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 娲 茶 飘 香
柯贤会

如果说女娲山是落入凡间的一位仙女，那么山上的
茶树就是她头上翡翠色的发簪，绿意盈人，美不胜收。

位于巴山北坡、 汉水南岸平利县境内的女娲山，传
说是人类始祖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所在地，山势
雄伟、林木青翠、云山雾海，有各种花草林木、珍禽异兽
达 400 余种，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百宝库”。

女娲山的茶叶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先民们就开始
在这片土地上种茶，明、清时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茶叶产

区。 传说清朝乾隆年间，布政司有个叫李良田的员外郎，
是平利县女娲山三里垭人，其母贤良有嘉，感动乾隆，恩
赐“母仪一方”御匾。 李母为报谢皇恩，托官差将亲手采
制的“毛尖”茶敬奉乾隆，乾隆品尝后赞不绝口，称之为
茶中上品。 此后，平利年年进贡茶叶，女娲茶声名鹊起，
被冠以“贡茶”而驰名于世。

小时候，我经常到女娲山上的小姨家玩。 每年春天，
我看到成群结队的村民背着竹篓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采茶，人与茶、茶与花 、花与树 、树与山 、山与水相互辉
映，勾勒出一幅幅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图。 茶叶采好了
要及时炒制，炒茶是件很辛苦的事，双手要在滚烫的锅
里不停翻炒。 炒完后，接着揉捻、晾干、封装，这样茶叶才
算制作完成。 每次看到小姨炒茶，我就感觉是一次艺术
加工、一场视觉盛宴，人对自然馈赠虔诚的敬畏。

小姨每年都要送给我家一些女娲茶， 我经常泡着
喝，喝着喝着就发现自己离不开茶了，对茶产生了依恋。
我不像懂茶的人那样，知道很多有关茶的知识，我只是
纯粹的喜欢喝茶，看书时喜欢泡一杯，边喝茶，边吸收知
识；看着窗外时，也喜欢泡一杯茶，边喝茶，边看风景；听
音乐时，还是喜欢泡一杯茶，边喝茶，边舒展心情……因
此对我而言，女娲茶就是我生命中的琼浆玉液。

前不久，我再次到小姨家玩，看到她家的地全部种
上了茶叶，茶园里新建了凉亭，一群人在拍照游玩。 我惊
讶地问小姨：“这是怎么回事？ ”小姨告诉我，村里成立了
茶叶种植合作社，建立了以茶叶为主导的产业链，按照
国家绿色原料生产基地种植标准， 建设茶叶规模化、标
准化、机械化的生产示范基地，还配备了现代化生产设
施，通过农村电商销售茶叶，并植入休闲体验项目，开展
茶采摘、林下休闲活动，形成具有平利特色的茶叶种植
模式与品牌。

小姨高兴地说：“那种原始落后的种茶方式早都淘
汰了，我们这的农民在合作社入股分红、务工挣钱，几乎
家家住上楼房，买了小车，日子越过越红火。 ”

看着女娲山上一条条水泥路如飘带般在山间舞动，
一幢幢整齐的楼房如星星在山间闪烁，一片片茶园如动
力十足的火车载着群众奔走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我
知道女娲茶已经走出巴山，走向全国，飘香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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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山，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秦巴大地之间。 这里隐藏有
奇特的景色，高山草甸、原始森林、溪流飞瀑、奇峰怪石，星罗棋布。 进入
景区，清新的空气里夹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味，扑面而来，瞬间让人
感到心旷神怡。

这里流传着神秘传说，圆椅山、水雾池、长杆岭、香炉石的神奇传
说，让人如痴如醉。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路旁的树木郁郁葱葱，似一面翠绿的屏
风，将夏日的酷热牢牢地阻挡在外。 “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 ”山间的
宁静让人心生正气，即便道路艰险，内心也依旧平静。 鸟儿在枝头欢唱，
似在吟唱着“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的歌谣。 当阳光穿透树
林的缝隙，洒下缕缕金线，山间那缭绕的白云仿佛在回望中与行人相互
依偎，而那轻薄的云霭，在恍惚间却又悄然消散。

越往山上攀登，景色愈发迷人。 远处的山峰层峦叠嶂，云雾缥缈，恰
似“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的绝美画卷。 登上山顶，极目远眺，“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 连绵的山脉、茂密的森林、
蜿蜒的山路，皆尽收眼底。 到了二郎坪，这里的景色集奇、野、秀、幽于一
身。 漫步在山间小道上，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仿佛置身于人间
仙境。

