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事从早市上买了一支向日葵，插在花瓶之中，室
内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青春的气息， 氤氲出浪漫的氛
围。金色的花盘，像一轮太阳，一个风火轮，又像一堆燃
烧的火焰， 瞬间感受到生命的盛放。 爱花之心人皆有
之，因为爱花如同爱美。

傍晚出来散步，一路步行至老家城关镇渔塘村。老
家到宁陕县城是一段依山而修的柏油路。几年的发展，
路旁住户已是鳞次栉比。 家家户户门口，花坛里、花盆
里栽种着各种各样的花木， 茂盛而美艳， 只是常年路
过，熟视无睹罢了。

老家的院子狭小， 放些零碎的物品， 显得更加拥
挤。 邻居家爱种花，院子没有围墙，春夏秋三个季节都
能飘来阵阵花香，让我们一家也无形中成了受益者。每
年初夏，栀子散发浓烈的香味，丝丝芬芳，令人陶醉。我
时常带着孩子一同围观邻居的小花园，围墙上，院子角
落里，放满了盆盆罐罐，每一盆花都生机盎然。串串红，
像是新娘披红挂彩，绚丽夺目；仙人掌，鹅黄的小花，心
生怜爱；指甲花，花朵娇嫩，恰似翩翩起舞
的蝴蝶……还有一大堆说不出名字的花
儿，齐聚在一起，不亚于一场鲜花盛会。 在
花丛中静默的栀子花独树一帜，洁白无瑕，
如月下白雪，像在牛奶中浸润过一样。

栀子花惹人喜爱。清晨的山城街头，空
气中带着丝丝凉意。栀子花、金银花被捆绑
成一束束，往地摊上一摆，像是给春天的脸
颊涂上了胭脂，山城的眉眼就活了。水灵娇
嫩的花儿们在众人的注视下一脸害羞，等
到熟悉了环境，它们挤在一起窃窃私语，叽
叽喳喳，早市也跟着热闹起来。随手拣一把
花儿， 买花的人就把山野的春天带回家里
了。

通往老家的山路边石崖上， 长着几棵
野桃树，半边凌空做出展翅欲飞的姿态，大
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可能缺少营养的缘故，
显得更加羸弱不堪。 横伸出几根干廋的枝
条，像是纤细的手臂，让人担忧是否能够经
受风吹雨打。

每年初春，野桃树率先萌发，紫红的枝
条上冒出粉红的花苞， 盛开的花朵在春风
中摇曳微笑，令人赏心悦目。 从我记事起，
母亲不让我折桃花，说是桃花中有小虫子，
会钻到鼻孔里去，这句话像是一个魔咒，对
着风姿绰约的桃花，让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今，母亲早也不管折花之类的小事，细细
回想，此中真意欲辨已忘言了。

桃花开罢，一丛红藤刺开花了，开得随
心所欲，大开大合，一垄素雅，十指春风。朵
朵花儿，白中带粉，满面淡雅，花骨朵儿含
苞欲放， 静静等待。 花朵聚成了颤动的花
枝，花枝又结成了花冠，花冠连成雪白的花

海。 花中带刺，更显得卓尔不群和热情奔放，让人联想
到李白诗篇中胡姬的泼辣不容侵犯形象。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也许它天生就容不得靠近。

花与人一样，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梨花
带雨娇羞，桃花垂泪可人，栀子花清新高雅，桃花风姿
妖媚…虽然历经风雨，花枝颤抖，花瓣零落，被吹打得
东倒西歪，有的瑟瑟发抖，有的匍匐在地，风光全无，但
是到了翌日清晨，株株花儿又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一
扫颓败之气。

不知谁家菜园的篱笆上缠绕着几根牵牛花， 像是
一串紫的红的铃铛， 微风拂过， 仿佛能听到悦耳的铃
声。 纤细的藤蔓，桃心一般的叶片，娇嫩孱弱，我想，它
是经不得风吹雨打的。

