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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记者 余红军

“这里一片千年杜鹃是很多
地方所无法企及的……”“这里空
气真的新鲜， 好想装一瓶带回
去。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白石尖，
此刻又成了欢乐的海洋。 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面对这满山的奇松、
怪石和美景，驴友们“迷失”了自
己， 珍奇斗艳的杜鹃花更是称霸
了各自的朋友圈。

4月29日， 由林山乡政府主
办、县新闻中心协办的“登高白石
尖，山花映公园”暨林山乡第三届
高山杜鹃花节在海拔416米的林
源村昙华寺自然村开幕。 来自江
西德兴，浙江杭州、金华、衢州等
地的500余名“驴友”齐聚白石尖，
见证了千年杜鹃花的烂漫瞬间。

在简短的开幕式之后， 驴友
们便迫不及待地朝着山顶进发。
阳光明媚，溪水潺潺，群山含黛。
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中更是夹杂
着花草的芳香，沁人心脾。“这是
第一次爬白石尖， 我有信心登上

山顶！ ” 8岁的方淑越信心满满。
她爸爸告诉记者， 能否登上山顶
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培养女儿的
恒心和毅力。

虽然山路陡峭难行， 但惊艳
绽放的高山杜鹃， 却让大家倍感
欣喜。 在海拔 1100 米的山脊线
上， 姿态各异的千年杜鹃争奇斗
艳， 竞相怒放。 大家拿出手机横
拍、竖拍，忙个不停。 与山花一样
红火，还有今天的登山人群。 500
多名驴友同时登山， 一度引发了

“堵车”现象。登顶之后，热情高涨
的驴友更是把小小的白石尖顶峰
挤得满满的。

一路上， 驴友们除了欣赏美
景外，还扮演着“辛勤的园丁”。他
们每个人手上都提着一个袋子，
看见有垃圾便及时捡起来。“白石
尖这么美丽， 我们怎么忍心‘玷
污’它呢？”驴友王先生笑着说道。

对于特地从东阳赶来的邹兴
发来说， 今天不仅看到了最美的
景色，还收获了同学之情。 邹兴发
是开化人，现在东阳上班。“这次我

们几个同学约好来爬山， 不仅为
了赏花，更想重温一下同窗之谊。”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非常壮观。”江西德
兴银鹿户外队长江南告诉记者，
这次他们共组织了 28 名驴友来
此赏花。“大家感觉都很好，这是
一个让人来了还想再来， 看了还
想再看的地方。 ”

“一生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
了！ ”登上山顶的那一刻，75 岁的
刘小惠和老伴激动不已。 他告诉
记者，今天是第三次爬了，前两次
都因为走错路而中途返回。 今天
终于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和大家
一起登顶了。“虽然有点累，但很
值得！ ”

“这里的风景很美！做为一个
开化人需要站在这里欣赏家乡的
美景。虽然一路上来有点辛苦，但
登顶后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我想
这更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对于市
民姚志力来说， 登顶的激动和喜
悦溢于言表。

毛宗兵

茶， 对于土生土长的农
村孩子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茶可以为药用， 又可以成为
饮料，可以醒酒，亦可提神解
乏。在我们浙西开化农村，有
茉莉花茶、菊花茶、白茶、红
茶， 也有野山上的绿叶黄金
茶、 金银花茶……现在有名
的龙顶茶也产自这里。

我对茶的认识， 最早是
招待客人的奢侈品。 那时往
往都是家里客人来了， 或逢
年过节亲朋好友一聚， 茶水
一杯，以表对客人的敬重。在
我的印象中， 感情最深的要
数绿叶黄金茶。记得小时候，
夏天中暑或平日里风寒感
冒， 母亲都会泡一杯黄金茶
加白糖的茶水，效果特别好。
那是一味温暖的良药，至今，
母亲那份温情一直温暖着我
的心。

喝茶，如今不问忙闲，随
时随地，不讲形式，完全是民
俗和享受。 每当你工作下班
或劳作之时回家，左手端杯，
右手高举揭开杯盖， 吹去浮
茶或雾气， 然后慢慢啜呷上
一小口， 让那温烫的略带苦
涩的茶水滚过你的味蕾，随

之发出重重的“唉”的声音。
满足、舒坦、惬意，全都在一
声释怀的叹息中。有时深夜，
点上一支烟，泡上一杯茶，看
着那上下沉浮的茶叶， 也好
像在品味自己的人生， 真可
谓人生一大乐趣。

茶需生长在特殊的气侯
条件下，高山峻岭，常年云雾
缭绕，雨量充沛，土壤疏松，
环境温润， 像我们开化马金
大龙山脉等地就很适合种
茶，在这样的山区农村，在这
样的小气候下长出的茶叶，
尤其是清明谷雨时最鲜最
好， 因为它吸足了山间雨露
的精华， 都有一片嫩叶和心
叶， 都饱满得绿油油， 翠生
生。