继续向金顶进发，途中经过了火山石景区，遍地是数亿年前火山多
次喷发形成的石林，峥嵘嵯峨，姿态万千。 这些石林有的像威严的武士，
有的似灵动的仙女，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经过一番努力攀
登，终于来到了金顶之下。 仰望金顶，它高耸入云，主峰海拔高达两千二
百余米，旁列两峰，形如笔架，直插云端。 通往金顶的道路狭窄而陡峭，
一侧是万丈深渊， 让人胆战心惊， 但这也增添了几分攀登的刺激与挑
战。

站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广袤的大地，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与大自然
的伟大。 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总是忙碌于功名利禄，却忽略了身边
的美好，而南宫山，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用它的宁静和美丽，唤醒了人
们内心深处沉睡的那份纯真和对生活的热爱。

盛夏时节的镇坪，清风徐徐，花开正艳，南江
河水光潋滟，看三桥矗立，赏万物并秀。 城中嘈杂，
世事纷繁，心中却有一份难以言表的期盼，欲寻一
处清幽之地，与三五好友相聚，共话禅意，品味茶
韵。 于是，我们相约小石茶山的山居之中，让心灵
在茶香中得到洗涤与升华。

周末的清晨，我们驱车前往牛头店镇，伴着薄
雾穿行在欣陕现代农业园区坐落的山间， 满山遍
野的茶树郁郁葱葱， 每一棵茶树在阳光的照耀下
都散发着碧绿的光泽。 树上的小鸟鸣唱着动听的
歌谣，一些茶树上开始有花苞了，飘出阵阵沁人心
脾的芳香，还有紫薇花随风轻舞，如一幅美妙的图
画。 小石茶山在镇坪县城以北 26 公里处，明朝洪
武年间，因此地形似牛头而得名，有店铺称之为牛
头店，1983 年称为牛头店乡，1996 年改为牛头店
镇。

这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依山傍水，仿佛一个世
外桃源，空气中夹杂着泥土的芳香，迎面扑来，我
们贪婪地吸吮着这清新的空气， 顿时感觉神清气
爽。 湛蓝的天空让人心动不已，远远望去，好一派
迷人的田园秀色，我深深地陶醉在这美景之中。 这
里风景优美，环境优雅，给人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
觉，清风吹走了所有疲惫，让人顿生舒适之感。

小石茶山的负责人石海君紧盯 “大巴山深处
最美的一片叶子”， 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他是和镇坪高山茶一起成长、共同进步的新茶人，
他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让高山富硒茶走出
安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爱上镇坪，
爱上小石茶，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带动一方产业，致
富一方百姓。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小石茶高山有机茶园成为“国家级
高山茶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小石茶也已连续多次被评为金奖，还获得
了红茶、绿茶“茶王”称号的殊荣，公司也早已通过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爱创新的石海君有眼光，紧跟时代的步伐，目前开发的民宿、露营基地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实现了茶文旅融合发展。

山居民宿坐拥整座后山，自下而上，被苍翠环绕着，有山脚的清冽
河水，有半山腰的荷塘月色，还有纵观云海中的茶园风光，感觉整个世
界都靓丽缤纷了起来，那份清新、那份美好，让人心情无比愉悦。

古琴声悠扬，从密林深处传来。 那琴音如流水般潺潺而过，洗涤着
我们的心灵。 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份深邃的人生智
慧。琴声与茶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让我们沉浸其中，
忘却烦恼与喧嚣。

在这山中，我们与好友相聚，共话人生。那些过去的点点滴滴，在茶
香的熏陶下，变得更加珍贵动人。 我们谈论着诗词歌赋，抒发着对大自
然的热爱与敬畏， 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心情， 感悟着人生的真谛与哲
理。

茶香缭绕、茶语轻诉，诗心缱绻、葳蕤生香。 茶室中美学尽显，每一
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 每一处细节都充满艺术的气息。 从茶具的摆
放、茶叶的冲泡到茶水的品尝，都讲究一个美字。 茶艺师轻轻斟上一杯
香茗，茶叶在水中舒展、旋转、沉浮，如同舞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轻啜
一口，茶香四溢，沁人心脾。

踏过山径，翠竹摇曳，清风徐来，竹叶沙沙作响，宛如天籁之音。 行
至茶室门前，以白色为主调的房屋在翠绿色的茶山之间显得非常和谐，
门窗桌椅都透露着古典气息，古朴的木门半开半掩，一股淡淡的茶香扑
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步入其中，只见里面布置的典雅别致，木质桌椅
散发着大自然的气息，陶瓷茶具晶莹剔透，宛如艺术品一般。 墙上悬挂
着书法绘画作品，或名人字画、或山水花鸟、或诗词曲赋，墨色淋漓，尽
显文人雅士的情怀。

