他在微信上游了一趟美国。树宴

说：“微信开发出每个人的记者天

性，成就了私人化的写作。每发一

条微信，很快就能收到朋友们的评

论，我很享受这种发表的快乐，所

以，即便是观景，我也要琢磨表达

出有新意的感受。”

微信与微博不同，它借助手机

终端，只要有手机号、QQ号，加

入朋友圈，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和接

收。我从朋友圈里，看到了许多回

家过年的心情与感受。北京小友贻

伦的微信：“东二环，返乡路上。

人生就是在奋斗与妥协，苛求与宽

容之间摇摆。”4个小时过后，另

一条则是：“高铁开得太快太快，

甚至让人无法充分酝酿回家的情

绪，无法再多一点体会近乡情更怯

的感触。”开车回老家的宜萍表达

的全是归乡的兴奋：“顶风冒雪，

长途驱车，归心似箭，很累很开

心！尚未进门，就闻到厨房里飘出

的浓浓炖柴鸡味、辣椒冬笋炒肉丝

味……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声，穿红

着绿的孩子们笑着闹着；大包小包

拎进门，欢天喜地过大

年。”其喜悦之情，不

仅溢于言表，而且白墙

黛瓦、红梅傲雪的皖南

冬景照片，更勾起了我

这个游子的思乡之情。

即使在家中守岁的人，

其心愿也能与朋友们共

享。“候蛇年倒计时

……守住七寸，让一切

变得更好！”这份惆怅

的心境，却被一位属蛇

好友回帖，逗得哑然失

笑：“你要打七寸？属

蛇的都知道了。哈！”微信跟帖，

七嘴八舌，妙语连珠。

这就是微信的又一妙处：一人

发布，大家互动。去年，我写完《黄山

奇人探奇景》后，被 82岁的老人黄

剑杰的言行所感动，一直心存一份

牵挂。春节时，看到了他女儿黄咏梅

陪父母过年的微信：“爸爸的相思

园，小温泉。”一图一语，引来了许

多像我这样敬佩黄老的朋友，对老

人的问候。黄咏梅回复：“谢谢，父母

身体都很好。爸爸依然探险。”

一条微信，三言两语，几幅照

片，一下子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拉近了人与世界的距离。法国雕塑

大师罗丹说过：“这个世界不缺

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在微

信中，充满了美情美景、美言美

事。感谢这位好友带我走进了一个

美的新世界。

微信带我游天下
田晓明

旅游漫笔

寒冷的冬天，北京人喝上了海南
新绿茶。

这是百年老字号“吴裕泰”推出
的第一批新绿茶，是吴裕泰掌门人孙
丹威到海南五指山下寻来的中国最早

采摘的“华夏第一春茶”———海南绿
茶。据了解，这批伴雪而来的海南绿
茶已在吴裕泰各大门店出售。

海南绿茶以“鲜”为美，其茶多
酚含量高于普通绿茶。“吴裕泰第一
春茶”!" 度水仙和海南翠螺就是产
自五指山下的海南茶园，茶园地处中
国南端北纬 !"度高海拔的密林丛中，
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使茶园冬春雾锁，
夏秋云封，这里每年有 #$$ 多天云
雾。联合国开发署茶叶官员丁俊之
!%%& 年来此考察时曾感慨道：“此
乃仙境，世上少有，茶叶品质之好，
应当归功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在春
茶一芽二叶初展时，经过层层严格工
序制成的海南翠螺和水仙可称得上是
极品中的极品。海南翠螺外形卷曲呈
螺状，色泽翠绿，香气清高，板栗香
显，滋味浓厚鲜爽；'" 度水仙条索
紧结细直，灰绿起霜，冲泡后带栗
香，汤色翠绿清澈明亮。

据孙丹威介绍，海南绿茶既是茶
中的早熟品，也是饮品中不可多得的
天地精华。

寒冬腊月喝新茶
陈 曦文/图

山西新绛汾雁酒业公司收藏
着一台百年战舰蒸汽锅炉，系三筒
水背式船舶锅炉，英国 ()*+,-.豪
顿/公司生产，现存锅炉档案标明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0&% 部队
“延安舰”上的动力锅炉。

延安舰前身是“永绩舰”。
!%!$ 年，清政府向日本三菱船厂
和川崎船厂订购了两艘战舰，即
“永丰”和“永翔”舰，其中永丰舰即
为后来久负盛名的“中山舰”。

!%!!年1清政府责令江南制造

局以永丰舰为母形建造“永绩舰”，
拨付库银 0%2#万两。动工后不久，
便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延缓，直至
'%'"年才完工，共建造战舰两艘1

即“永健”和“永绩”号。
'%3" 年 '# 月 #' 日，战舰遭

日机轰炸重创而搁浅湖北新堤，
后被江南厂修复后投入使用。
'%0%年 0月 #3日，“永绩舰”又
被解放军炮火轰炸致残，后经修
复重新武装，更名为“延安舰”，
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

