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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酝
酿”，万物开始复苏。又到新茶扬翠飘香之
季，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雨润山青的福建
省福鼎市迎来了开茶季。

借着第八届福鼎白茶开茶节的机会，我
踏上了这片茶香四溢的土地。山坡上的茶树
纷纷吐出了绿芽，走在茶园中，似乎都能听
到茶叶生长的声音。

白茶的味道

眼前的这一片方家山茶园，背靠太姥
山，面向东海。茶树在细雨的滋润下，格外翠
绿动人。我们站在高处的小亭子中，俯视茶
园，任由这片绿色在眼前和心中延展。

轻轻摘下一片茶叶，不过一会，手中
竟有了茶叶的余香。这种香味，是浓缩天
地精华而成；这种香味，也成了这座城市
的味道。

回想起我初到福鼎的当天晚上，天空中
飘着细雨，不大的小城里，散发着一种潮湿
和泥土的味道，仔细一嗅，还有一种淡淡的
香味。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香味，就是茶
叶的味道。

在福鼎这座小城中穿梭，茶店随处可
见，茶叶是这座城市的符号。

端起茶杯，翻开手旁的书卷，细细品味
每一片茶叶在水中浸泡出的香气，小抿一
口，香气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内流动，烦心
事似乎一下子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边品茶，一边听当地人谈论白茶的故
事，原来这一片片茶叶身上还承载着历史与
文化的味道。

“白茶”这个名称，在“茶圣”陆羽所
著的 《茶经》 一书中记载：“永嘉县东三百
里有白茶山”，茶史专家陈椽在其著作 《茶
业通史》 一书纠正说：“永嘉县东三百里是
海，是南三百里之误。南三百里是福建的福
鼎 （唐为长溪县辖区），系白茶原产地。”

太姥山盛产白茶，古籍《续茶经》也有
记载：“福宁州太姥山出茶，名绿雪芽”，绿
雪芽曾为白茶之古称。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其《闽小
记》 中有记载：“太姥山古有绿雪芽，今呼
白毫……”提到白茶，他接着又说：此茶品

种“尤以鸿雪洞为最”。他所言的鸿雪洞，
就位于今天的太姥山中。

听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品尝的茶叶似
乎是从远古而来的使者，正在茶杯中翩翩
起舞。

白茶的脚步

可别小看这一片茶叶，它可是漂洋过海
到过许多国家的，受到很多国外消费者的欢
迎。福鼎白茶的出口有相当的历史。

说起茶叶贸易，不得不提起沙埕港，沙
埕港与白茶主产区——福鼎白琳通过海道直
接相连，白琳出产的茶叶在白琳的后歧码头
直通沙埕港。

据了解，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福
鼎沙埕港设立民用进出口贸易口岸，开始出
口茶叶、明矾等农副产品。清光绪版《福鼎
县乡土志·户口》 记载：“福鼎出产以茶为
宗，二十年前，茶商麇集白琳，肩摩毂击，
居然一大市镇。”

在这片倚山面海的土地上，白茶走出了
国门，国际市场上对福鼎白茶的认可度越来
越高；白茶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让
中国的茶文化为更多的外国人知晓。

如今，这一片小小的茶叶，富了福鼎的
这一方百姓。当地人尝到了这片茶叶所带来
的甜头。

据福鼎市委书记刘振辉介绍，现在，福
鼎白茶已成为涉及福鼎 2/3人口的“全民产
业”，成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性产
业，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性产业。

2018 年，福鼎茶叶总产量 2.7 万吨，其
中白茶产量 1.7 万吨，涉茶总产值 56.88 亿
元。福鼎白茶连续9年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十强，去年以 38.26 亿元的评估
价值名列全国第四，被授予“最具品牌带动
力”品牌。

白茶助力福鼎当地发展的脚步走得越来
越铿锵有力了。

白茶的魅力

白茶的魅力，正在越来越多地显现出
来。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一片小小的
茶叶也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融入了互联网
的基因。

不久前，福鼎市政府与快手达成合作，
将围绕文化旅游、白茶营销和茶文化传播等
方面进行深度探索。而据数据显示，在快手
平台上，目前共有超过 235.2 万与茶文化相
关的视频、112万作者，这些视频总播放量

超过 29.8亿，共获得 1.1亿次点赞和 2898万
评论。采用短视频形式对福鼎的人文历史风
韵、茶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推
介宣传，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

的确，福鼎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尤其
是福鼎白茶，已成为福鼎一张亮眼的名片。
2010年，福鼎与浙江安吉县共同申报的“白
茶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17年，福鼎被评为“2016年
度中国茶业发展示范县”。

近年来，福鼎一直积极探索白茶传播的
新途径，入驻短视频平台，对扩大福鼎白茶
的品牌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丰富的资
源襄助，在互联网的广阔空间下，白茶正在
全方位地展现出它的魅力。