“听说寨沟的荷花开了，过几天去看看！ ” 朋友在
微信中说。 凝望远方，洁白的荷花，田田的荷叶在盛夏
里招手……

一 路 花 香
程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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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秦牧果园看李子，你去吗？ ”
“只能看，不能吃吗？ ”
“当然可以吃，而且可以吃饱。 现在正是李子成熟时。 ”
“俗语说：‘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李子可不能多吃。 ”我和认识已十几年亦师

亦友的李焕龙老师打趣地聊着天。
“你去尝尝他们的蜂糖李，既如蜂糖一样甜蜜，又具有李子多汁肉脆的特性，甜脆爽

口。 特别是像你这样脾胃虚，肠胃蠕动能力差，新陈代谢慢的人，饭后吃几颗蜂糖李，特别
有利于你身体保健和养颜。 ”

我没见过也就没吃过那称之为“蜂糖李”的李子，但李子这一话题自然地刺激了我的
味蕾，使得我满口生津，且唤起关于李子的童年往事。 我们村只有一棵李子树，一到阳春三
月，那李树就“枝缀霜葩白，无言笑晓风。 ”那体态，那神情，犹如风流仙子落凡间。我伴着它
的花开又花落，看着它的果实由小到大，由绿变粉变红变成诱人的胭脂色，看着那一粒粒
如玛瑙一样的果子，我垂涎欲滴，可李树的主人从不舍得给我尝一个，甚至没允许我接近
过李树。 经常受我帮助的发小看我那囧样，就铤而走险地从李树上给我偷摘了一个。 那胭
脂色如玛瑙泛着光晕的李子，我用两指捏着，举在阳光下，反复地翻看，实在不忍心下口这
似乎有灵性的果子，我先是舔了舔，终究挡不住果香的诱惑，我小口小口地咬，“咔嚓”“咔
嚓咔嚓”果肉在我的牙间蹦跳着拽步，果香在我口腔里调皮的漫游，我把果汁抿在嘴里，久
久不舍下咽......当时我们村人把那果子叫“胭脂李”，后来我才知它正确的名字叫紫皮李或
凤凰李，那是我童年时吃过的最美丽最美味的果子。

“去！当然去！ ”必须去看、去尝载着我童年向往的李子，必须就此机会去秦牧果业研学
体验高达 1200 多亩的李树阵势，去认识能栽种那么多李树的旬阳籍“李子”大王———秦绪
杰。

脚步从一身是果的青脆李树下开始，步子是轻松的，内心却是沉重的，这可爱的青脆
李呦，满树、满枝，一串串，又可言一簇簇，李树们浑身超负荷的承重着、坚强着、向上着。

它们没有华丽的外表， 没有如蜜的甜度， 但却努力地以产量的优势赢得了生存的空
间。 阅尽青脆李，迎来紫皮李，忍不住抚摸、采摘、嗅、尝、惊叹，任由酸酸甜甜的味道在舌尖
弥漫，任由果肉与唇齿肆意的狂欢，任由嘎嘣脆的乐声催发出灵感......这李子的味道啊，一
下子荡涤了人间七月所有的燥热与烦闷。 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秦绪杰和他的“蜂糖
李”，与时俱进，走内涵发展，追求“报之以李”的品性。

蜂糖李是秦牧果业最珍贵的品种，是李子中的明星，是秦绪杰的心肝宝贝。 宛如鸡蛋
大小的蜂糖李，色泽青黄、质感如玉、温润清透、味及蜂蜜。 秦牧果业以特有的种植方式，以
特别的水、土、肥培育，同名“蜂糖李”，却是别样的“李”。 从果园出来，浑身还残留着蜂糖李
的香味， 有人惊讶道：“嗅
嗅这身上的香味， 我们都
成香妃了！ ” 秦绪杰打趣
道：“蜂糖李具有香味的挥
发性， 女人吃了蜂糖李美
如‘香妃’”。 ”国光李子协
会的技术指导员兴奋的介
绍道 ：“蜂糖李中含糖 、微
量蛋白质、 脂肪、 胡萝卜
素、维生素、钙、磷、铁等营
养素， 具有良好的美容效
果，对汗斑、面部黑斑等有
良好的干预效果。 蜂糖李
还含有多种氨基酸， 促进
消化， 有清热解毒和护肝
之功效； 李子核仁含有杏
仁苷和大量脂肪油， 药理
证明，它具有显著的利尿、
降压和止咳祛痰的作用 。
饭后几颗蜂糖李， 容颜健
康又美丽。 ”