六舰队（护卫舰支队），作为早期
浙江沿海一带巡逻舰船。

自 '%4%年起，延安号充当启
动导弹试验靶舰停泊在大连港1直
到 '%56年退役。

'%5% 年，新绛汾雁酒业有限

公司购回了这台百年战舰上的蒸
汽锅炉，由于该锅炉钢质好，零
部件都没有更换过，至今仍坚固
如初。新绛汾雁酒业公司希望将
这座百年锅炉放进历史博物馆1供
人们观赏和研究。

《舌尖上的中国》 热播“诺邓火腿”后，它迅速在
全国火热起来，那些真正从诺邓农户手中收购而来的火
腿，是大山里面的生态猪，用料全为瘦肉没有肥肉，再
用当地熬制出来的盐制作而成，清香扑鼻，吃起来不咸
不淡，鲜美可口。

云南井矿盐业在秦汉时期就已产生，《新纂云南通
志》曾考证汉代的云龙盐井就是今天的“诺邓井”，唐
代樊绰的 《蛮书》 中记载了诺邓盐井之说，以此推算，
诺邓至今至少应该有 ''06 年以上的历史。这就是说，
这里最迟在唐朝就已经凿井制盐，是一个典型的以盐井
为生存依托的地方。公元 '3"3年，明代朝廷在全国置
七个“盐课提举司”，云南就有四个，诺邓的“五井盐
课提举司”就是其中之一，如今的衙门旧址风貌依存。

诺邓因产盐而在滇西久负盛名，成为史家所称叹的
“茶马古道”上点缀的一颗耀眼明珠。鼎盛时期诺邓村
中常住户达 066 多户，近 3666 人，另有行商、工匠、
杂艺等数千流动人口。到明朝中后期，五井提举司年上
缴中央政府的盐课银高达 32"万多两。

诺邓村四面环山，村子最低处，海拔 '%66 米，最
高处的诺邓玉皇阁高达 &366米。北山坡上的民居层层
叠叠，密密麻麻。前家楼上的后门，即通后家的大院，
楼院重接，台梯相连。村中的街巷道路，因山就势，纵
横交错，清一色的石板铺成，三步一阶，五步一台。有
数不清的苍老的石台阶。顺着驮盐马匹踩下沧桑蹄痕的
青石板道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为千年诺邓先民们造福的
那口古老盐井，看到当年由朝廷钦命、威镇一方的五井
提举司留下的衙门旧址，看到风格独特依山而建、层层
递进的民居老屋，还有玉皇阁道教建筑群、财神殿、龙
王庙、万寿宫、贞节牌坊，以及伸向远方的古驿道。

民居建筑式样，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一天井”
“四合五天井”等。建筑构思变化奇巧，风格呈工艺多
样性，民居的门、窗、木梁、柱、檐上，都雕刻精细美
观的图案，山墙、院墙上均有绘画或图案，每户人家的
正房、厢房或照壁的布置都各具特色，很多人家至今还
保留着明清时代的一些家具、古董。

诺邓村有 %6多处明、清时代的古建筑院落，还有元代建筑的“万寿宫”，
部分木梁构造与地面砖石依然如旧。诺邓村现有庙宇建筑、牌坊、祠堂十多
处。村中有盐井龙王庙、黄氏题名坊、旧“五井提举司”衙门等。村后北山腹
地有黄家祠堂。上行不远，是“腾蛟、起凤”木牌坊，飞檐斗拱，雄奇高大。
再往上，便是“诺邓玉皇阁”建筑群。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木参天，荫翳蔽日，楼榭参差，殿阁如聚。三层阁楼式建筑的玉皇阁大殿高
耸云霄。大殿前院种植翠竹奇花，有几百年树龄的紫薇、扁柏、金桂、古梅。
殿右有武庙、文庙。文庙供奉布衣孔子像，建筑庄严典雅，别具风格。村周围
有东山的香山寺、古岭寺等，都是两井院式建筑。北面山中有观音寺等建筑。
西南面古道上有两道牌坊。古墓、碑刻遍布此山。玉皇阁、三清宫等构成道教
建筑群。

诺邓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的深山中，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
远的古村落。唐代至今，诺邓古镇就一直叫做诺邓，有人说“诺邓是一颗埋藏
在深山的有历史价值的明珠”，也有人说“诺邓是一座难得的白族民居建筑历
史博物馆”。其实茶马古道上的千年白族村诺邓一词，白语的译音意思是“有
老虎的山坡”，它是一处充满原始诗意的神秘之地。在白云苍狗的浪漫想象中，
如今的游子和远古的客商纷纷走在遥远边陲的白云深处，踩着永远不变的九千
九百九十九级台阶登临那“太极锁水”的人文之地，想象当年一个遥远偏僻的
小山村历代考中许多的进士、举人、贡生和秀才，仅清代黄氏门中共出两进
士、五举人及上百名秀才，可见诺邓历史烟云的繁华昌盛。

