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去厦门探望在集美
大学读书的孩子。鼓浪屿浪击礁
石、声似擂鼓之壮观景致没有吸引
我，倒是街头巷尾海鲜排档的生
蚝，让我尽享口腹之福，铭记住了
这座海滨城市。

入秋后的生蚝，丰满肥腴，肉
质白嫩，其糖原成分达到峰值，不
仅营养丰富，滋味也异常清香鲜
美。一蚝可做千百味，烹制的工具
与过程不尽相同，味道也不尽相
同。在厦门一周时间，清蒸、芥
辣、白灼、姜葱炒、酥炸、铁板
烧、碳烤等，尝了个遍。最喜欢清
蒸的生蚝：轻轻掰开蚝壳，淡白鲜
香的蚝汁儿就滴下来，柔软丰腴的
蚝肉，汤水淋漓地蘸渍店家自制的
味料碟，一口吮进，只觉鲜美味
足，嫩滑至极。

厦门生蚝多是浅水养殖，其肥
大尚不属顶级，但其嫩鲜度，可与
新西兰蚝澳洲蚝媲美。上好的蚝，
多出自无污染、咸淡水交界水域，蚝充分食用水域当
中丰富的微生物，才有极品味道。厦门位于九龙江入
口处，滔滔不绝的江水由此流入大海，近岸淡黄，远
处湛蓝，水色层次分明，终年气候温和，水质咸淡适
中，浮游生物丰沛，是蚝的得天独厚养殖天堂。

生吃鲜蚝味道极佳。喜美味的我对生食一直敬而
远之，尤其海产品。原因是一些近岸海域的海鲜品，
特别是贝类，存有致病微生物。以急冻或冰鲜方式保
存的海鲜类食物，生食易诱发肠道疾病，只有在纯净
优良水域养殖、刚起水的鲜蚝适宜生食。不过，白灼
的做法，非常适合我这个想吃生蚝却又不敢吃生的
人。用小巧玲珑的凿子将蚝壳打开，挖下白嫩嫩蚝
肉，白灼之后，过冰水冷却，再配以芝麻油、九层
塔、芥末酱等调味即可入口。奇妙的是，如此简单烹
法，竟将熟蚝做出了生蚝味。

蚝肉含丰富高蛋白和多种氨基酸， 《本草纲目》
载：“生蚝，治虚损，壮阳，解毒，补男女气血，令
肌肤细嫩，防衰劳。”深秋时节，蚝肉丰腴肥嫩，鲜
美滋味不输大闸蟹。

看了一场恐龙的动画片，决定去看一看“真
实”的恐龙。我目前的住处离中国恐龙故乡之—
的山东省诸城市仅有 !""多里路。

到了诸城，先进博物馆。在一个宽敞的展览
厅里，我看到了一具组装起来的大型鸭嘴恐龙骨
架。这个鸭嘴龙长约 !#米，高达 $米，高昂着头
颅，似乎在仰天长啸，前肢摆动着，后肢做奔跑
状，那个架势真像是鸭嘴龙与其它恐龙在决斗前
的僵持姿态。解说员介绍，这是一具 “巨型诸城
龙”，另外还有一具 “巨型山东龙”。最大的是一
具“巨型华夏龙”，是去年修复中心装架成功的，
长达 %%米，高约 !! 米，是当今世界上已经发现
的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一具，堪称世界龙王。这
些恐龙都是从诸城的恐龙涧周围发掘的。

接着，我又驱车来到恐龙生活过的地方。这
里正在建造一座世界一流的地质公园。走进公园，
那起伏的岭坡上，遍地是恐龙的脚印，到处是裸
露的恐龙化石。曲折的沟壑里，有恐龙的头骨、

胸骨、肩胛骨、趾骨、肋骨、
颈椎、尾椎等，化石颜色多
样，灰紫色、灰绿色、褐黄
色，形成了一道 #""多米长的
化石艺术长廊，数量之多，布
局之集中，可谓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恐龙化石群。诸城恐龙化石群形成于距今
约 !亿年到 &"""万年的晚白垩纪，地质学家研究
发现，是地震造成的火山爆发、泥石流，将大量
的恐龙灭绝，并将它们的残骸冲积到一起。望着
一片片恐龙化石残骸，我无法想象在这地层的下
面，还埋藏着多少恐龙。

导游说，在 '"多处的发掘地点，已经发现了
!"多种恐龙属种，其中有世界最大的鸭嘴龙，凶猛
的霸王龙，特别是还发现了角龙，填补了亚洲没有
大型角龙的空白。另外还有甲龙、鹦鹉嘴龙、秃顶龙
和小巧敏捷的虚骨龙。&"""万年前，这里四季如
春，森林茂密，水草充沛，气候湿润，适合各种恐龙
繁殖生长。想象无数恐龙在这片土地上奔跑、飞翔、
觅食，嬉戏的景象，是何等的壮观？！

如今诸城通过远古复原、声光电高科技技术、
文化艺术展览等多种手段，把恐龙涧建设成集科
研、科普、观光、休闲及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
性旅游胜地。

“卧游”有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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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行”之旅