白茶所在的太姥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
家自然遗产和 5A 级景区。在太姥山中徜徉，
不时有形态各异的石头映入眼帘，闭上眼
睛，畅快地大吸一口山中的空气，惬意至极。

绿雪芽白茶茶园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介绍
说，良好的生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这
几年，来茶园的人慢慢多起来了，茶园正在
新建一些住所，供以后的游客前来游玩停
留。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以上山采茶，也可以
在工坊里学习制茶的技艺，还能品茶，学习
茶艺，一举多得。

这一片小小的茶叶，不仅是当地人的
宝贝，也是游客的青睐之物，它既是福鼎
这座城市的符号，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使者。

离开福鼎的时候，空气中的茶香变得更
清晰了。静下心来仔细听，这一片茶叶正在
讲述着更多未完待续的故事。

上图：俯瞰福鼎茶园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下图：太姥山风光 来自网络

白茶香溢福鼎城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手 机 一 搜
索 ， 轻 松 游 西
湖 。 近 日 ， 杭
州 西 湖 风 景 区
与 高 德 地 图 合
作 ， 上 线 “ 西
湖 一 键 智 慧
游”，覆盖西湖
景区近 60 平方
公 里 区 域 ， 为
游 客 提 供 行
前 、 行 中 、 行
后 全 过 程 的 智
慧 旅 游 服 务 ，
帮 助 游 客 实 现
一 键 导 航 、 一
键 导 览 、 一 键
导游。

计 划 出 游
前 ， 游 客 在 高
德 地 图 搜 索

“西湖”，便可
进 入 “ 西 湖 一
键智慧游”，在
这 里 不 仅 能 查
看 景 区 动 态 ，
还可了解西湖游玩、美食、娱乐、交通等
信息。“西湖一键智慧游”全面呈现了西湖
十景，为游客推荐了“文化史记两日游”
和“茶文化之旅”等主题玩法，还为喜欢
骑行的游客推荐了“沿湖骑行路线”和

“越野骑行路线”。
出游过程中，在西湖实景手绘地图

中，游客不需寻人问路，就能轻松查找景
点、茶馆、厕所等地点，一键导航直达。
高德地图的语音导游服务，可让游客根据
个人喜好选择不同明星或者不同方言的语
音，提供一路讲解服务。

西湖景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三面云山
一面城。三面云山的游步道，既是外地游
客登高望湖的首选，也是本地市民健步养
生的最爱。长期以来，登山迷路成为困扰
西湖景区最大服务的难题之一。这次上线
的“西湖一键智慧游”将山林游步道进行
了全量离线测绘，并在 44个游步道入口都
设立了扫码下载服务，让市民和游客在西
湖群山的旅游体验更加顺畅。这也是国内
首个游步道线上指引。

确保旅游安全，既是游客所需，也是
景区关注的重点。“西湖一键智慧游”将一
键救援电话直接接入到了公安指挥中心，
这在全国景区也是不多见的。这样可以最
快速实现警力调度、视频追踪、现场救
援，为游客旅游安全上了一道保险。

西湖与杭州水乳交融，所辐射的人
口、社会公共设施、城市交通都十分多元
和立体，从管理的复杂程度来看，西湖可
以说是很多景区、各类旅游需求的集大成
者。阿里巴巴合伙人、高德集团总裁刘振
飞说，高德与西湖在智慧景区实践的过程
中，解决了国内很多智慧景区建设中的典
型问题。

有了“智慧”的西湖，将把更多的文
旅体验带给广大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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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我们相约去探访掩藏在浙
江奉化溪口青山绿水间的栖霞坑古村。
车经亭下湖时，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
一派“山色空濛雨亦奇”的景象，过董
村后，天渐晴，山愈幽而峡更深，车窗
两边掠过绵延不绝的葱翠，偶尔还夹杂
了一丛丛一簇簇的杜鹃、紫藤、檵木、
映山红……真是春深似海啊。

当一座全部由岩石砌筑而成的拱桥
映入眼帘时，我想，应该就是这儿了。
果然，古村秀美的身姿已在眼前：石
墙、黛瓦、青砖、山花、溪流、炊烟、
廊桥、闲云野鹤般的垂钓者、闲庭信步
的鸡鸭和狗儿……

恐怕谁也不会忽略矗立于村口的那
幢晚清风格古建筑的残貌，虽屋顶和墙
体多数已倾倒，残垣断壁，杂草丛生，
但那临溪而立的气韵、高大沧桑的马头
墙、大到令人惊叹的占地面积，无不彰
显这座王氏祠堂当年的巍峨丰姿，心里
不禁对其坍毁若此充满了惋惜。

