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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版 行 吟

峡谷云涌 王梦 摄于巴山大峡谷

我一直惦记着巴山大峡谷的春笋。
“食过春笋，方知春之味”，春笋唤醒了春日的味

蕾，尝鲜无不道春笋。家住巴山大峡谷的小吕多次相
邀：“家中虽有八珍尝，哪及峡谷春笋香！”

我与小吕相识于宝兴县，共同在那里参加四川省
第七届乡村文化旅游节，一晃快十年了。

暮春时节，我跟随采风队伍走进巴山大峡谷。峡
谷地处大巴山脉巨大转弯处，有着“巴山脊梁、峡谷
画廊”的美称。那春笋的美啊，堪称一绝。春雨后的
竹海中，一株株竹笋破土而出，勃勃生机里散发出独
特的幽香。

我短暂地离开采风队伍，与小吕见面。简直不敢
相认了，小中分发型的发丝蓬松又带有纹理感，显然
是精心打理过的。原本稚气的瓜子脸，变得秀气而端
庄，轮廓分明而沉稳，显得阳光帅气。

我乘坐小吕的车，来到他家开的乡村酒店。
小吕很健谈，一阵寒暄后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讲

的是郑板桥爱笋的故事。郑板桥常称美餐不可无笋，
春暖花开时常常呈现这样的画面：郑板桥携三五知
己，漫步于竹林幽径，俯身采撷破土的春笋，在溪边
筑灶生火，煮笋烹茶，赏竹品笋，寄情于山水。相传
暮春时节，郑板桥偶感风寒，畏寒发热，咽痛咳嗽，卧
床不起，恍惚中喃喃自语道：“笋！笋！笋……”书童
忙去竹林中取出春笋，郑板桥见状大喜。但见外观苗
条鲜嫩，郑板桥急急剥开，内壁洁白光润。郑板桥兴
奋地掰下一块放入口中，便觉咽喉肿痛有所缓解，尔
后消失殆尽；他将春笋细细咀嚼咽下，顿感神清气
爽，四肢百骸通泰舒畅；他将一根春笋享用完毕，风
寒竟杳无踪影。从此，郑板桥将春笋认定为“生平至
爱之食”。他在《笋竹二首》里开篇即颂：“江南鲜笋
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他把春笋与鲥鱼相提并
论，足见春笋味之鲜美，亦可见他对春笋喜爱之深。

小吕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心悦诚服。《诗经》记
载：“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周礼》记载：“加豆之
实，笋菹鱼醢”。早在两千多年前，笋已成为菜中精
品。至于笋的食用功效，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
方》记载，“竹笋味甘，微寒、无毒，主消渴，利水道，益
气力，可久食”；《本草纲目拾遗》称，笋能“利九窍，通
血脉，化痰涎，消食胀”。

走进酒店厨房，但见案板上有一小堆春笋，白嫩
嫩，水灵灵。我说，“清初美食家李渔将笋列为天下
蔬食第一品！”顿了顿，我想起了临行前做的“功课”：

“他在《闲情偶寄》中记载：素宜白水，荤用肥猪。”小
吕一脸真诚的笑容，“白灼、清炒和煨炖都非常可
口。”

话音未落，小吕敏捷地动起手来。他将春笋用泉
水濯洗，一根根斜刀切片，随着一阵刀与菜板合奏的
轻快响声，一片片雪白的“玉兰片”如天女散花。他
将堆积成“小山”的“玉兰片”置入沸腾的锅中，焯水
后倒入筲箕中沥水。

柴火铁锅中的腊猪蹄已八成熟，小吕将“玉兰片”
置入锅中继续煨炖。

我品尝到了白灼春笋。
面对好的食材，最佳的办法就是白水灼，煮熟后

加点酱油即可食用，素食春笋让我体会到了“人间有
味是清欢”的绝妙意境。难怪白居易夸张地写道：

“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
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竹笋于他而言是难
得的美味，每日享用都嫌不够。吃了竹笋后，连肉都
不想吃了，不知这竹笋素食有多美味！

我吃到了清炒春笋。
清炒春笋也能吃出山野的清香。热油爆锅，放入

备好的姜蒜，再将“玉兰片”倒进锅里，一通翻炒后撒
点盐和葱，香喷喷、脆生生的炒竹笋就出锅了。夹一
片送入口中，唇齿间的留香妙不可言，让我情不自禁
地想起了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对竹笋的赞美：形如象
牙，如雪般白，像花藕般嫩，像蔗糖般甜。