一趟研学体验 ， 感触
深深， 秦绪杰用蜂糖李的
甜度过着玉一样的人生 ，
用玉 一 样 的 品 性 种 出 了
“杰”出的李子。

我曾欣赏过波光潋滟的杭州西湖， 感受过如梦如幻的青海
湖，也曾领略过风光旖旎的千岛湖，但我最爱的还是家乡陕南的
瀛湖。

瀛湖是安康水电站筑坝所形成的淡水湖， 也是国家 AAAA
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四周群山环绕、碧水蓝天、波光粼粼、绿盖叠
翠，走进瀛湖犹如走进了美丽的山水画中。 它就像百变女郎，因
季节不同、早晚不同、气候不同而景色各异。

春天，岸边的野桃花和樱花盛开了，一片片淡粉色花瓣如锦
似霞，油菜花铺陈大地，满目的黄与深深浅浅的绿，煞是好看。 水
草冒出嫩叶，在湖面轻轻摇曳，芦苇争先恐后地钻出水面，尽情
地呼吸。 鸟儿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赶来， 可爱的斑嘴鸭展翅翩
飞。 美丽的白鹭亭亭玉立，有的眺望远方，有的抖动羽毛自娱自
乐，还有的扎进水里，叼走小鱼后腾空而去。 鸿雁三五成群，结伴
嬉戏。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背上书包向学校奔去；采茶女一边哼着
民歌，一边采下嫩绿的新芽；情侣们穿着美丽，拍出经典，留下最
美的浪漫瞬间。 初春的湖水像一面镜子， 映出了眉清目秀的人
们，你来我往，一片繁忙。

乘船看水是最惬意的事。 当快艇劈开湖面，银浪飞舞，船上
的游人几分惊恐，几分欣喜。 游艇上，游客站在船头任风儿拂过
发梢，远眺朝晖夕阳变化万千，近观两岸青山相对出现，时而吟
诗高唱，时而谈笑风生，时而合影留念，好不惬意！

夏天的清晨，山和水还在梦中酣睡，迎面升起一轮红日，洒
下道道金光，给美丽恬静的湖面抹上一层玫瑰色。 中午，喝上一
杯瀛湖富硒绿茶，迎着阳光微风，美得无与伦比。 或是躺在酒店
露台的躺椅上，信手翻翻书，享受美好时光。 累了就去岛上的竹
林小道上散散步，听听清风拂过竹叶的声音。 傍晚，天空中万千
色彩，映照在湖面上，辉煌的橘，神秘的蓝，绘画出水天一色的初
夏画卷。 渔民悠悠缓缓地划动着船桨，满载而归。 凉风习习，舒服
惬意，怪不得人们都来这里休闲避暑呢！

洁白的栀子花开了，甜美的香气弥漫在迷蒙烟雨中，让人感
觉特别宁静。 池塘里盛满碧莹莹的荷叶，与白的、红的、粉的荷
花，随着徐徐的微风，轻轻摇曳着，舞蹈着，犹如一群翩翩起舞的
妙女，欢欣地向我们微笑，招手。 我指着荷池里的莲蓬，回眸一笑
间，相机快门一闪，将这一刻醉人的画面定格在荷池边。

五月，清泉枇杷黄，三三两两相约，一路上浩浩荡荡、说说笑
笑，把本来清清静静的清泉村变得热热闹闹。 果农们才不怕闹腾
呢，来的人越多，他们越高兴。 络绎不绝的人们在树下采摘果子，
果篮装得满满的，也装满了孩子们咯咯的笑声，欢声笑语在枇杷