幸而，与王氏祠堂隔溪相望的另一
清代典型建筑——润庄，依然完好。进
去一看，两进两层式的江南民居果然气
派得让人惊艳，古宅设计布局齐整，左
右对称，温婉的三合院落、小家碧玉的
厢房和堂屋、檐下的木柱和石磉、木门
上锈迹斑斑的铁锁，让人有恍如置身于
某部清末民初电影里的错觉。

老宅经历了 100 多年的岁月侵蚀，
虽破败痕迹逐渐显露，但于窗棂、画
梁等细节处流露出的雍容与富丽，让我
们能遥想出当年的繁华。这样精雕细镂
的老房梁下，这样落满尘灰的旧物什
旁，真的很适合絮叨些烟尘往事。

出润庄就可见到一座横跨于筠溪的
廊桥，它有个很吉祥的名字——幸福
桥，鹅卵石铺成的桥面满满都是岁月的
印记。我们纷纷猜测桥下那棵大树的年
纪，跟 200 岁古廊桥相伴的该是棵高龄
的古树吧。

再往前行，显应庙赫然在望，朱漆
的木门、木柱、戏台，犹有飞檐翘角雕
栏画栋。王氏宗祠跟显应庙相毗邻，大
家对置于金色牌匾下的栖霞坑古村宣传
窗颇有兴趣，古代乡贤汪纶、毛润、唐
经筵等的诗词，都为栖霞坑就是“唐诗
之路”中的桃花坑提供了佐证。

栖霞坑的原有风貌保持得很好，那
些石墙、黄泥墙、木结构的房屋于筠溪
两岸沿着地势的高低而筑，高矮相仿，
不密不疏。攀附于屋上的爬山虎和石围
墙上，一簇簇的青苔以及从墙缝里钻出
来的野草形成某种呼应，一眼望去，好
个和谐的画面。

廊桥下清澈见底的溪水、溪中形状
各异的石头都依稀散发出一种古意。如
果你稍微留意一下，发现那些颇具年代
感的物什根本不是难事，比如雕花的石

凳、倒扣的石臼、破损的石磉、断裂的
却难掩其精致的木雕。

作别古村时，不禁又深深地望了一
眼村口那倒塌的王氏祠堂，兀自想象那
些埋藏于残垣断椽中的繁华往昔和如烟
往事，或许有些已被村民广为传诵，也
或许成为了永远的谜。

上图：栖霞坑古村 来自网络

春访栖霞坑古村
虞 燕

春风化雨，润泽万物。日前，江西宜春袁州
春分春耕大典在英山村黄花洲民俗文化村举行。

春耕大典在 《我爱我的祖国》 大合唱中拉开
帷幕，以“歌、舞、乐、赋、祭、耕”为六个篇
章。在淅沥的春雨中，春耕大典丰富多彩的非遗
文化展演，唤醒了沉睡的春天。

宜春众多的歌唱人才以及万载傩舞表演，唢
呐独奏等各种民间艺术把活动推向了一个个高
潮。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舞龙队开路，游客纷纷

走向田野，十一头耕牛闹春耕，在这片希望的田
野上，在美好的祈愿祝福中，开启袁州人的春播
秋收的新一年。

近年来，袁州区政府在彬江镇英山村试点
“文化旅游+秀美乡村”融合创建新模式，通过举
办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活动来打响袁州区
乡村旅游品牌，促进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吸引了
很多游客。

王 芳摄影报道

江西宜春

春耕大典开启乡村游

行 天 下行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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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老街是安徽黄山市区内
一处非常著名的景点，这座庄重
清秀的山城，较之繁华都市少了
许多车流喧嚣，使人颇觉宁静。

走进老街，仿佛走进了过
去，这些典型的徽派建筑都有着
古朴别致的格局和造型，看窗格
上精美的木雕以及同样美轮美奂
的马头墙，不难推测老街当年的

热闹繁华。老街两旁的老店挂着
名人手书的金字招牌，一路金光
闪烁，交相辉映。文宅雅第，风
采非凡。

徜徉于老街，发现那王朝更
替、云涌风起的千百年时光，不仅
没有让老街失去它原本的精魂，
却随着岁月的发展，起了令人欣
喜的变化：以老街为中心的商业

街现代感浓厚，几家老字号不仅
注册了商标，开设了网站，其先进
的数字化管理亦让人惊叹。

走得有些饿了，路边一饭馆
及时出现，让人眼睛一亮。饭馆
雕栏花格，八仙桌错落有致。零
星食客散座，显得清幽闲适。

夜幕降临，老街的屋顶上霓
虹闪烁，与不远处新街的灿烂遥
相呼应。正是这些跟紧时代的措
施才让老街具有了国际化的影
响，“屯溪老街”的名号才在

“长乐未央”的古风中拥有了一
股清新力量。

屯溪老街的新风采
郁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