我吃到了煨炖春笋。
刚品尝了春笋的白灼和清炒，腊猪蹄的炖笋子又

熟了。小吕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这道菜被誉为“吊
脚楼里的年味记忆”。腊猪蹄与春笋在柴火灶上细煨
慢炖，油脂与鲜香交融，既是山民抵御湿寒的滋补食
疗，也是宴请宾客的硬菜美食。小吕忙着介绍，我则
忙着品尝。呀！这道炖菜的确经典。腊猪蹄表皮金

黄，肉质紧实，散发出淡淡的果木香，春笋承载着山
野的灵气。腊猪蹄的熏香醇厚与春笋的脆嫩清鲜融
为一体，让人欲罢不能。

我突然明白了：笋烧肉，实现了古今梦幻联动。
在《红楼梦》中，便记载了“酸笋鸡皮汤”与“火腿鲜
笋汤”两道佳肴。林语堂一语道破其中的精髓：“笋
烧肉是一种极可口的配合，肉藉笋之鲜，笋则以肉
而肥。”

笋是一道“天时而生，地养方存”的美食食材，品
尝着春笋的美味，我不无遗憾地说：“春天马上就要
过去，春笋也不复存在了！”小吕一脸阳光，“为了挽
留春天的滋味，峡谷祖先自古就有制作笋干的传
统。”峡谷人爱吃，也讲究吃，对食材最大的要求就是

“鲜”，一年四季都有鲜笋，“依时而食”让人们对“大
自然的美好馈赠总是充满期待”。

不到半个小时，我品尝了春笋的三道美食，小吕
开车送我去追赶采风队伍。我的思绪随着车轮翻滚：
苏东坡曾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
喜欢笋，如果他吃了巴山大峡谷的春笋，是不是会发
出“日啖竹笋三两根，不辞长作峡谷人”的慨叹！

我走进巴山大峡谷的春天，品尝了春笋，峡谷的
美味留在了我的胃里，我的胃留在了峡谷。

一

山道如带，偶尔一束阳光从郁郁葱葱的沟谷褶皱
边透进车窗。随着海拔逐渐增高，公路两边稍许开阔
了些，大片大片的绿色植株映入眼帘，“菊花园”“黄精
园”“桔梗园”……一个个硕大牌子在绿树掩映中迅速
从眼前晃过。

一路上，农委的导游小张介绍：三峡药博园是个年
轻的中药材博览园，主要包含核心区、三峡中药材种植
示范基地和天麻科创园三部分，总规模3000余亩，是
集种植、科普、观光、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到了！到了，核心区到了！”突然，一个响亮的声
音响起，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窗外。只见地势低
洼处，一个超级大的八卦图样种植园，让人眼前一亮。
八卦图案以阴阳鱼中雕塑为核心，外环八组三爻卦象
如花瓣般舒展，白色的小栅栏围出一个个苗圃。匀齐
的植株五颜六色，错落有致，营造出立体生动的视觉效
果。这个将天地灵气与中医药文化融合的中国古老哲
学符号出现在药博园里，让人一下子亲近起来。

站在观景台上，脚下的八卦园连接着对面的小山，
山脚“三峡药博园”几个白色大字赫然眼前。葱茏的绿
植间散落着廊道、琉璃瓦小楼，球形玻璃房以及一些现
代装饰建筑，集传统文化和现代美学于一体，别有看
头。

沿着石梯下行，便真正踏入一座神奇的药园，仿佛
一本立体的中医药典籍正在徐徐打开。

二

行至八卦田中，各种各样的花争相入目。在药博
园赏花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可能只关注花朵本
身的形色姿态，而这里会不自觉地关注起整个植株来：
是花是叶还是根茎果实，哪部分入药，有何功用呢？

当一片鸳鸯茉莉出现在眼前时，有伙伴忍不住惊
呼：“啊？鸳鸯茉莉也可以入药？”

“当然啦，百草皆是药呢！”小张笑嘻嘻地接过话题，
“这鸳鸯茉莉的入药部分主要是叶子，有清热消肿的功
效，外敷时可治疗痈疮肿毒。叶子里面含的芳香物质还
有改善睡眠的作用……”

听了介绍，大家观赏的兴致更浓了，每到一个苗圃
都少不了药性探究的话题。沿着蜿蜒的石砖小径前行，
金银花在竹篱上织就金色的瀑布，黄白的花瓣像一对对
跃动的蝶翼，凑近细嗅，清甜中带着微微的药香，让人瞬

