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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刘忠民

“头道茶苦，二道茶甜，三道茶是回味。”在大理
“三月街”民俗文化旅游节上，我品尝到了当地著名的三
道茶。独特的茶道，深厚的茶文化，既体现了白族同胞
的热情好客又寓意白族同胞“先苦后甜，回味无穷”的
人生哲理。

“三月街”民俗文化旅游节是芙蓉桥白族乡一年一度
的盛会，节日期间，白族同胞身着盛装，齐聚点苍山脚
下，载歌载舞，欢庆佳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白族同胞对饮茶十分讲
究，用如雷贯耳的三道茶招待贵宾，是为最高礼仪。

我喝的三道茶，是朋友的老父亲用心烹制的。制作
第一道茶时，这位年过花甲的白族老人清水净手之后，
将一只小砂罐置于文火之上慢慢烘烤，待砂罐烤热后，
取一小撮茶叶置于罐内，继续烘烤，并不停地转动砂
罐。罐内茶叶受热，发出“啪啪啪”的声响，似是欢迎
来客的掌声，叶色也渐渐变黄，溢出焦糖般的香气，老
人把握时机，立即注入烧沸的开水，罐内水花翻腾，茶
香漫溢。老人将沸腾的茶水注入茶盅，再由朋友双手举
盅献给我。我接过茶盅，只见盅中茶水色如琥珀，茶气
氤氲，我端起茶盅，一饮而尽。然而，这不是甘醇之
茶，苦涩之味瞬间占满口腔，我不免皱起眉来。朋友见
状，向我介绍说：“这是清苦之茶，代表的是人生的苦
境。人生之旅，举步维艰，创业之始，苦字当头，面对
困苦境，惟有不屈不挠、坚忍进取，才能不断进步，实
现人生梦想！”

第一道茶喝罢，老人又继续用小砂罐置茶，烤茶，
为我泡制二道茶。这次，老人在大若小碗的茶杯内放入
少许红糖、乳扇（牛奶干）、桂皮等，随着茶汤的徐徐倾

入，香气四溢，我轻轻地呡上一口，顿觉香甜可口，满
口生香，精神愉悦。朋友告诉我：“二道茶是甜茶，营养
丰富，寓意人生经过努力奋斗，走出困苦的煎熬，收获
了累累硕果。既代表人生的苦尽甘来，也诠释了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人生哲理。”

第三道茶，称之为回味茶。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
但茶杯中已放入了蜂蜜、炒米花、核桃仁和姜、桂皮、
花椒粒等作料与“苍山雪绿茶”煎制而成。饮第三道茶
时，一边晃动茶盅，使茶汤和作料均匀混合，一边口中

“呼呼”作响，趁热饮下，甜、酸、苦、辣，各味俱全，
回味无穷。朋友说：“这道茶告诫人们， 凡事要多“回
味”，切记“先苦后甜”的哲理！”

朋友的老父亲一边制茶，一边向我娓娓道来：“白族
三道茶起源于唐初，之后不断发展，经过宋、元时期到
了明、清之际，白族家庭在婚事、节日期间形成了专饮
三道茶的习俗。如今白族三道茶已发展到极富内涵的茶
文化，成为一道颇具民族风情的茶文化……”

喝着老人亲手烹制、寓意深刻的“三道茶”，我连连
起身道谢：“挪卫您，挪卫您(白族语，谢谢您)！” 朋友
的老父亲满面慈祥，随后，老人家又融入欢乐的人群，
和大家一起跳起了白族杖鼓舞、帝虎凳、霸王鞭等传统
节目，一招一式，极具传统，我陶醉期间，身心受到了
极大的鼓舞和洗礼！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白
族三道茶，融进白族人对生活的解悟和智慧。最初只是
长辈对晚辈求学、学艺、经商以及新女婿上门时的一种
礼俗。喝到白族三道茶，便意味着得到了白族人最美好
的祝福。它独特的“一苦二甜三回味”带给人们的是深
刻的哲理亦暗合了佛家追求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

（作者系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白族三道茶

□吴瑕

小时候家乡的夏天感觉中除了热之
外，就是饱胀。庄稼是肥硕的，菜园嫁
妆丰厚，家里的餐桌也是丰盛的。乡村
的夏天，树木被成吨的绿色压得喘不过
气来，稻田里的早稻是绿的，一块块如
同棋盘格般。风一吹，稻子起舞，站在
高坡上看风掠过稻田，如同看到激情澎
湃的大舞台。

乡村的太阳无遮无挡，直直地兜头
淋下，天是纯净的蓝色，白云点缀其
中，绿肥红瘦里，我们几个野丫头赤脚
走在田埂上，向大自然一遍遍地索取可
以果腹的食物。在没有零食的年代，大
地上的一切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的食材，
胃口极好的我们总能在大快朵颐里吃出
好心情。

吃过茅针接着吃桑葚，桑葚只有一
点红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摘，桑树
高处紫红色的桑葚是诱惑我们的目标。
小丫头们都会爬树，攀到树顶，就边摘
边吃，嘴巴边一圈紫红色，再往口袋里
装一点给树下眼巴巴地看着的更小的丫
头解馋。

