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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浪漫的紫阳人，在接受采访时竟说徐
山林是他们的茶文化大使！起初，我当是个夸海
口的笑话。 但在看了他们展示的徐山林为该县
创作的作品之后，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徐山林
真像是紫阳的茶文化大使！

在这里，我们先不表徐山林上世纪 60 年代
当记者时写了多少有关紫阳茶的新闻作品，单
是他当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后为紫阳茶题写
的诗词，就让其他县区的人羡慕不已。

1991 年 5 月，紫阳县的《南山报》接到了徐
山林题写的《紫阳春茶》：

巴山五月乱飞花，
流香溢彩醉万家。
一夜春潮翻碧浪，
千园万垄爆新芽。
山姑清歌羞汉水，
商贾飞舟乱如麻。
远方来客不思酒，
清明争饮紫阳茶。
徐山林的这首诗写于清明时节， 新茶上市

之时。 “巴山五月乱飞花，流香溢彩醉万家。 ”诗
人沉醉于山花遍野，万紫千红的景象中了。 采茶
姑娘们清脆的山歌，压倒了悦耳的汉江水声。 紫
阳为汉江的重要水运码头，每到清明季节，采购
茶叶的商人云集此地，颇为壮观。

末尾两句的“不思酒”和“争饮茶”，更加突
出了紫阳茶的巨大吸引力。

这首诗， 孕生于他写给紫阳诗人熊朝元的
《贺饮茶节》。1991 年 4 月 1 日，紫阳县举办饮茶
节（后演变为紫阳茶文化节）。 当地诗人熊朝元
心想，这么好个文化节，没有贺诗，缺点味道。于
是，他凭着多年与徐山林诗歌交往的情感，也不
管徐山林忙不忙，就打去电话，不容对方思考地
强调：“请您给题一首诗，一为节庆增色，二为紫
阳添彩！ ”徐山林一想这是宣传紫阳县、推广茶
文化的好事，当即答应，当下写了四句，快件邮
递给他。 熊朝元一看，非常高兴，立即登上他主
编的诗歌报《南山报》，并和诗一首。

由此 ，“远方来客不敬酒 ， 清明先捧紫阳
茶”，成了紫阳县当年举办饮茶节的广告语。

后来，徐山林反复推敲，觉得“不敬酒”不太
雅，“先捧紫阳茶”也不太准，就改成“远方来客
不思酒，清明争饮紫阳茶”。 同时，四句变成八
句， 七绝变成七律， 并于当年 5 月写成书法作
品，郑重寄往紫阳。 经过《南山报》刊发、紫阳县
广播站播发和紫阳民歌演唱、中小学生背诵、大
小活动朗诵，这首诗成了紫阳茶的最佳宣传诗，

最后的两句成了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由此可
见，紫阳人说徐山林是他们的茶文化大使，多少
有点来由。

作为诗人，且身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徐山林，
从当记者到担任安康行署专员、 地委书记和副
省长期间，曾为紫阳、为安康写了多少诗，似是
一个不好统计的难题。但他笔下的“紫阳茶”，确
实顺手拈来、随处可见的。 他于 1991 年 7 月写
的《车中哼诗》，其中出现的“紫阳茶”，似乎就是
这样的“闲笔”：

难得走车有闲暇，
一缕诗意漫升华；
穷搜枯肠捕往事，
潜入辞海苦寻佳。
张郎信口诗如水，
贾僧推敲始成家；
吟成一首山乡赋，
停车忘饮紫阳茶。
由此诗可见，徐山林因工作繁忙，他的诗词

多为在路途上以打腹稿的方式“哼吟”而成的。
这次前往陕南途中， 几经推敲而吟成了一首家
乡颂歌，停车休息时为了抄写诗歌而忘了饮茶。
虽然我们不知这首“山乡赋”写的什么，但从“停
车忘饮紫阳茶”这个压轴尾句中，我们毫无疑问
地看出，他是在吟诵“紫阳茶”。

2000 年 4 月，在清明茶初上市时，徐山林到
安康调研时，品茶生情，奋笔写下了《喜饮家乡
新茶》：

清明喜饮故乡茶，
天上白云心中花。
一缕清香终南树，
几片嫩叶明前芽。
九曲回肠人生路，

无情岁月催白发。
汉江滔滔唤游子，
几回梦里寻旧家。
清明前夕， 喜品新茶， 徐山林顿觉神清气

爽。 那茶也非茶，就像天上的白云、心中的花儿
一样美好。

饮着新茶，回想故乡，徐山林思绪万千。 回
顾走过的艰辛道路，倍感岁月催人。遥想汉江涛
声，像在呼唤远方游子，他的梦中已经见到了朝
思暮想的老家。

一杯新茶，勾起徐山林无限的思乡之情。 此
诗情真意切，不仅让紫阳人喜不自禁，而且让所
有的读者为之动容。

徐山林在担任安康地委书记时， 创作了著
名的组诗《十县题诗》。但在紫阳人的心目中，他
虽给十大县各写了一首诗，但“唯有《紫阳》写得
最美。 ”

