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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蚕豆伴青梅
任崇喜

时光大步流星地走向热烈的季

节，蚕豆的清香，在浓郁的绿色空气

中，渐渐弥漫开来。

蚕豆本非中原风物，据《太平御

览》记载，系西汉张骞自西域引进

而来，这便是胡豆名称之由来。中

国长江以南，气候温和，日照充足，

适宜蚕豆生长，南豆、川豆均因地理

而得名。

蚕豆是跨年生草本植物，在头

年霜降前后，蚕豆就要下种，因此，

称其为寒豆也恰如其分。种蚕豆无

需膏腴良田，只需在田边地角、房前

屋后开一小块地即可。“蜀人收其子

以备荒歉”，这样的身份让它十分泼

皮，只要有一抔土、一把肥料、一点

阳光，蚕豆便能茁壮成长。

蚕豆苗，“方茎中空”，在农作物

中极为少见。其“叶状如匙头，面绿

背白，柔厚，一枝三叶”。历经冬日的

风霜冰雪，蚕豆苗仍不改其衷，只待

一场春风吹过，一场细雨淋来，蚕豆

的枝叶便尽情舒展，迅速蹿高。不经

意间，无遮无拦的枝头上，蚕豆花已

悄悄萌动。

李时珍说，蚕豆“二月开花如蛾

状，又如豇豆花”。其实不然。蚕豆

花，大多是两朵并生开放，花柄处有

个弯头，好似鸳鸯头，人称鸳鸯花。

蚕豆花盛开时，叶片正是腴厚青碧，

一串串、一簇簇的蚕豆花点缀在浓

密翠绿的叶间，从根部一直开到顶

部。风轻轻拂过，叶间的蚕豆花，就

像一只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如清雅

之景，让人赏心悦目。

蚕豆花期长，花儿们次第开放，

从头到尾可持续两个多月。花谢后，

荚长出。一朵花一个豆荚，“结角连

缀如大豆，颇似蚕形”，“豆荚状如老

蚕”，是李时珍给蚕豆的定义。王祯

却说：“其蚕时始熟，故名。”仔细想

想，各有各的道理。初夏时节，浑圆

鼓胀的蚕豆荚丰满有加，在绿意盎

然的枝叶间若隐若现，让人想起了

鲁迅先生的句子：“岸上的田里，乌

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罗

汉豆，也是蚕豆的别名。

“消梅松脆樱桃熟，禾麦甘香蚕

豆鲜。凫子调盐剖红玉，海蛳入馔数

青钱。”在江南人看来，青青的蚕豆

是时令美食，那鲜嫩的清香一下子

就能唤醒舌尖上的味蕾，即便生食，

“直接扔入口中，清甜的汁液立刻在

口中迸出，新嫩莫名”（汪曾祺语）。

蚕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清炒。

清炒后的蚕豆皮薄肉嫩，嫩糯香鲜，

入口软酥。在《随园食单》里，袁枚

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

甚妙。随采随食方佳。”范淹桥曾这

样描述，“如在初穗时，摘而剥之，小

如薏苡，煮而食之，可忘肉味”。难怪

鲁迅先生曾言，他儿时在故乡所吃

的罗汉豆之类，“都是极其鲜美可口

的，都曾是思乡的蛊惑”。

新鲜蚕豆“欢娱日子不长”，很

快便会“徐娘半老”。蚕豆“嫩者供

烹，老者杂饭，干之为粉，煼之为

果”，可“补中益气，涩精，实肠”。老

的蚕豆，可以制成茴香豆、五香豆、

兰花豆等。茴香豆，软硬适中，香甜

可口，不仅回味悠长，还会让人想起

孔乙己的四种写法；五香豆，上海城

隍庙的最为有名，据说皮薄内酥、盐

霜均匀，但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

字：硬；兰花豆，系油炸的干蚕豆，成

品刀口外翻形似兰花，是饮者的钟

情物，豆的馨香伴着酒的辛辣，衬着

光阴一寸一寸地流过。

在河南，人们把煮熟的蚕豆也

称为兰花豆。在旧街背巷里，常有卖

家的声音破窗而入：“兰花豆，兰花

豆来了，面的，咸香，余味悠长——”