秋天的一个午后，我站在蒙牛集团位于内蒙古呼和浩
特赛罕区的一家直销店前。这家店面的门口有两株枫树，
火一样红，在红叶的映衬下，橱窗里的白色牛奶图样显得
十分养眼。推开店门，白色的墙、白色的货架、白色的包

装盒，一个乳白色的世界跃然于眼前。这里是蒙牛集团对
产品进行开发拓展的缩微集中体现地。一种牛奶在这里变
化多样，奶片、奶棒被包装在五颜六色的小盒子和小袋子
里，奶酪被做成冰激凌的形状，奶粉被装进瘦瘦的小包装
袋里……这些琳琅满目的奶制品突然激发了我寻根溯源的
愿望。

门一开，几个运输工人搬了几箱牛奶进来，他们的车
是从总厂的工业园沿着惯常的运输线路开过来的。我在店
里巧遇蒙牛集团的张志明，他坦言，目前有很多游客选择
“倒行”之旅，即沿着销售、运输、生产、放牧的线路，
倒退着做一番体验。

于是，在张志明的带领下，我踏上了溯源之旅。车开
出城区，道路笔直，两旁树木已经变黄，在下午阳光的照
射下，闪跳着秋季独有的韵味。一眼望去，那分明是一条
金黄色的走廊。我偶一转头，从那黄色的间隙里看到一座
不高的小山在远处伫立。“那就是昭君坟呐，我们去拜拜
昭君吧。”昭君坟是老百姓的对昭君博物院的俗称，据说
是王昭君的衣冠冢。

站在昭君坟顶，放眼望去，秋天的呼和浩特美不胜
收。蓝天无际，几朵云悠闲的在远处飘渺。下方有一片绿
草地，让人对草原上的蒙古风情和千百年前的昭君出塞产
生无尽的遐想。“蒙古人离不开草原，离不开牛羊，‘蒙
牛’的名称即源出于此。”张志明短短几句话，便把我的
遐思引回了蒙牛之旅。

在去往蒙牛工业园区的路上，可以参观到昭君博物
院、盛乐博物院、盛乐鲜卑遗址等著名的少数民族风情的
景点，这样的安排增添了旅客的兴趣，丰富了工业旅游的
内容，同时也为游客理解蒙牛企业文化内涵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蒙牛集团与这些景点都有合作关系。

快到工业园区的时候，许多白色的运奶车与我们的车
擦肩而过。我知道，离产品生产的环节近了。

惊看车间动感

从蒙牛集团研发中心大楼拾级而上，进入到一个宽敞
明亮的大厅，在进门处，有专人发给了一双鞋套，这是进
入国家 ((((级旅游景区———蒙牛工业旅游景区六期工厂
参观大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坐在用牛奶外包装纸袋回
收材料制成的条凳上套上鞋套，面对着大厅屏幕上流动的
牛奶，我的心也变得洁白爽朗起来。

参观大厅东侧悬挂着一面巨大的 )*+ 显示屏，上面
滚动显示着蒙牛集团的奶源分布基地、销售市场分布以及
生产基地布局情况。显示屏下方是一个沙盘，是占地 %#

平方公里的蒙牛工业旅游景区的微缩展示。听讲解员介
绍，整个景区分为生产区、生活区、养殖区和环保工程展
示区四个部分。

我与张志明挤入了参观的人群，进入全长 !,# 公里的

参观通道，很快眼前便出现了全球最大的单体液体奶生产
车间。!-个卧式奶罐整齐排列，每个容量达 ." 吨。近处
生产线上的牛奶盒排着整齐的队伍，像是白色的河流由眼
前向远处延伸，而其它生产线上不同颜色的包装盒都如不
同颜色的河流在眼前流动；“河流”远近交错汇成了一片
绚丽的彩色图画。

每条生产线源头上的灌装机都像一个大魔盒，每小时

就有 %,%万包牛奶源源不断地“变”了出来。在生产线边
上，有几位工作人员点缀其间，时不时地提取样品准备化
验。

上空穿梭往来的运送外包装纸箱的小车由德国生产，
它会在轨道上自如滑行，还会“坐电梯”。据张志明介绍，
这种小车每次可以将 !""个纸箱准确投放在包装机的纸箱
卡槽里。

在包装工段的尽头，威武的机械手臂左右腾挪，将不
同数量组合的牛奶箱规整地安放在货物托盘上，横竖交错
互相咬合，像是在完成一个完美的积木作品。而在包装工
段和立体库房的连接处，一辆辆穿梭往来的单轨平板小车
将机械手臂码放好的“作品”输送到立体库房。雄伟的立
体库房在眼前矗立，它有 .,# 万个货位，可以容纳 # 万吨
的货物，机械手臂缓缓划出，举重若轻，将平板小车运来
的货品安全送到“家”。

走到车间尽头，回头一望，但见整个车间繁忙异常，
却又人影寥寥，所有的动态都来自于机器。这是一幅怎样
的画面啊，同行的游人都惊叹于这样的宏伟和奇特，久久
不愿离去，也不知谁打破了沉寂，说了一声：“这简直就
是未来世界啊！”