拾阶三百叩县门，
旧衙去处万象新。
舟车交鸣飞足下，
青青茶山半入云。
到过紫阳的人都知道，其县城建在山头上。

过去入城要坐船抵崖，需由河街拾阶三百而上，
才到东城门。

在徐山林的眼里，如今面貌大变，旧时的县
衙已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山行的火
车、汽车和汉江上的船只，交相鸣奏出繁忙的乐
曲。 县城南面青山上茶园茂盛，层层茶带，道道
梯田，成了插入云端的美景。

紫阳人赞赏此诗的理由有三： 一是徐山林
把紫阳县城的老城特色描写得最精确， 把三百
步的台阶都十分精准地亮出来了； 二是他对紫
阳县城的交通特色表现得最精确，舟车两利，方
便往来； 三是他对紫阳县城的经济特色把握得

最精确，把茶业品牌宣传得很到位。
所以，紫阳人说：“老城、交通、茶叶，是紫阳

的文化形象； 徐山林抓住了具体而又传神的三
要素，就给紫阳打了个大广告，为让紫阳茶走出
秦岭、走遍全国、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 ”

所以，紫阳人说：徐山林以诗为媒，宣传紫
阳功劳显著；因而，他是紫阳的形象代言人，是
紫阳的茶文化大使！

徐山林对紫阳茶，为何爱得如此深？ 当我们
在其新近出版的《老屋杂谭》一书中，读完他的
随笔《难忘家乡紫阳茶》，便会找到答案：

我生长在安康，一辈子爱喝紫阳茶。
我的喝茶习惯，是和母亲有密切关系的。 母

亲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茶。 每年新茶下来的时候，
她总是先放在净锅里炒干，然后用 100℃的开水
冲泡，热茶热水，再盖上浸泡一阵，然后饮来那
真是个香啊! 我从小就是喝这样的茶长大的。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 自古借汉江黄金水道
之便利，汇四方商贾于一地，熔巴、蜀、楚、秦文
化于一炉。 多样的风俗，多元的文化，使这里的
人们不拘一格，富于包容，开放大度。 在商业发
达的汉江城镇，饮茶成为人们结识朋友、洽谈交
易、交流信息的重要媒介。 昔日沿江码头上，茶
馆随处可见，生意十分兴旺。 那时，安康人早上
见面的问候语，不是问:“你吃了吗？ ”而是先问:
“你喝了吗？ ”可见当地人饮茶风气之盛。

安康地区的紫阳茶是中国最北部的茶区，
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茶区。 史料记载， 紫阳一
带，秦汉时期这里的巴人族群，就开始种茶。 当
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集中在陕西关中
和河南中部一带。 紫阳的茶，离这个中心很近，
当时的金州(即现在的安康)向朝廷进贡的贡品，
第一是黄金，第二就是茶叶。

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以食肉为主， 他们需

要饮茶消解，就拿马换茶。 明朝时，300 万斤茶
叶，可换回 3 万匹马。 那个时候，内地商人将紫
阳茶叶人背畜驮，经过汉中，进入四川，再经过
雅安，进入甘藏地区，进行以茶换马的交易。 茶
商走过的这条道路，被称为“茶马古道”。明朝时
候，户县有两兄弟，在雅安专门开设茶馆接待陕
西过往的茶商，生意兴隆，财富曾达到了 100 万
两白银。

紫阳茶因制作的不同而独具风味。 紫阳人
过去做茶，先是把绿叶采回后，用锅炒，然后用
手揉捻，之后，放在太阳下晒。 那时候没有烘干
机，太阳一下子晒不干，就有了半发酵的茶。 这
种茶冲泡之后，汤是黄亮的。 现在靠烘干机烘干
的绿茶，泡出来是绿汤。 红茶是全发酵的，烘干
后泡出来是红汤，而乌龙茶泡出来则是黑汤，唯
有过去紫阳半发酵的茶，泡出来是黄汤，清澈黄
亮。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很认可这种陕茶，它在西
北地区很有名气，很受少数民族欢迎! 尤其清明
时节，新茶上市，茶商争相抢购，人们以先品紫
阳新茶为乐。 清明紫阳茶已成为全国十大名茶
之一，清朝时兴安知府叶世卓曾写下“自昔岭南
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的诗句，印证了紫阳
茶的辉煌。