莲蓬也是夏天常吃不厌的零食，家
乡湖北是千湖之省，水系发达，湖泊众
多，我家应城属于丘陵地带，低洼处都

是种藕。莲蓬还不成熟时，我们就下塘
摘。那时候不知道有溪头卧剥莲蓬的诗
句，我们几个小丫头摘很多莲蓬一起分
享，都是卧在树荫下剥莲蓬吃，在文化
生活贫瘠的年代，仿佛只有吃，才有幸
福感。

野地里还有覆盆子、金银花、野葡
萄都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食物，酸酸甜
甜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夏天。妈妈的菜园
里的番茄和黄瓜也能吃，只是我们虽小
却懂得只能吃自家菜园里的黄瓜、香瓜
和番茄，对别人家的食物看都不看一
眼。夏日的午后，家长们都下地干活去
了，我们在大地上就地取材，填饱漫长
白昼带来的饥饿感。

喜欢夏天，妈妈每到夏天就动手做
美食过苦夏。馒头、凉粉、凉拌菜、蚕
豆米、米粑，毕竟夏天地里的活多，大
人也会饿。妈妈割一小捆蚕豆杆回来，
我们兄妹几个就去把豆荚摘下，然后剥
开聚到一个小盆子里。蚕豆洗干净后，
妈妈用开水煮熟捞起来沥干水分放到瓦
盆里，就成了我们的零食，时不时抓一
把吃下。馒头都是在午后做，我们睡午
觉了，妈妈一个人揉面、醒面、分切、
在大灶膛蒸熟，然后放在筲箕里，用一
块纱布盖起来防止苍蝇和蚊子。午睡醒
来，嗅着麦子的香味寻到馒头藏身之

处，抓一个温热的馒头，三口两口就消
灭一个，然后下地干活。米粑是用细米
磨成米浆，然后加糖、加食用碱，一勺
一勺地在锅里摊开，然后烤熟，米粑底
一层淡黄色的锅巴，粑面细腻雪白，香
甜的气息从粑面散出，极为诱人。凉粉
是淀粉打糊，然后煮熟划块，再用冷水
泡起来，吃时用小刀划成一厘米左右的
小方块，加熟水、放糖、放醋，搅拌后
就能吃了。凉粉在三伏天几乎天天吃，
是唯一价格最廉能解暑的食物。那时
候，西瓜种植是需要技术的，价格很
高，吃不起就吃凉粉解暑热。

夏天天热，一大早去摘些栀子花放
几朵家里，用水养起来，头上戴一朵，
即使疯跑出一身汗，也因为栀子花的香
气掩盖了汗臭。晚上搬出竹床乘凉，大
人一堆、姑娘们一堆，汉子们一堆，各
自群聊。我们几个小丫头就追着萤火虫
跑来跑去，跑累了，爬到竹床上躺着，
妈妈就一边摇动蒲扇，一边讲那些神话
故事，大姑娘们跟着收音机唱：月亮走
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桥头……我就在妈
妈的讲述声中，嗅着栀子花的香味、听
着稻田里蛙鼓声进入梦乡。夏天，正是
乡村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秧的日子，三
伏天都是戴着草帽遮挡阳光、带着毛巾
下地干活，节令不等人，晚稻秧必须在

立秋前插下，父母忙下地干活，我们小
萝卜头就在家洗衣服、摘菜，辅助妈妈
做饭。午后，我们就烧开水，一舀子一
舀子地灌进陶壶里，抓一把粗茶叶，等
凉了就送到地里给干活的家人喝，在村
邻的夸奖声中，我擦着汗水笑得开心。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自觉地劳动了。那
时候的夏天，是一页精美的版画，永远
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长大了，离开家乡混迹南京并定
居，母亲早已经驾鹤西去，关于夏天的
母亲牌美食再也吃不到了，手巧的侄媳
妇玲玲做的美食也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
了。老家成了空城，只有几户老弱病残
还在乡村务农，和我同龄的伙伴都在城
市里打拼并乐业安居。桑树没有了，荷
塘没有了，稻田也被圈起来养殖鱼虾
了，乡村，只有阳光依旧炽热。

喜欢记忆中家乡的夏天，没有西瓜
和空调，却有大自然给我们的无尽恩
赐，还有我们被阳光晒黑的淳朴笑脸。
无数次在梦里醒来，我都睡在老房子
里，在蛙鼓虫鸣的大合奏里梦见妈妈和
乡村美食。那些记忆让我记住我是农民
的女儿，无论城市的霓虹如何诱人，我
坚守着农民的质朴和宽厚。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文学爱好者）

夏日乡村

□胡乐浩

天命开外

身心两自在

登山临水人豪迈

秀景过眼开怀

凤鸣公园一隅

处处花香鸟啼

一杆丝竹在手

旋律时隐时出

（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清平乐·追韵者

《诗意田园》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