间想起其清热解毒的妙用；鲜艳的牡丹在阳光下舒展身
姿，层层叠叠的花瓣如绮丽的云霞，而深埋地下的牡丹
根皮，正是能凉血化瘀的丹皮；丹参的花穗直指天空，紫
意沉沉；黄精舒展着宽大叶片，如绿手掌稳稳托举着茎
秆；更有大片菊花，黄白相间，在风中翻腾着细浪。

经过一组铜像，我本能地放慢了脚步。三位衣着长
衫、绾着发髻的老者，神情淡定而慈祥，站，坐，行，各有
姿态，却都呈现出智慧老者的风骨。我脑子里迅速地
搜罗着一代代药王的名字，我猜他们是神农氏、孙思
邈、李时珍，也可能是扁鹊、华佗、张仲景。不过究竟是
谁并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代一代祖先研究出来
的济世良方传承了下来，凝聚在《开州民间验方集》里，
此时正在药博园的每一朵花蕊上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三

穿过长长的凌霄藤绿廊，就来到了玻璃球形房
子。这是一个大型的智能温控室，是药博园重要的研
学基地，每年接待十多万人，除了常规培训和观摩者，
来这里研学居多的是中小学生。

示范种植的中药材是基地的主体内容。房子里面空
阔，光线充足，地势有高低几个层次，一条环形的步道把
划分着的多个小区域连在一起。每个区域一个物种，边
上的木牌上标有名字、科属、习性、生长区域和药用部分
等相关信息。铁线蕨、玉竹、留兰香、散血丹……这些长
势良好的植株，都是开州各地正在规模化种植的药材。

提到种植中药材，这可说到药博园的核心价值点
上了。药博园就是因为种植产业的需要，在2021年催
生出来的。开州是重庆市中药材核心种植区，规模化
种植的药材达180余种，全区八成的乡镇都种植药材，
开州因此跑在了渝东北产业带的龙头位置。每年药博
园都组织一次中药材交易博览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的药商、药企和远近种植户等。开州的木香尤其著名，
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的优质道地中药材。

关于开州木香，以前我在路边见过一个“木香之乡”
的石刻路标，仅仅知道一个名字而已，没想到它在全国
享有盛名。一株木香，什么时候落户开州，怎么成长为
产业巨树的呢？我忍不住追究起它的前世今生。

时间回溯到晚清时期，木香作为珍贵的中药材传
入中国，辗转落户重庆开州的北部山区。这片地处大
巴山南麓高海拔的土地，空气清新、气候凉爽、土层深
厚，成为木香生长的温床。起初，木香只在农家小院零
星种植，2000年后，有了政府的大力推动才精心培育

起来，从最初几户人家尝试，到如今漫山遍野的药田；
从仅供当地使用，到畅销全国，甚至远销日本、韩国等
国家。历经百多年岁月沉淀，开州木香已然长成枝繁
叶茂的产业大树，撑起了乡村振兴的一片天空。

木香在开州如同燎原的星火，它以蓬勃之势，彻底
唤醒了这片土地的药材基因。在木香引领下，开州中
药材种植业如春笋破土，现在有近200个种类竞相生
长。开州黄连、桔梗等多种药材乘势崛起，成为重庆市
优势产品，书写着独属于开州中医药产业的辉煌一页。

四

每年的中药材交易博览会上，药膳品鉴会是系列
活动之一。品药博园的“药膳之味”，是每一波到访者
尤为感兴趣的。

“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药膳作为中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直滋养着开州人的身体和心灵，源远流长。听
导游介绍，每年药博会上都有新的药膳菜品开发出来：
桃仁香椒黄牛肉、鲜石斛椒麻乳鸽、雪参高山鸡、天麻
巴山老腊肉……

中午时分，一大桌农家菜肴上桌了，其中有两道药
膳菜品是当日药博园厨房特有的，黄精馒头和虎头万
年青嫩叶炒鸡蛋。

黄精小馒头卧在盘里，如同团团松软小云朵，表皮
泛着温润的米黄，细密的气孔似岁月镌刻的纹理，若有
若无的雾气裹挟着特别的味道漫溢开来。赶紧一箸入
口，绵密的质地在齿间舒展，黄精特有的山野清香若隐
若现，微微的回甘漫过舌尖，仿佛含住了一捧晨露浸润
的山岚。“黄精馒头补气益肾，健脾养胃，还增强免疫力
……”这一刻，药食同源成了具象的舌尖滋味融合。

