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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慢慢品茶的习惯，喝茶都是大口大口的，口渴了，一碗
凉茶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倒，舒服。这跟我是客家人有关。在我们客
家，家家户户都有一把偌大的锡制茶壶。早晨把烧开的水倒满茶
壶，手抓一把茶叶丢进去，够一家子一天喝了。上山、下地干活累
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喝上一大碗冷茶水，解渴。
“食茶”是客家的方言，茶不仅是用来解渴的，更是热情好客

一种方式。“进来，食一碗茶嘞！”这是我们客家人待客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当然，不管客人喝的是酒，还是茶，或者白开水、饮
料，哪怕是小坐一会儿，都可以说成“食茶”。所以，“食茶”不
仅是“喝茶”，更是客家好客淳朴的邀请。

在我们客家“食茶”还有男子提亲女子受聘的意思，而男子向
女子求婚的聘礼叫做“定茶”。好女不食两家茶，说的是女子要专
心一个男子。其实，在 《红楼梦》 中，也有“你既吃了我们家的
茶，怎么还不做我们家的媳妇”的说法。郑板桥的一首《竹枝词》
也曾写到：“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
屋，门前一树紫荆花。”说的也是茶媒的习俗。

关于茶，我们客家还有“食三朝茶”的习俗。所谓“食三朝
茶”就是家里生儿女了，请岳父岳母到家里一起祝贺。选好黄道吉
日，女婿到岳父岳母家里邀请。岳父岳母便叫上自家的亲朋族友，
箩筐装着满满的礼物，一担一担挑到女婿家里，大多是小孩的穿
戴、小被盖、摇篮等。女婿家杀鸡宰鱼，精心准备，盛情款待岳父
岳母一大家子。岳父岳母要在女婿家里住三天，所以有“食三朝
茶”的说法。

在客家，“食茶”说来复杂，其实简单，那就是“客家人好客
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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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永清县采访，有一种古与
今、自然与人文融合一体的感觉。永清
很好地利用了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将
这个距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打造
成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白塔寺：神秘的白塔

永清的树很多，去白塔寺，仿佛钻
进了绿色的海洋里。在绿波层层之间，
淡定的钟声传到耳际，浓浓的香味儿让
人心里一静。白塔寺，顾名思义即有白
塔的寺。于是，白塔便成了我们此行的
目标。但是，当这座寺庙的建筑雕饰依
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渐渐忘记了自
己的目标。

白塔寺的山门非常特别，特就特在
两尊天王像上。一般的神像都设置在门
的两侧，而这里的天王像竟然在屋檐上。
差不多有一人高的天神，高高在上，手持
法器，凛然生威，让人顿生一种肃穆之
感。跨过山门，回头看时，看到两尊神像
的背影，那泥塑的飘带栩栩如生，好像风吹而起，以绿
色的树冠为背景，那天神仿佛马上就要腾空而去/

据永清旅游局局长田光明介绍，今天的白塔寺，
确实是因塔而建。古代的白塔寺，又名龙泉寺，早
已被毁。上世纪 %'年代只剩一塔。后来，根据中国
寺院的基本形制，又进行了独特的创新，才建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塔寺。全寺占地近 &'' 亩，共 "

进院落。走上第三层院落的主殿二楼，眼前金光灿
烂！只见一尊巨大的卧佛，几乎占了整个的房间。
身高一米八的我站在他的头部前，只到一半的高度。
那卧佛神态安详，眼睛若闭若睁，仿佛看穿了世间
的一切，也仿佛容纳了世间的一切。

在白塔寺里徜徉，处处都似曾相识，但处处又
与众不同，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在这惊喜中徘徊
的我们，一抬头，无意之间竟然看到了最初的目
标———白塔。

那是一座白色的小石塔，八角密檐式，每个檐
角都挂有一个小铃铛，微风吹过，叮当作响，好像
在诉说着远古的秘密。因为看过北京白塔寺的白塔，
所以这座苗条玲珑的塔，让我们觉出有些落差。同
行的永清宣传部的付丽华说，她小时候还爬到过塔
顶，那时也不懂这是什么，就是觉得好玩儿。如今
的她已经是半个专家，说起白塔的过往，她是娓娓
道来。