如今，紫阳茶已成为该县强县的主导产业，
全县茶园面积已达 16 万亩，名优茶骨干加工厂
12 个，被国家认证为富硒茶标准化示范园……

徐山林提及的 “富硒茶标准化示范园”，正
是紫阳人感谢他、念他恩的地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富硒茶”开发
成功， 他便首先将紫阳茶引进省政府的机关事
务管理局，使其成为省政府的接待茶。 同时，他
又通过进京开会、学习等机会，让紫阳富硒茶走
进北京城。 正因为如此，“紫阳富硒茶”才得以采
用科研成果展示方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
布会，从而促使紫阳茶业走向振兴，成为支柱产
业。

时代进入新世纪， 徐山林又委托时任省农
业厅长、后任副省长的安康老乡王寿森力抓“紫
阳富硒茶”的品牌建设。 在两位副省长的热情支
持与不懈努力下，紫阳人积极工作，首先是在全
县统一了“紫阳富硒茶”生产、经营品牌，同时成
功申办“紫阳富硒茶”的地理标识国家认证。 由
此，“紫阳富硒茶”成了飞出秦巴山、走红全中国
的驰名商标和著名品牌。

正因为徐山林和紫阳茶有着如此之深的情
感，如此之多的故事，紫阳人才会那么自豪地宣
称：徐山林是紫阳县的茶文化大使！

火热的七月，大地流金，闪耀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熠熠光
辉；奋进的七月，见证着巴山儿女自强不息的拳拳赤诚。 平利山
川大地绿意盎然，田地里红肥绿瘦。 远山蓝天白云，河岸蝉鸣声
声。 平利县“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文艺采风惠民演出送万
家活动拉开帷幕，给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文化艺术的盛宴。

7 月 9 日，由平利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主办，市曲艺家协会、
县朗诵协会、摄影家协会、书画协会、金秋协会、诗词学会和曲
艺家协会等协办的文艺采风惠民演出，来到广佛镇。 安康民谣
乐队、全县多个文艺团体应邀指导并参演。 采风队员冒着四十
度的高温，进社区、进庭院，促膝交谈，汲取艺术的营养和灵感，
为群众送上文艺大餐。

艺术源于生活，也归于生活，在龙头村的庭院小剧场的演
出中，安康知名歌唱家屈秀萍、李娜放声歌唱，和闻讯赶来的村
民、游客一起欢唱歌舞。

安康兰溪合唱团团长张兰溪说， 艺术要有艺术的表现形
式，有艺术的庄严感，一定得遵守。 比如着装，演员上台，就得正
装。 夏天白衬衣，至少把领结扎上，如果天气凉快一点，就得西
服领带到位。 他说，这样的态度，是对作品的尊重，是对听众的
尊重，是对自己的尊重，只有彼此尊重了，作品才有质量，事业
才能进步。 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王治丁说：曲艺来源于民间，就要
服务于民间，曲艺这种形式最便捷，最能受到百姓的欢迎。

龙头村“小场子”后，采风团赶赴县文联，犹如回归到文化
艺术的“娘家”。 活动中，采风团员仔细观摩了文联文化阵地建
设，对一楼协会架构、二楼书画展示，三楼活动中心进行了仔细
观摩。

平利县文联主席王建春就近年来工作做了简单介绍。 近年
来，平利文联以上联下联、左联右联、内联外联“六联”气势，叫
响“一二三，加油干！ ”即合力搭建一个平台（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突出两个重点（出人才、出精品），统揽三个方面（文艺创
作、基层展演、协会管理），主动作为，使软实力成为硬支撑，谱
写文艺新篇章。 先后与《安康日报》联办 2 期乡村振兴和乡愁主
题的平利作家专版， 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艺作品 100 余篇
（幅），创作的大型现代地方戏剧《乡村在呼唤》，初步定稿，进入
研讨阶段。 举办 “牢记嘱托·书画平利”“不忘初心·为爱发声”
“永远跟党走”等书画展、朗诵会、文艺进万家及诗文图征文活
动 30 余场次，“六联”活动联出了一片新天地。

晚上七点半，采风团文艺采风惠民演出送万家文艺汇报演
出在广佛镇八角庙帝景南山国学研学基地正式举行。

平利县帝景南山国学研学基地地处女娲故里最美茶乡，她
以国学为基，以产品为线，集茶叶种植、生产、科研、销售于一
体。 公司按照“源自富硒、坚持天然、崇尚健康”的宗旨，实行“公