再看虎头万年青嫩叶炒鸡蛋这道菜，圆圆的一个
大饼装在盘子里，满满当当，翠绿与明黄交织，色彩诱
人。细碎的绿色颗粒带着雨后新叶的草本气息，吸饱
了万年青鲜香的鸡蛋吃起来更加爽口。

午后的阳光为药博园披上一层温厚的暖色。我们
登车离去，回望那沐浴在阳光下的八卦药田，像一枚闪
闪发亮的印章。满眼深深浅浅的绿意衬着五颜六色的
花，默默诉说着这片土地慢慢生长出来的故事。山风
拂过车窗，把药博园的花香和药香最后一次送进我的
肺腑，仿佛要把千年的草木智慧根植在我的身体里。
或许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城里品尝新的药膳时，记忆
的藤蔓会沿着味觉的脉络攀爬，自然会想起药博园的
故事，它从未褪色，就像苗圃里种植的五彩诗行。

峡谷春笋肥
□何武

走进三峡药博园：本草光阴笔记
□陈进

一

十个小时的动车之后，参加全国党媒党性教育实训营的我，终于在晚
间踏上于都这块红色的热土。

微凉的风在人间流淌，天空眨着明亮的星。一拨一拨归乡的亲人或者
慕名而来的旅人，匆匆从眼前走过，他们的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喜悦、欢
欣、激越、崇敬和探寻。

在于都，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张笑脸、每一次呼吸，都是熟悉的、
滚烫的、炽热的。就像九十年前，乡亲们在于都河岸，送别集结于此的八万
六千名中央红军将士。远征的红军将士目光坚定、步伐坚毅，他们的样子，
穿过风云激荡、跨过枪林弹雨、越过千山万水，一张张、一遍遍、一帧帧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忆里珍藏，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于都长征学院的夜是静谧的。静谧中，我细心倾听于都的心跳，感受
着于都河的轻声呼唤，想象着时光浸染中的一九三四年十月。从十月十七
日起，连续四个晚上出征的送别场景，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乡亲送红
军，茶叶蛋、豆包米果、炒花生、盐豆子、草鞋，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都
拿出来送红军。依依不舍中，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有炽热如火的爱情，有鱼
水情深的真情，从一条条由木船和一块块木板紧急搭建的简易浮桥上出
征，从一条条稍大的渔船上划过对岸。从此，这支英雄的队伍踏遍千山万
水，拼出了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康庄大道。

而今，当初南征北战的英雄们不会想到，在于都河上先后建起了五座
大桥，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一座接一座接
通东西两岸，灯火辉煌，自由通畅，与九十年前临时搭建的简易浮桥相比，
换了人间！于都的呼吸，是新鲜的、自由的，而九十年前血雨腥风的岁月和
艰苦卓绝的战斗，也成为于都人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精神源泉，正如《红军
渡 长征源》这首歌里唱的：胜利不忘哪里来哟，红色源头记心窝。

这一夜，是辗转反侧的。枕着于都河水的微澜，枕着于都不眠的灯光，
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微笑着，向我走来。他们从于都河集结出征，跨越了十
一个省两万五千里，经历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大大小小
的战役，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年轻的战士向我打听，春秀送给谢志
坚的绣球草鞋今何在？我笑着告诉他们，在，在！他们向我打听，钟招子的
马灯今何在？在，在！我问他们，钟招子八个参加红军的儿子呢？段桂秀
的丈夫王金长呢？年轻的战士眼里饱含热泪，他搓着双手，嚅嗫着嘴唇，颤
抖地告诉我：他们……他们，已经将生命献给了信仰，献给了为民族自由、
独立的伟大的斗争……

清晨，我发现脸颊挂着泪痕，多少年，我把自己的内心用伪装紧紧包
裹，不曾真心地笑，也不曾痛彻心扉地哭。我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学会了鸡
毛蒜皮，学会了以自我为中心，仿佛忘却了九十年前那些残酷的战争。可
是，在于都长征学院的这一夜，我竟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这泪水，是
献给英烈的诗书、美酒和怀想，也是献给自己孤寂灵魂的清洁剂和杀菌剂，
犹如酣畅淋漓的滂沱大雨，将积累日久的尘埃冲刷干净。

在于都，我总是在回忆、在感动、在怀想。于都河长征渡口，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纪念碑见证了岁月的更替。它在这里守望，期待从这里出征的将
士们回来，看一看这盛世华章，听一听这盛世容颜，亲一亲这盛世大地，摸
一摸这盛大的红色。恍惚间，一根一根火把，从岁月中传递过来，变成我们
心中的航灯。这星星点点的火把，在悄然有序的队伍中，凝结成我们崇尚
的信仰，照亮我们打拼幸福生活的路。在微弱火光与坚定信念的传递中，
我深刻理解了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的基因密码。