中原地区的蚕豆成熟时，正值楝花

怒放，我想，这兰花豆，是不是“楝花

豆”的谐音呢？

“莫道莺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

青梅”，在夏临之际，饮青梅酒，用蚕

豆佐酒，把案独酌，于微醺中品咂时

令流转，想想便是一件美事，令人心

生艳羡。

三星堆见证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新华社成都 5 月 23 日电（记 者

童芳）近期，四川省发布《古蜀文明保

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将加快

推进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遗

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多位专家认

为，三星堆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

张亮丽“名片”，也是亚洲文明互学互

鉴、创新发展的见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映

福教授最近正在为古蜀遗址申遗做

研究准备工作。他告诉记者，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四川被认为是

一个闭塞、边远、落后的蛮荒之野，直

到三星堆的发现，“沉睡几千年，一醒

惊天下”。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有

力地驳斥了古代四川“蛮夷说”，证实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恰似满天星

斗，相映生辉。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

发现，三星堆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

中下游文明联系紧密，更与古代亚洲

众多国家有着文明的交流与往来。

据李映福介绍，通过考古发现的

遗物、遗迹等，我们能看出三星堆与

周边区域，甚至更加遥远的西亚、中

亚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比如三

星堆发现的金杖、权杖头、金面具等

遗物，在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

的出土文物中都有发现。

专家们认为，三星堆不仅不是闭

塞的，相反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

明。它在与亚洲其他地区伟大文明的

碰撞、融合、交流中形成了高度发达

的独特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多样

性和开放性的典型代表。三星堆的历

史再一次表明，文明从来都是在交流

互鉴中生存发展，封闭只能带来衰

落，开放包容才能共同繁荣。

700余家企业将参展
第十四届北京文博会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记 者

张漫子）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

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1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参

展企业达700余家。

记者 5 月 23 日从中国北京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了解到，

本届北京文博会分为展览展示、推介

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等

六个板块，设有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成

就展区、北京市文化产业引领展区、

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展区等 17个主题

展区。

北京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北京市贸促会副主任林彬介绍，

本届北京文博会展现文化产业融合

发展的最新趋势，推动文化与科技、

旅游、体育、金融等领域的融合，为创

新创业注入动力。文化产业发展大会

等活动将紧扣“文化消费、文创 IP打

造”等热点议题，打通金融资本、社会

资本与文化资源对接渠道。

北京 16 个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将参与到本届文博会中，天津、

河北、上海、安徽等12个省区市确认

参展。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希

腊、墨西哥、哈萨克斯坦、韩国、巴西、

瑞士等 8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团

和使馆商协会参展参会。

据了解，北京文博会自本届起纳

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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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徐公与