牧场感受科技“阳光”

牛奶离不开牛，牛奶产品生产溯源之旅的终点必然就
是牧场了。张志明说，这里的牧场是 %""# 年建立的，占

地面积 $$.$ 亩，奶牛存栏量 ! 万头。其品种为荷斯坦。
这种牛每头平均年产鲜奶超 !"吨。

我们走进大楼里一处圆厅，这里四面都是大玻璃窗，
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各种挤奶的场面。据介绍，牧场挤奶大
厅融合了全球主要的挤奶方式，有“牧场联合国”的称

谓。我们如今就处于这个牧场联合国的中心。参观人群中
一个孩子突然喊：“快看，旋转木马！”我们一起涌向另
一面的大玻璃墙，只见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圆盘型设备。圆
环上分成若干个小区间，每个小区间上站有一头奶牛，奶
牛的奶头上链接着吸盘，我们只看到一个圆盘前有一个挤
奶工在检查吸盘的吸牢状况。张志明看到我疑惑的表情，
微笑着说：“奶牛都是自动走到转盘式挤奶器前挤奶，这
是它的生理本能，而这台机器自动性极高，奶牛只要走进
小区间，挤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张志明介绍说，
转盘式挤奶设备一次可以同时为 -"头牛挤奶，适合大型、
超大型牧场使用，$/!% 分钟为一个挤奶循环周期。当挤
奶完毕，吸盘自动脱落，奶牛会自行离开。

我们又涌到另一个玻璃墙前观看并列式挤奶器，这里
就像一个带顶棚的草场，张志明说，这其实也是奶牛的休
息间。果然，我看到有几头奶牛在并列式挤奶器前挤奶，
而大多数奶牛则是或坐或卧，轻摇着尾巴，悠闲地反刍
着。一缕阳光从西边顶墙的玻璃窗上投射进来，火红火
红，原来不知不觉已近黄昏了。在挤奶车间的那一头，可
以看得见一片草地，沐浴在夕阳下。

我们又参观了鱼骨式挤奶设备，这是全国唯一一台机
器人挤奶设备，还参观了奶牛的“餐厅、卧室”，以及牛
粪、牛尿综合处理系统//沼气发电站。参观完毕，一个现
代化农场的完整形象便刻印在我的脑海。是生产力让畜牧
业、制奶业现代化，是科技让蒙牛集团这秋天的牧场充满
了“暖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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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江西

省婺源县思口镇

樟村 120米的板

桥掩映在晨雾之

中木桥、行人、

河滩上早起浣洗

的村民与清澈的

溪水组成一幅美

丽的山水画。

王国红摄

●图行天下

樟村晨景如画

古代交通不便，行旅艰难，面对青山秀水，人们易

生“望山兴叹”之情。于是，便有文人发明了“卧游”之

法。据说“卧游”一词，最早出自宋代宗炳的“卧以游之”

四字，此后历代沿用，并成为一种特别的消闲方式。

卧游最初的意思是：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览。所

以，元代倪瓒诗曰：“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作

卧游”。试想，手持一卷山水画册，展卷阅读，虽足

不出户，但山水秀色，尽得饱览，何其欢乐也。宗炳

在他的 《画山水序》 中记叙了“卧游”的美好过程：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

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秀岆，云林森眇，

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夫复何为？”其意

思是，我在闲暇的时候，摒除一切杂念，饮酒弹琴，

铺展画卷，独自欣赏，坐在那儿仔细观察四方的山

水。画面上所描绘的幽远意境，使我仿佛置身于没有

尘埃的寂静的山林之中。峰岫耸峙，云林繁密而深

远，圣贤的思想辉映着古老的年代，大自然的千万种

旨趣融合，陶冶着我的精神，引起我无限的情思。有

这样的艺术享受，我还想再做什么呢？

文人雅士之闲情逸致，淋漓尽然矣。

其实，时至今日，“卧游”已不再限于欣赏山水

画，还可以通过读书、看照片、看电视、上网等，来

实现“卧游“的审美效果。

现在，介绍风景名胜的书籍、杂志，纷然杂陈，

多得数不胜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取一本，阅

读游览；若是性情高雅，喜欢一种古典的氛围，不妨找

一本古人写的游记读读。比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明·袁中道的《游居柿录》等，古人的游记，文字简洁明

快，典雅有致，笔意所至，性情随之。所以，阅读这种游

记，不仅能随古人饱览风光，而且能够为文字所陶冶，

为古人性情所熏染，跟着变得高雅起来。如果你性情懒

散，也不妨看一下电视中的风光片，获得身临其境之

感。许多风光片的解说词诗意饱满，听之亦受益匪浅。

总之，“卧游“之渠道多多。卧游之美，在于动

静结合，“卧”是静，“游”是动；在于一种对文字

和画面的感悟，悠游其间，神闲气定；更在于它是一

种精神、思想的驰骋，所以，能极大地调动人的想象

力，使游览的“对象”丰

实而饱满，养身，亦能养

心。

清秋假日，你不妨也

来一次“卧游”之旅。

在诸城看恐龙王
虚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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