二

约好江西几个文友相见，地点定在屏山景区。
几人见面，只几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我们心领神会，今天大

家是要爬上有“江南九寨沟”“天然氧吧”美称的屏山。溪水欢快地流淌，古
木参天，浓荫蔽日，天然盆景树带藤蔓交缠，苔藓、鹅卵石和青石板轮番铺
就的小路，瀑布飞流而下，如玉带散落，如天女散花，在阳光的照射下，生出
一道绝美的虹。平坦处，一潭碧水显现，将天空、白云、树木都倒映进平静
的水面。

爬山的辛苦自不必说。我已经许久不爬山，今日在友人面前，硬咬着
牙，喘着粗气，历经两个小时，终于登上海拔一千三百一十二米的山顶。阳
光正好，照得山顶金光四溢。放眼望去，山连着山，峰接着峰，蜿蜒不绝，蒲
公英、狗尾草、天然牧场相融一体。朋友告诉我，要是春天来，站在屏山岭
上，可以欣赏金黄的油菜花、万亩雪白的李花；若是冬天来，雾凇、白雪将这
里装点成冰雪世界，让人不忍离开。

悬挂在峡谷间的玻璃桥，让我望而生畏。透过玻璃往下看，层层叠叠
的绿，隐匿在山间的黄，让人头晕目眩。在友人的鼓励下，我拽着旁边的绳
索，闭眼踏上了玻璃桥，整个人就像浮在空中。此刻，无论如何，我也迈不
开步子。友人只得牵着我，像蹒跚学步的婴儿，一步一挪向尽头走去。过
半，友人唬我，如果再不睁眼，就松手。我不得已，睁开眼，空旷的天际，蓝
天触手可及，白云在身旁飘荡。这些美的景，这些天籁的音，这些花草，精
灵一般钻进我的体内，给了我战胜恐惧的勇气。

江西人的热情不但体现在待人接物上，还体现在餐桌上。我们披着夕
阳的余晖走进农家乐，擂茶的香味弥漫着整个包厢，于都肉皮、炒肚尖、生
焖鸭、青菜芋子汤、爽滑嫩口的仙人冻，加上一盘饺子形状的通体翠绿的艾
米果。新友旧交端起由小溪酒药酿造出来的本地美酒，一摞一摞的酒话在
觥筹交错中，摇晃了春花秋月，吐出人间冷暖，珍藏的美好情谊，不知不觉
间，就醉倒在美味佳肴里。

临别，我意犹未尽，说，我还会来于都，到时候，我们去罗田岩摩崖石刻
诵读《爱莲说》，去小溪安山围炉煮茶，去禾丰兰花小镇赏兰花，去新陂品脐
橙、鹰嘴桃、杨梅……让我们放下伪装，在于都大地上徜徉，爬山、玩水、赏
花、读书，把自己的心灵，安放在于都每一个值得追思、抚摸、歌颂和品味的
地方。

三

千年雩都，百万人口，素有“山明川秀，地丽物繁”之称，析出了宁都、安
远、瑞金、石城、会昌、长宁六个县。我们怎么能忘掉于都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人文呢？

高亢的、蜿蜒曲折的唢呐声，在于都人心里回旋。凡遇大事喜事，必有
于都唢呐在空气中回荡，它扯着长长的嗓子，把积攒在心中的喜怒哀乐都
吹出来，携着酒香、花香、油茶香、泥土香，陶醉了于都人的生活日常。还有
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离不开的“三锤三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于都古文。

清同治《雩都县志》记载了“于阳十景”的两种说法，而民间的“于阳十
景”则更接地气：仙牛汶井、龙门夜雨、金竹扫地、金沙漂布、乌石关门、金鸡
报晓、罗岩出米、乌猪过河、铜钟、石鼓。随着时光的流逝，十景都与旧时烟
雨一起，融入了人民的气质和生活之中，或多或少影响着当地的生活习惯、
精神追求、审美趣味和民间风俗。

抚远追昔，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精神和血脉之中的《七律长征》再次在我
的耳畔回荡，气壮山河的气势、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终将激励
一代代人民，传承长征精神，坚定不移走下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站在新的起点，于都人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融入血

脉之中，做足“红色旅游+绿色发展”两篇大文章，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
奋勇前行！

于都出发东方红
□殷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