走在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小石茶山，没有嘈杂的声音，没有汽车
的尾气。 一大群男女老少喜笑颜开，边聊天边喊加油的口号，原来山顶
竟然还有一个篮球场，是牛头店镇的村 BA 在这里举行。 田里的玉米已
逐渐成熟、稻谷已飘香，今年是个丰收年，等待收获的农户们正好在这
几天忙里偷闲来看看篮球赛。 在这里，大家聊的都是产业故事，大豆玉
米种了多少亩？ 黄连葛根又增加了多少？ 水稻田里的鱼儿长势如何？ 彰
显着这里的人民富裕安宁的生活。 镇坪的人啊，是如此的勤劳勇敢、踏
实肯干、淳朴善良。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小石山居是一个好地方。 闲暇之时相约于茶
馆里，共品茶香，共话人生，在这份美好与宁静中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我闭目默念“双乳雨荷”的样子，只此青绿，唯有一
抹浅红。 阴雨婆娑，齐刷刷把整个池塘笼罩。 起伏的田
埂边，若隐若现一柄油纸伞，与荷叶耦合，宛如移动的莲
花，优雅的碎步，曼妙婀娜，一边是濯濯碧莲，一边是款款绿
稻。

灌浆期的稻谷昂着头，不经意吐着穗，就像项间挂了一
串串淡黄色的玛瑙项链。 雨点溅落，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一
圈还未完全扩散，就被另一圈挤碎。 叫夏的蝉鸣住了声，蜻蜓
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时而吐着小泡时而跃起的秧鱼和蹬着腿
的青蛙，成了粼粼碎波里最欢快的精灵，粉色的、白色的荷
花，或含苞欲放、或娇艳盛开，自顾自地特立独行，毫不在乎
下着的倾盆大雨。

汉阴县双乳镇千亩荷塘，毗邻汉滨，月河川道一脉相承，
是我常去看荷花的地方。 荷花每年农历六、七月份绽放，分外
妖娆美丽。

每次来双乳的时候，也总被隔壁那一间花香满园的紫薇
花屋吸引，让我不觉停下脚步。 那一座红砖黛瓦的破旧农舍，
电线低垂、窗纱破碎，人去房空已久，落寞的木门边乱七八糟
地堆放着玉米秆，在杂草丛生的院坝旁，一簇十分艳丽的紫
薇正在怒放，即便乌云密布，依旧昂着头，粉紫的花瓣在微风
中犹如梦幻般的云霞涌动。 这一片绚烂的花枝，展现出不屈
不挠的风骨，让人叹为观止。

雨中赏荷，别有一番意趣。 烟雨朦胧中，“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显得格外清新脱俗。 北宋欧阳修《南
乡子》这样描述“翠密红繁。 水国凉生未是寒。 雨打荷花珠不
定，轻翻。 冷泼鸳鸯锦翅斑。 尽日凭阑。 弄蕊拈花仔细看。 偷
得袅蹄新铸样，无端。 藏在红房艳粉间。 ”雨中含苞微绽的菡
萏，欧阳修观察荷花蕊里藏着的小莲蓬，颜色娇黄如金。 静下
心，那密集如鼓点如琴弦的雨声，敲打在荷叶上，衬托出雨荷
灵动之美。

终于等到雨歇风住，白鹭扑闪着翅膀掠过田野，点缀在
小火车轨道旁的丝瓜吐着黄蕊， 时不时地被蝴蝶触碰
着，蜻蜓从这片叶脉飞到另一片茎叶，来去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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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镇坪县有个钟宝镇， 你不一定知道在哪
儿，但说它的最高峰鸡心岭你就明白了。因为，鸡
心岭这个一脚能踏陕鄂渝三省市的地方，有个享
誉华夏的景点名称：自然国心。

说钟宝镇有个凉爽宜人的五眼泉露营基地，
你不一定知道有多凉快，但说它在化龙山上你就
会相信。 因为化龙山是大巴山的第二高峰，顶端
海拔 2918 米，且属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立秋这天，为了避暑 ，我和友人结伴 ，顶着
38 度的高温从安康城区出发，经平镇高速公路，
一个半小时到达干洲河上游的五眼泉露营基地，
刚好正午 12 点半， 而这里的室外温度只有 22
度。 打开车门，山风一吹，一身暑气顿时退去，随
之而来的是山风中的树木清香、山花浓香，以及
河风吹来的温润之感。

当干洲河从化龙山流出 3 公里，遇到东山的
河沟水迎头一冲， 河道就哗啦一下折了个大弯。
当一湾平地在陡峭的两山之间平平展开，就诞生
了一方雅致的盆地。过去，这里是山民修田种稻、
繁衍生息的绝佳宝地。 封山育林、脱贫攻坚政策
实施以来，山民出山，进城入镇，这里便逐渐成了
山花的王国。当地青年刘蕾看中这块藏于深闺之
中的河湾地是建露营基地、 做康养项目的好地
方，就申请县镇两级支持，以无固定建筑的方式，
在这个名叫水岔湾的开阔地上，打造了一个不破
坏自然环境， 且与山水风光相得益彰的露营基
地。