茶的缘分是在水城新津这片土

地上滋养出来的。四川人素爱

喝茶，在徐公的记忆里，过去的

新津县城，西门一条街的居民

大多都有购茶烹茶的习惯，从

早到晚，巷道里总是弥漫着不

散的茶香。“年幼时，我常和兄

长一道，从大人的茶碗里讨剩

茶吃。”提及童年趣事，徐公忍

不住闭目轻嗅，仿佛闻到了童

年时的茶香，“从小耳濡目染，

使我自然而然地培养出对茶的

亲近与喜好。”这份爱茶的情怀

陪伴徐公一路走来，在工作与

生活中，品一杯好茶，成了徐公

最大的乐趣。

徐公的制茶之路要从 1971

年说起。那一年，徐公出任县文

化馆馆长，与各路文人墨客的

交集多了起来。徐公性情豪爽，

又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很快便被众多文人视为知己，

徐公宅自然也就成为了好友们

的聚集地。以茶会友，是徐公的

待客之道，但是当年商店里售

卖的茶叶品质实在是过于一

般，徐公转念一想，“何不自己

动手制作一些”。

徐公的念头得到了夫人姚

定瑛和女儿的积极响应。一有

空闲时间，深受茶文化熏陶的

一家人便凑在一起琢磨茶道，

着手制茶。新津本地盛产茉莉

花，这给了徐公灵感，制作品质

精良的上品花茶成为他的目

标。几经研究，徐公采用早春嫩

芽为茶坯，与含苞未放的茉莉

鲜花混合窨制而成，花香与茶

香交融，绝品香茗由此而来。

徐 公 制 作 的 花 茶 口 感 怡

人、回味甘醇，慕名登门讨茶喝

的亲朋好友们也越发多起来。

一日，几位好友提议，应为此茶

取个名字，众人见冲泡后的茶

汤黄绿清亮，朵朵白花漂浮其

上，如同天降瑞雪，香气清悠品

味高雅，集思广益下，得名“碧

潭飘雪”，而徐公也因此得一雅

号——“飘雪先生”。

徐公的茶讲究三情：亲情、友

情、茶情。徐公好客，只要你是爱

品茶的人，不分年龄性别，也无

关名气地位，徐公都会以茶相

待，因此徐公茶屋内常常高朋满

座。在到访者的眼中，徐公可以

是谈笑风生的大儒，也可以是恰

巧坐在一起饮茶的和蔼老先生，

谈吐幽默而又真诚。

徐 公 说 ，喝 茶 离 不 开 一 个

“情”字。“亲情茶事”是徐家共同

创造的独特的茶礼文化，是一种

追求自然的家庭茶道。徐公当主

泡，夫人当助泡，两个女儿为客

人送茶，从冲茶到泡茶、奉茶的

程序礼仪都分外讲究。“亲情茶

事”融入了浓厚的亲情色彩、文

化底蕴及传统精神，让品茶的客

人感受到全方位、立体、直观的

家庭茶艺文化。

对徐公一家人而言，茶文化

永远是他们情感交流的精神纽

带。闲暇时，全家人便会围坐在

一起品茶、论茶。而每年夏季的

窨茶更是一家人最为温馨的时

刻，回忆至此，徐公轻呷一口茶，

眼中含笑。

窨茶这道工序是为了使茶香

和茉莉花香融为一体，达到鲜、

浓、纯的最佳效果，所以在择花

上很是讲究。为了让重瓣茉莉花

的每一瓣花香都得到充分的发

挥，采摘下的花朵需要去掉青

蒂，再一层层地进行拆解，并要

保证每一层花瓣都是一朵完整的

花型，且不能择浸汁。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既使花瓣的香味充分释

放，还能在冲泡时保持花朵不散

型。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技

巧的工作，姚定瑛从事幼教工

作，所以格外心灵手巧，两个女

儿也慧心巧思，一家子齐上阵的

时候，常常是母女三人联合起来

笑徐公“手笨”。

徐公曾将家人窨茶的故事写

成文章《月夜窨茶话追求》，对于

在酷暑月夜下汗流浃背制茶的岁

月，徐公如是评价：“斗室虽小，

我们的心胸是宽阔的；楼层虽

矮，时有闷热，且还有压抑之感，

我们一家人出于对茶文化的研

究、业余文化生活的热爱和理想

事业的执著追求，志向有增无

减。茶文化使我们一家人的眼光

明亮，心胸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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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公看来，茶是文化，更

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为人处世

之道。徐公的茶道是：心如碧

潭，淡泊明志；形若飘雪，宁静

致远。在《徐公茶品》一书中，

徐公对于“品”字解读为，既含

品质、品级、品评、品味的意

义，又融茶品、人品的追求。

徐公弟子众多，他收徒不

为教弟子如何做茶，而是教茶

品、茶道。徐公的弟子、高级茶

艺师曾小龙谈及自己拜师徐公

的故事时说：“当年我参加一

个茶艺大赛，自认为技术不

错，但结果只得了二等奖，心

里有些不服气。”等到大会结

束后，作为评委之一的徐公特

意找到他说：“你的技术很好，

可是再好的技术都是为了泡一

杯好茶!”曾小龙恍然大悟，肃

然起敬，原来，泡好茶并不是

依靠炫技术，而是要用心。不

久后，曾小龙拜在了徐公门

下，潜心研习茶文化，用心去

感悟“如何泡一杯好茶”。

“品茶讲缘，悟的是茶道，

茶品即人品。”徐公如是说。徐

公像一位引路人，带着弟子们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中感

悟内在的正能量。

徐公为茶呕心沥血。为丰

富中国茶文化，他潜心研究 8

年，让失传千年的“青城道茶”

重现世间。他先后发表《佛茶

与中国茶文化》《四川民间文

学中的茶俗文化》《饮茶、健

康、长寿——兼谈窨茶交友之

乐》等上百篇有关茶的文章和

论文，以及《徐公茶品》《碧潭

飘雪》《青城山道茶》三部茶学

专著。功夫不负有心人，潜心

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徐公揽誉众

多，其中，2011年，被成都市文

化局命名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茉莉花传统窨制技艺

的代表性传承人；2015 年，获

得全国茉莉花茶制茶工艺传承

杰出人物称号。

徐公先后参加过多次国内

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还曾受邀

到新加坡和澳门等地讲学，传

播中华茶文化。

徐公活得潇洒，对于“泰

斗、茶圣、徐总”这样的称呼，

他总会笑着摆摆手拒绝，他说

自己不过是一介茶人罢了。故

事讲罢，好茶饮尽，但茶情在

杯中渐浓，直至化不开。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
助力全民阅读

新华社杭州 5 月 26 日电（记 者

冯源）许多人印象中的马拉松是在赛

道上奋力奔跑，而“阅读马拉松”则是

召集读者在书海中畅游。一场面向长

三角四省市的“阅读马拉松”5 月 25

日在沪苏皖浙的 115 家公共图书馆

“开跑”，有 1400 支队伍、逾 7000 名

读者参加。

此次“阅读马拉松”要求读者在6

小时内与同伴们一同读完一部未上

市的新书，然后不允许重新翻书，完

成相应的阅读测试。此次活动由上海

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和南京图书馆、阅读马拉松组委会和

上海市徐汇区虹梅庭公益中心主办，

在长三角四省市的 115 家公共图书

馆里举行。在浙江图书馆的比赛现

场，参赛读者还可以用电子设备制作

思维导图，帮助自己答题。

据介绍，本次“阅读马拉松”也是

浙江省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同类比赛，

共有77个赛点、3700多名读者参加。

“阅读马拉松”的宗旨就是向社会展

示阅读的力量，培养读者阅读习惯，

以此推广全民阅读，倡导深度阅读。

月夜窨茶情意长

饮尽故事余杯香

且将光阴慢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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