开化“九山半水半分
田”，“龙顶”享誉世界跟这里
山多水多孕育分不开的。 龙
顶茶， 是我们开化的一张金
名片，难怪有人说“一江挑两
龙”，即杭州有“龙井”，钱江
源头有“龙顶”，用源头水泡
龙顶茶独特美名。

说一千道一万，喝茶，不
仅是解渴，亦是一种文化。俗
话说：“喝茶修身养性， 更是
品味人生。 ”只有慢慢地品，
才能品出味道，品出快乐。

张蓓

红烧猪蹄是一道传统的民间
家常菜肴，属于川菜、湘菜或者粤
菜，是以猪蹄为主要食材的一道
家常菜，开化民间也叫“红烧猪
爪”“红烧肘子”。

红烧猪蹄味道可口，鲜香糯
润，营养价值丰富，具有美容养颜
的功效，因此食客们把红烧猪蹄
称为“美容食品”。

关于这道菜， 在民间还有美
好的寓意。 在开化城里长大的孩
子，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当高
考前夕， 家里的女性长辈都会提
前红烧一锅猪蹄给孩子吃， 寓意
“朱笔题名”（猪笔蹄名）。 开化民
间的传说是从唐代开始， 中国科
举制度日趋完善。从那时起，一起
参加全国文武状元殿试的考生们
相约， 只要是这一届同期参加考
试并且殿试及第的进士们， 未来
如有出任将相者， 必请这期同考
进士中有书法功底的以红笔将其
名字刻于西安大雁塔上，此谓“朱
笔题名”。 因为“朱”与“猪”同音，
猪蹄子的“蹄”与“题”同音，故而
后来演变到民间， 每当有人进京
赶考， 自家长辈或者亲友们都会
烧一个“红烧猪蹄”，或者赠送猪
蹄， 以提前预祝考生们“朱笔题
名”（猪笔蹄名），同时也有吃了红

烧猪蹄脚踏实地、 健步奔向自己
的美好前程之寓意。

在开化县城里， 林场食堂的
老板是烧红烧猪蹄的高手， 色泽
鲜艳，味道纯正，许多食客都因这
道菜而慕名前往。 将猪蹄刮毛洗
净，剁去爪尖劈成两半，用水煮透
后放入凉水中，姜、葱拍破待用。
用炒勺将少许香油烧热， 放入冰
糖炸成紫色时放汤调至浅红色为
度。加入猪蹄、料酒、葱、姜、盐、花
椒，汤烧开后除去浮沫，用大火烧
至猪蹄上色后，移至小火炖烂，收
浓汁即成。老板一边烧红烧猪蹄，
一边饶有趣味地说红烧猪蹄在开
化民间也叫“红烧肘子”。 而关于
这个“红烧肘子”的叫法，还有一
段故事呢！

元末， 相传朱元璋兵败鄱阳
湖，逆信安江而上，在开化苏庄一
带休整时，因缺粮缺油，军民就用
米粉拌菜蒸熟而食。

许多时日过去了， 朱元璋的
一个属下眼见平日里健壮的朱元
璋因为缺少荤腥肉食而日渐消瘦
下去， 心想：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
法， 大将军平日里是要带兵打仗
的，怎能无食荤腥肉食呀！于是他
一个人悄悄翻越山岗， 进得深山
密林处的一个农户家， 这家农户
靠番薯藤、 萝卜叶子喂养了一头
小猪。 这个属下用尽自己身上所

有值钱之物， 从深山背回这头小
猪。 他吩咐灶台火头军把一部分
猪肉拌米粉、 蔬菜蒸熟了分给将
士们吃，把猪爪、猪腿等上好肉食
红烧了呈给朱元璋吃。

好久没有吃到肉食的朱元璋
大快朵颐， 直吃得口颊留香、流
油，高兴地大声问属下：“嗯！味道
不错！ 好吃！ 这道肉菜叫什么名
儿？ ”这一问，可把这个属下吓到
了。它赶紧叫来灶台火头军商量：
“此菜叫什么名儿？ 它绝不能叫
‘红烧猪蹄’，它该叫什么名，你赶
紧想出来，不然咱都得掉脑袋！ ”
火头军一想：是呀，这原本就是一
道“红烧猪蹄”，可是大将军姓朱，
“朱”同音“猪”，“猪蹄！”那不是把
大将军的脚拿来砍了，红烧吃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事啊！ 尤其是在
如今大将军兵败的情况下， 更是
天大的忌讳啊！怎么办？火头军原
地转了三个圈，灵机一动，有了！
这一块一块的，就叫“红烧肘子”！
那位属下一听，双手一拍，眉开眼
笑：“对！ 它就叫‘红烧肘子’！ ”

机智化解了一场危机。
后来， 朱元璋在军事上顺风

顺水， 连连获胜， 每一次打完胜
仗， 它都要吩咐火头军烧他最喜
爱吃的这道“红烧肘子”犒劳将士
们。久之，“红烧肘子”就传到民间
百姓口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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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登顶开心不已 75 岁的刘小惠（右二）成
功登顶

爬山途中快乐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