据专家考证，这座白塔建于辽代，历经战火及
天灾的洗礼，至今依然屹立挺拔，着实是一个奇迹。
有专家推测，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塔只是一座大塔的
塔刹，也就是塔顶部分！塔的其余部分被常年的沙
土所埋。而在这土层深处还有一个巨大的地宫！

此时，又一阵风过，塔铃清脆震响，把我的深
思带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而再环顾四周，看看如今
新建的金碧辉煌的身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白塔寺，
不禁深深为这种古今合一的境界所感染。

古战道：地下迷宫

早就听说过古战道了，到了村口的时候，我的
心情已经激动起来，据县旅游局副局长刘米兰介绍，
方圆 #''多平方公里内地下都有这迷宫般的古战道，
有的人家都有入口。当我们穿过菜地，路过一些古老
的碑刻的时候，同行的老邰的衣袋里突然响起了“导
游”的声音：“永清古战道为地下战道，从清朝末年起
就陆续挖出；如今发现的古战道共涉及 !个乡镇 &&

个村，面积达 #''多平方公里；战道内结构复杂，布局
严密，既有藏兵洞、迷魂洞、翻眼、掩体、闸门等军事设
施，又有气孔、灯台、土炕等生活设施；&$%$年被永清
县请来的考古专家和史学家确定为北宋初年宋拒辽
侵的军事防御工程，并被正式定名为古战道。”

原来，老邰兜里的是堪称电子导游的自由 0派，
它通过 123定位获知我们目前的位置，然后自动讲
解该景点的概况。我在自由 0 派的指引下，怀着浓
厚的兴致下到土沟内，探身向地道内张望。这里依
然保持发掘时的原样，所以地道极其狭窄，可进入
性不高，但从道砖上可以看出，地道的结构非常完
美，简洁而实用。我侧着身试图钻进去，被知道我
身体不适的同行人拦住。一阵阴凉的风从狭窄的地

道口吹出，吹出一种神秘的气氛，诱使我进入。
在我们的要求下，我们被带入村里一户人家，

从他家的地道口，我下到了地道里面。这里面和外
面简直是两个世界，外面艳阳高照，比较热，而这
里面阴凉透骨，仿若初冬。我们趴低身子，几乎半
爬着进入状若迷宫的地道。这里果然复杂，左一弯
右一绕，一会儿墙后闪出藏兵洞，一会儿道旁出现
陷坑。如果没人引领，我们真的可能迷失在这“古
代地道战”的发生之处了。

钻出地道，就像重回人世。这时候，老邰的自
由 0派又开始介绍起来，我们不禁哄堂大笑：带着
高科技产品穿越时空隧道，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
心头啊。

田园山庄：旅游新品牌

田光明介绍说，永清自改革开放后，立足自身
的区位优势、自然优势，将县域经济定位在特色农
业和无公害种植上，努力成为京津人民的菜篮子、
果园子。

当我们站在绿野山庄休闲度假风景区内的大棚
里的时候，切身感受到这种区域定位的涵义。这绿
色的蔬菜不但让永清成为了菜篮子，而且为游客提
供了浓郁的乡间风情。

在绿野山庄，小木屋临河傍桥，掩映在湖光柳影
之中。屋前屋后，不是花圃，就是菜地，而屋中满布现
代化的设备，游客置身其中，既有都市的便捷，又有田
园的浪漫，可谓天人合一的精品。

我们看到山庄内有很多施工的
地方，据付丽华介绍说，生态餐厅
! 月份马上就要竣工了，到时游客
将会在室内的绿树环绕中就餐。
穿过布满花树的小径，一抬眼，竟
然看到一座灰墙绿瓦的四合院。斜
阳照在屋檐上的彩画，光彩流离，
一只燕子在院子里上下盘旋。屋内
正屋有几名游客喝茶聊天，侧屋传
来打牌的声音。