林里回荡着······六月，走进洞桥村，村道两旁都是绿油油的杨
梅树，树上挂满了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诱人的果实。摘一颗放入
嘴中，酸甜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这里的农家乐大多依山傍水，有
小蒜、鱼腥草、香椿和土鸡等山肴野蔬，老板还赠送自制烤酒，让
游客们吃得好、喝得乐。

秋天，湖水由绿渐蓝，两岸青山对峙，湖光山色，被秋色点染
的满山红叶，美丽极了！一阵阵冰爽的湖风迎面而来，让人畅快淋
漓。我俯下身子，冰凉冰凉的，像溶解了的冰棍。于是，我忍不住掬
一捧水来尝尝，甜甜的。

若遇雨天，雨水飘洒在湖面上，溅起无数的涟漪。翠屏山庄上
的亭台水榭、湖心碧螺岛的螺峰塔，全都沐浴在水蒙蒙的轻纱中，
如梦如幻。此时，湖里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游出水面透气，我和弟弟
站在石坡上赶紧抛杆、挂食、调漂······一瞬间，我的浮漂下去
了，连忙起杆，很沉，鱼老是不出水面，把线儿拉得吱吱响。站在陡
峭石坡的弟弟急忙喊：“姐，别急，别急，慢慢来！”经过十几个回合
的较量，鱼儿终于精疲力尽，乖乖束手就擒了。 嘿嘿！ 原来是一斤
八两重的红尾巴！ 湖边不少垂钓者目不转睛地盯着鱼儿上钩，完
全顾不上喝水吃饭，还有兴趣浓的专门抹黑进行夜钓，其乐融融。

深秋，漫山遍野姹紫嫣红，林涛树海换上了富丽的盛装。翠绿
的竹子、火红的枫叶、挺拔的松柏、金黄的桦树与蓝天白云，白雾
碧湖交相辉映，一座座小岛仿如一个个大自然的公主，穿着碎花
裙不停地旋转，尽现瀛湖之美。

瀛湖的冬天宁静秀美，湖面平静如镜。 初冬，湖水深蓝，阳光
照在湖面上，闪着银色的光，似闪烁的星星落在了湖面。两岸的山
也变得深沉，一片深绿。远处，云雾缭绕，湖面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一般。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柚子树，像一位位守卫瀛湖的士兵一
样守候在山路的两旁，卖柚子的小摊设在树下，他们吆喝着生意，
树上高挂的黄黄的大柚子像一个个大灯笼，让人馋涎欲滴，还有
繁茂的橘子树和拐枣树都深深地诱惑着我们。 清风徐来，朵朵白
色枇杷花幽香阵阵，在碧波映衬下，成为冬日里最美的风景。

深冬，总会落一两场雪。山下，素雪层层叠叠；山上银装素裹。
那时，我会快速跑到雪地里，时而伸手接住一片片雪花，它们瞬间
变成了清透的小水珠；时而愣愣地站在雪地里，故意踩得咯吱咯
吱响；时而像模像样地堆起雪人，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情景。水
面时不时冒起雾气，白绿相配，美轮美奂，惹人喜爱。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被誉为“小洞庭”的瀛
湖，让我痴迷沉醉，流连忘返。 你的美，让我折服；你的韵，让我期
盼着下次的相逢。 美哉，瀛湖！

四月遇见桃花雪， 片刻拂去了前两日遭遇沙尘暴的凡嚣和
浮躁。

在兰州，吃碗醇香爽口的“拉面”最为惬意。 从第一次路吃，
到瞅见统一绿色标志的兰州餐馆，进门就嚷嚷：“来一碗，兰州拉
面。 ”

这一次，来兰州为安康商会成立祝贺。 老乡盛情得用上了海
鲜，被婉拒，称吃一碗兰州拉面就舒服。 到一个地方，吃一个地方
美食，这也许是“吃货”的底层逻辑吧。 如在家乡，来一盘“安康蒸
面”，最畅快不过了。