司+科技+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打造品牌，引进科技人才，
实现产业与经济双赢的局面。 近年来，该国学研学基地以研学
融入国学体验，让国粹艺术在少年儿童劳动体验中生根发芽。

夕阳西下，月亮悄悄地挂在了天空，酷热的天气助长了群
众的热情。 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简易的舞台掩盖不住火热
的激情。 文艺表演好戏连台，掌声阵阵响起，此起彼伏。

演出现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陕南十大歌手、西南民歌
大赛最佳演唱奖获得者李娜演唱的《幸福中国一起走》，陕南十
大民歌手、全国“新航道杯”声乐大赛银奖、“文华表演奖”获得
者屈秀萍演唱的 《欢天喜地》， 安康知名歌唱家张恒一演唱的
《山歌唱出好兆头》，一曲未尽，掌声响起，让观众如痴如醉；国
家二级演员王治丁、 黄安莉的汉调二黄新唱 《汉剧汉江润安
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知名艺术家权春国与王建春联袂表
演的相声《趣说三秦方言》，让人捧腹大笑；王治丁与汪涛表演
的小品《懒汉脱贫》、小合唱《平利桃花溪》，都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 王梓悦的独唱《红色高跟鞋》、姚首青京剧独唱《梨花颂》，歌
唱发烧友丝毫不逊色于专业演唱，文红英、汪涛的诗朗诵《为有
牺牲多壮志》催人泪下，陈衍梅的诗朗诵《我爱这土地》、高扬武
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让祖国》也让人长时间沉浸在诗韵画
意中，在山村的广场久久回荡，余音袅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县金秋协会的大妈大叔们自驾车赶赴
演出现场，志愿奉献了开场结尾舞，权春国先生的紫阳民歌串
唱和安康市民谣乐队的 《浪漫百合》《此时少年》《故乡秋月》
《2020 我想》《汉江春晓》， 让人在多彩的艺术氛围中感动着、痴
迷着、狂欢着。 在场的观众惊喜：没想到在家门口山坳里，就能
欣赏到这么高水平高质量的演出，令人激动，心潮澎湃！

汇报演出结束后，群众和采风团员们激情不减，久久不肯
离去。趁着月色，燃起篝火，搭起小桌，团座谈心小饮。采风团与
群众一起，围着篝火，手拉手，跳起快乐的桑巴舞，嘹亮的歌声
响彻天地。 市曲协演出部主任屈秀萍还对慕名而来的县爱歌合
唱团成员，进行唱歌发音技巧指导，现场演唱原创歌曲《桃花
溪》《精准扶贫大地情》《平安·平利》《党旗映红中国梦》。 会员们
围着屈老师，兴高采烈，恋恋不舍。 采风团其他队员，也被团团
围住，兴奋地面对面传技。 在天地穹炉下，亲密得就像一家人。

夜深了，月色渐高，篝火渐灭。 兴奋的人们渐渐安静下来，
大家纷纷支起帐篷，天作被，地作床，在漫天的蝉鸣中，享受大
自然独有的清凉和艺术的温度。

7 月 10 日，东方第一缕曙光投射在帐篷的尖顶上，在山雀
悦耳的嬉戏中，大家纷纷醒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采风团开始新
的旅程，驱车前往秦楚边关———长安镇的中国绞股蓝博物馆。

平利是绞股蓝的原产地，也是绞股蓝的故乡，平利被称之
为中国绞股蓝第一县。 平利县神草园茶业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行
业标准规范种植绞股蓝， 并且将研发五大类 70 余种绞股蓝相
关产品融入生活当中，从而逐步实现绞股蓝造福百姓的宏伟目
标。

在绞股蓝博物馆，采风团详细了解绞股蓝相关资料，品尝
了绞股蓝饮品，购置了绞股蓝产品。

围桌而坐，大家兴致不减，围绕绞股蓝相关话题，即兴作词
表演。 权春国信手拈来，张口即唱：年年有个三月三，收拾打扮
上茶山，人人都说茶山好，采下神草卖银钱。

最后 ，在山歌不唱不开怀的民歌齐唱中，采风活动告一段
落。

山歌不唱不开怀，
磨子不推不转来。
酒不劝人人不醉，
花不逢春不乱开。
要唱山歌心才宽，
磨子要推才转来。
酒要劝人人才醉，
花要逢春花才开，
要唱山歌才开怀。
这次活动，大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之

美，也有浓郁的国学文化之美，更有崇高的信仰情怀之美！ 这里
的美，激发着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灵感，也感受到只有深入生
活，才能激发出艺术灵感，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迸发出艺术的
无穷魅力。