出了四合院，穿花扶柳，寻路
而行。一道坡上，竟然有一座逼真
的仿制山海关，另一侧还有一段
“长城”，“不亏是北京的后花园
呐。”同行的人感叹道。

生态度假山庄是永清打造旅游
品牌的一大举措。据田光明介绍，
永清现拥有森林面积 (' 多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4以上，成为京津
地区最大的森林带。其间绿草丛
生，田野烂漫，是人们周末休闲度
假的理想去处。生态农业观赏文化
已成为永清县旅游业的一大新亮
点。

天边晚霞灿烂，坐在山庄湖边
的摇椅上，眯着眼看着波光粼粼的
湖面，一只鸟贴着水面飞向霞光万
道的地方……

青青永清看古今
本报记者 杨一枫

初夏的一个下午，见到
张红才时，他正坐在“辘轳
车”前做着“拉坯”。只见
一米见方的“辘轳车”的托
盘上放着约十公斤左右的泥
料，在托盘的旋转下，逐渐
变成一口秀气的陶瓶。他的
动作因为操作熟练而显得格
外轻灵。

张红才家里是一个生产
土陶的家庭作坊，在盆窑村
像这样的作坊共有三家。盆
窑村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
沁阳市山王庄镇，因世代烧
制陶盆而得名。这里因黑陶
制品生产历史悠久、工艺精
湛而名扬天下，是中国著名
的黑陶之乡。

据说唐朝时盆窑一带就
开始制作黑陶了。到了明清
时期，盆窑村烧制的大炉
鼎、坐鼓、古瓶、花盆、鱼
缸、寿缸、青狮、白象、福
鹿、孔雀等，备受宫廷喜
爱。清光绪年间，盆窑村张
子和在北京开了一个黑陶货
栈，有一次光绪皇帝出巡，
看到该货栈门口摆的炉鼎、
香案，就落驾观看，赞不绝
口，并让店家往皇宫送一批货。从此，盆窑的黑陶制
品声名远扬，前来订货的客商络绎不绝，“黑如漆，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如瓷”的盆窑黑陶也随
之传遍神州。&$&" 年，盆窑村西沟的张义和与王太
新烧制的牺型墩、妇庚卣、乙亥鼎、象鼻鼎、鱼纹壶
等被选中送往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荣获金
奖。此后，英国人还把盆窑送的黑陶展品拍成图片画
出图形，付梓四集《黑陶图谱》。

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制作黑陶工艺，最关键之处是
每一件器物都是用纯手工做成的，每一件器物上的纹
路，都是制陶人的指纹摩挲出来的。红土做成的胚型还
要经过将近 +' 个小时、%'' 摄氏度高温的烈火煅烧，
每一件黑陶成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制作肯定是
费时耗力，很难大规模地批量生产，经济效益因此不
高。于是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学习纷繁复杂的制作
工艺，原来从事黑陶制作的匠人，也大多转行了。

然而，也许是由于“物以稀为贵”，或许是现在
的人们又有了历史的情怀，盆窑黑陶再一次成为了市
场上的走俏商品，一件直径 %'厘米的雕花鱼缸，可
以卖到几百元。

今年 "%岁的王政成是村里唯一的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黑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闻名遐迩
的能工巧匠。我们在他的窑上见到，他正在制作酒
瓮，使用的工具大都是缸锤、石锤、油布。只见他一
手拿石锤在瓮内侧敲打，一手在外侧轻轻锤打，缓缓
旋转。做好一个酒瓮，需要转上 #' 圈，上下通打四
遍，然后再磨光表层。这样的酒瓮，王政成一天能做
&'个。

盆窑黑陶是一种火与土的艺术，是力与美的糅
合，是历史与文化的结晶。但愿盆窑黑陶这一流传千
年的文化艺术奇葩，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滚滚暖流中，
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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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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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表演：铁树银花

鞠萍在恒都美业现代农业园采摘

白塔寺卧佛

白塔寺大雄宝殿

永清特色商品秸秆扎刻

辽代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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