诺邓早在 &66& 年初就被评定为云南省省级“千年白族历史文化名村”。
“万驮盐巴千石米，行商坐贾交流密，百货流通十土奇，铭铃时鸣释道里。”这
是诺邓至今流传的古诗，可以想象当年盐业繁荣之时，浩浩荡荡的马帮驮着盐
巴出发，满载米粮归来，它曾经是滇西北的经济重镇，马铃阵阵，人声鼎沸，
马帮来自缅甸、西藏，驮着玉石、药材来到诺邓，又驮走盐巴和茶叶迈向遥遥
征途，岁月的记忆显得那么壮观而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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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舰锅炉寻馆展出
梁 冬 赵春燕

本报电 （苑锡珍） “休闲养生
地、大美长白山。”由吉林省旅游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
万达集团等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长
白山雪文化旅游节日前在万达长白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幕。

本届长白山雪文化旅游节以“天
地长白，温暖雪乡”为主题，历时 4

个月，将全方位展现万达国际滑雪
场、长白山国际天然滑雪公园、聚龙
温泉养生会馆等一批长白山冬季旅游
精品。同时还将举行万达长白山国际
度假区篝火之夜、小镇巡游活动、长
白山美术家协会成立仪式、第三届长
白山火山温泉节、&6'3 中国长白山
国际风筝滑雪邀请赛等系列活动。

第七届中国长白山
雪文化旅游节开幕

霸王故里话英雄
金 笛

赵树宴摄

电视片《楚汉传奇》中项羽剧照

项羽故里

因了“霸王别姬”和“破釜沉
舟”等典故，出差到江苏省宿迁市，
我顺便叩访了项王故居。

天色已晚。寒冬的夕阳挂在西
边，洒出一片模糊的晕黄。我走近城
区南郊下相梧桐巷，项羽故居被包裹
在一片新建的楼群里。

项羽生于公元前 &3&年，自幼丧
父，跟随叔父项梁长大成人。&0 岁
时，项羽起兵反秦，杀秦王子婴，焚
咸阳，自称西楚霸王，威风不可一
世。然而，项羽与刘邦在楚汉相争中
一败涂地，羞渡乌江自刎而死，年仅
37岁。

项羽成了名贯古今的悲壮式英
雄。宋代李清照作词“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便是生动的写照。而项羽家乡
的百姓更是为这位勇猛的英雄立碑、
建坊，以示纪念。

走进项羽故居，迎面高耸着一座
高大的石牌坊，上书：“项王故里”
四个大字。因牌坊建在古黄河大堤上，
主体建筑在堤下，居高临下，整个建筑
群尽收眼底。项羽故居的建筑风格既
有汉代民居特点，又有宫殿式建筑风
味。室、阁、亭均为青砖
青瓦，飞檐石基，庄严肃
穆，雄伟壮观，其中廊
柱、隔扇、雕刻绘画精美
绝伦。故居四周围墙呈
淡黄色，上覆青色小瓦，
看上去古色古香，雍容
典雅。

故居主体建筑为三
进院落。前为高大的汉
式石阙，象征项羽故居
为帝王规格。中院以英
风阁为主体，阁内为项
羽高大魁伟的塑像。塑

像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四面墙上镶
嵌着反映项羽生平的“项羽举鼎”、
“吴中起兵”、“破釜沉舟”、“巨鹿
救赵”、“鸿门设宴”、“垓下突围”
等 '&幅浮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英风阁前有气势磅礴的霸王鼎，
鼎上铸铭文，记叙了项羽不朽的历史
功绩。英风阁东西建有碑廊，东廊为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巨幅石刻，
为著名书法家戚庆隆所书。西廊为历
代名人歌颂项羽的诗作。

故居的三进院为花园式庭院，正
面为故居纪念室，室内有虞姬像，室
外有系马亭，亭内有石雕乌骓马，亭
外有拴马槽。该槽相传为项羽饲养乌
骓马所用，保存至今，可谓一绝。院
内广植松柏、梧桐以及四时花卉。那
株相传为项羽当年手植古槐，虽经历
&666 多年风风雨雨，树貌奇古，枝
干苍老，但依旧充满勃勃生机，令人

发思古之幽情。
寒风习习，落叶潇潇。踩着朦胧

的暮色，我走出项王故居，思绪却依
旧在楚汉风云中。项羽被困垓下，四
面楚歌。项羽和爱妾虞姬帐中饮酒，
黯然神伤，唱起了 《垓下歌》：“力
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也忍泪唱起了 《和垓下歌》：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
气尽，贱妾何聊生！”虞姬唱罢拔剑
自刎，珠沉玉碎。项羽掩埋了虞姬的
尸体，带 "66 骑兵连夜突围至乌江
边。他原本可以过江，躲过一劫，但
他没有选择生。

至此，项羽成功地进行了角色转
换，由“贼寇”转换成了英雄，赫赫
扬扬，流播至今。

永绩号

天池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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