我在河湾看到他们把沿河而上的村道改造
为旅游公路，两边自然生长着树木、杂草形成的
天然绿化带。 生态停车场开满鲜花，仔细一看就
是山地上肆意疯长的野花。 接待大厅是钢架、玻
璃、石板构成的临时建筑，游客中心、餐饮服务都
巧妙地安排在这里。 星罗棋布的帐篷房里可用
餐、可品茶、可休憩、可聊天、可办公、可读书、可
发呆，正中的一个大房间可烧烤、可开会也可歌
舞。 点缀其间的蒙古包关着门、挂着帘，透着神
秘，山边的小木屋全是实木，木房、木床、木桌、木
椅， 一缕缕的木香引人进入原生态的生活境地。
将它们串联起来的道路，是用沙子、石板铺设的，
让人的每一步都能实实在在地回归乡村。路边以
花草为栅栏， 栏外的空地上长着应季的蔬菜，最
好看的是黄瓜、豇豆，那么长又那么粗壮，那么绿
又那么鲜嫩，村民正在采摘，说午饭全是自产的
食材。走过菜园、茶园、庄稼地，又到河边，立于角
地上的两棵核桃树粗达一抱，高过 20 米，遮阴近
一亩。 但经营者没有因为“项目开发”使其让路，

而是因势利导，辟为草坪、系上秋千，让其如我儿
时的村头树下、旧时的院落广场那样，成了儿童
的撒欢之地，成了人们交流、散步、约会的理想之
地。

沿着河边便道上坡，所见的烧烤屋、烤酒坊、
瞭望塔、k 歌房和激光打靶、儿童乐园等设施，土
洋结合、中西合璧，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休闲、娱
乐、体验与消费需求。如果时间充裕，我还真想给
湛蓝的天、 雪白的云显示一下自己土法烤酒、单
手打靶的“童子功”。

穿过枝叶繁茂的竹林、 密不见日的树林，拐
个小弯，眼前豁然开朗，两座老式土房改造的民
宿，如热情、靓丽的村妇喜气洋洋地站立面前。我
最感兴趣的是新改造的民房保留了老旧的土木，
用上了崭新的电器，复原了各类房间的农家生活
场景，收藏着家具、农具等老物件。一间书屋透出
书香，让人探得了乡土中国“耕读传家”的优良传
统，又似乎看到沐此家风的有为少年正由此健步
走出曲折的田埂、走出苍茫的大山。

在从民宿集群到五眼泉去的河坎上，我惊奇
地发现了一大片齐齐密布的七叶树。 这跨河连
坡、郁郁葱葱的七叶树，主干高大、分枝广泛、叶
片肥阔、华盖如冠，是高档用材林、名贵景观树，
适用于城市观赏林、道路绿化树。 它的原产地在
印度，位列“神树”前茅。

穿过七叶树护卫的林荫小道， 钻进老树、荆

藤缠绕的山谷，沿干洲河而上，缓缓行走半个小
时，就到了五眼泉景点。 在镇坪及周边的重庆巫
溪、湖北竹溪、安康岚皋等县域久负盛名的五眼
泉，其实就是干洲河源头的五个泉眼，它们分布
在溪谷的两岸，左三眼、右两眼，水流出来，长长
奔涌，形似五指，因而旧称五指河，但因让当地百
姓的方言发音讹传成了 “五指佛”， 便被僧人制
止，故更名为“五眼泉”。 当化龙山涵养的五股山
泉汩汩流淌，汇为一体，白花花、雾蒙蒙，如龙舟、
似彩船地漂向水岔湾，人们惊奇地发现，此地岂
止是块河滩变成的平地， 它与两边青山融为一
体，简直就是一艘巨舟，于是，这里又被命名为
“干舟”，滋养它的河流为“干舟河”。久而久之，不
懂笔墨，不究渊源的山民，将其讹传为“干洲河”。

沿河返回时，因有叮咚作响的泉水、哗哗流
淌的河水伴奏，我便一路哼着小曲儿，节奏分明
地轻步快走，十分钟左右就将同行的文友甩了几
百米远。向导赶上来，问我为何如此轻松愉快、速
度轻快，我说山好树好水好景好音乐好，我要好
好享受。 他问如何享受，我说赶紧下到露营基地
去，选个临水的帐篷住下来，于夜深人静时与河
水对歌、对话。他问为何，我说好久不闻自然河流
如此纯净、如此自然的天籁之音了，我要好好聆
听，好好交流，好好融入。 只有与它好好对唱、好
好合唱，才能让自己的灵魂乘此之舟，奔向理想
的境界。

游南宫山记
王开远双 乳 雨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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