在茶山、在庭院、在广场，在坊间，这些民间艺术家们，把自
己根植于民间，根植于乡土，让歌声、笑声在农家在山间久久飘
荡，让身心和灵魂都得到又一次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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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山山林林诗诗咏咏紫紫阳阳茶茶
市市直直 李李焕焕龙龙

2022 年 6 月，全国高考地理试
题甲卷 43 题， 以陕西汉阴凤堰古
梯田开放式“生态博物馆”命题，陕
西汉阴凤堰古梯田一时在全国名
声大噪。

陕南汉阴，是明清湖广移民大
县， 这里是北大著名教授、“五四”
新文化运动先驱沈士远、 沈尹默、
沈兼士昆仲故里，也是中国家训文
化之乡、陕西书法之乡和陕菜美食
之乡。

坐落在汉阴凤凰山南麓、汉江
北岸的万亩凤堰古梯田，清代乾隆
年间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
为主的移民历经几代开垦建设，是
目前秦巴山区发现面积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古梯田。

凤堰古梯田被称为中国古代
移民和农耕文化的“活化石”“基因
库 ”。 这里 呈 现 出 的 山 林———村
寨———梯 田———江 河———农 舍 五
度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和独特的
梯田人文景观， 是人类改造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АААА 级凤堰古梯田景区已
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生态博物
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为让更多游客走进全国首座
开放式移民生态博物馆，领略凤堰
古梯田迷人景色，体验古老农耕文
化内涵，《延河 》杂志社 、安康日报
社 、中共汉阴县委宣传部 、汉阴县
文化和旅游广电局、汉阴县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决定共同举办“凤堰梯
田·魅力相约”全国有奖征文活动，
欢迎全国广大作者踊跃参与，大型
纯文学刊物将选登部分征文优秀
作品。 具体事项如下：

一、主办单位
《延河》杂志社
安康日报社
中共汉阴县委宣传部
汉阴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汉阴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征文作品体裁
原创性散文 （包括游记 、随

笔）、诗歌（包括古体诗词）、小小说
等文学作品均可。 征文内容以“凤
堰梯田·魅力相约” 为主题， 以民
俗 、非遗传承 、农耕移民文化等为
视角 ， 对凤堰古梯田展开美景描

述 、情感抒怀 。 散文 、小说不超过
5000 字，现代诗不超过 50 行，古体
诗词不超过 3 首。

三、征集时间
文稿征集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奖项设置
（一） 本次征文根据作品的质

量将评选出特等奖 1 名、 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10 名 、优
秀奖 30 名、纪念奖 200 名。 对获奖
作者颁发证书及奖金，获奖作品及
获奖名单除在 《安康日报 》选登公
布外，还将在安康新闻网等各级官
方融媒体、新媒体和文学刊物择优
刊发。 具体奖金如下 :特等奖 1 名 :
奖金 10000 元 ; 一等奖 2 名 : 奖金
5000 元;二等奖 5 名:奖金 2000 元 ;
三等奖 10 名:奖金 1000 元;优秀奖
30 名 :奖金 500 元；纪念奖 200 名：
赠送汉阴特产一份。

（二 ）获得特等奖 、一等奖 、二
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作者，组委
会再免费赠送价值 1180 元凤堰古
梯田一日游套餐一份（包含凤堰古
梯田景区内门票免费，景区内格兰
篷露营帐篷住宿一晚，含露营帐篷
下午茶 、稻田火锅 、提篮早餐 ），有
效时间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以
前，具体参加办法另行通知。

五、相关要求
1.设立“凤堰梯田·魅力相约”

主题有奖征文组委会，组委会将特
邀专家组成评委组，对征文进行评
选。

2.征文作品须为作者未公开发
表过的原创作品，如发现有抄袭或
侵权行为，主办单位将取消作品参
与评奖或追回已发的奖金，所产生
的法律责任将由投稿作者自行承
担。

3.参赛作者拥有著作权 ，并同
意主办方对作品进行结集出版和
展示发布，不再另付稿酬。

4.征文实名投稿，并附作者通
讯地址、单位和联系方式。

5.投稿以电子版形式发至汉阴
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邮箱，联系人:
杨茂元 ， 联系电话 :0915-8219195
邮箱:591582589@qq.com。

2022 年 7 月 15 日

《延河》杂志社 安康日报社 中共汉阴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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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演员员王王治治丁丁、、 黄黄安安莉莉表表演演
的的汉汉调调二二黄黄新新唱唱 《《汉汉剧剧汉汉江江润润
安安康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