“我们去吃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如何？ ”西北人实诚。
“行！ ”估计味道应该不错。 我们认为就像“安康蒸面”来自东

关，叫安康蒸面，或叫东关蒸面，本质都是一样的。
到了颇为讲究的面楼，安康老乡点了一个套餐，服务员端着

一个托盘呈上，一碗色香味俱佳的汤面，一份加量肉、一份牛舌
头、一份牛板筋、一盘大蒜和两种青菜。 首份面吃完了再续添一
碗，粗细多种，任食客挑选。

一边吃面，一边喝标配的大碗茶。 掀开茶盖时，老乡开腔：
“其实，根本就没有兰州拉面。 ”把我们听的蒙圈了，心中嘀咕，吃
了多年，不是“兰州拉面”，那是啥？

“兰州拉面不是兰州人开的！ ”老乡接着讲，有一个青海人到
南方谋生，开了一家清真拉面馆，生意并不好。 店主结合兰州牛

肉面的做法，把牌匾一换，创意起了一个“兰州拉面”，没想到名字
一改，生意立马好了。物美价廉，深受打工者的喜爱，货真价实，也
受到白领阶层的青睐，名气越来越大，成为与北京全聚德烤鸭和
天津狗不理包子齐名的“全国名小吃”之一。

掀开茶盖， 拂一拂茶碗里泛上的绿茶问：“这茶， 是当地的
吗？ ”“不，是咱大片子紫阳粗茶。 ”老乡自豪地说。

说到“紫阳茶”，感到格外地亲切。 紫阳茶有 3000 多年的历
史，始于西周，兴于唐宋，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自昔岭南春独早，清
明已煮紫阳茶”的唯美诗句，在清代被列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

后来，紫阳发现了硒，文化茶在越来越注重健康的 21 世纪变
成了养生茶，安康旨在包装打造“中国硒谷”的第一健康饮品，整
合全域资源，颇费心力推出统一品牌。几经沉浮，几经努力，“安康
富硒茶”的知名度却不尽人意。倒是紫阳茶却一直享誉西北，特别
是西安人、河西走廊的生意人知道挺多。

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安康富硒茶” 民间的认可度不高，尤
其是请客送礼，首选还是紫阳焕古茶。

据 2021 年农业部门数字显示： 全市茶园总面积达 109.6 万
亩，茶叶产量达 4.72 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280 亿元。 其中，不知名
为安康茶的销量高？ 还是名为紫阳茶的销量高？ 走一走茶叶市场
会发现“某一号”“某仙茗”“某小硒”的主打硒茶，琳琅满目，眼花
缭乱，林林总总不下百十种。

扯回“兰州拉面”，地道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绿、
四红、五黄”，指面汤要清、萝卜要白、香菜要绿、辣椒要红、面条要
黄。 在新一代消费者眼里，遍地开花的“兰州拉面”，名气盖过了
“兰州牛肉面”。 孰对孰错，不敢妄言。 不是吃面的人不懂文化，是
我们扯面的人不懂流量密码和市场品牌传播力。

西安的茶商坦言，安康茶的品质不输于任何茶系，甚至可以
媲美西湖龙井、碧螺春等名茶。尤其是明前茶，茶贩打着“紫阳茶”
的招牌，即买即卖，赚得不菲的钞票。

好茶卖不了好价，着实犯了春愁。紫阳茶久负盛名，有贡茶的
名头，平利茶口感迥异，有伟人效应。 安康能不能放开胸襟，打出
“安康两口茶，让世界尝个鲜”广告语，放弃统一使用“安康富硒
茶”称谓，而将其他茶降为二级、三级子品牌，既降低了认知成本，
又维护了产品价值，保护了特色茶的文化属性。

在信息时代，吃一碗兰州拉面还是兰州牛肉面，探究有必要
吗？ 喝一杯紫阳茶平利茶，还是安康富硒茶，红脖子涨脸有必要
吗？ 相信，安康人是有眼光、有智慧抉择的。

美哉，瀛湖
谢英荣

“二口茶”里乡愁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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