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西浮梁县工作3年，绿树掩映中的严台
古村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循着路牌的指引，走进江村乡严台古村，行走
在青石板铺成的街巷，老式店铺、古民居鳞次栉
比。这个有着1900多年历史的古村，至今还保留
着最天然的生活状态和最质朴的乡村风貌。

置身严台，古木参天，千年古树翠柏、银杏、红
枫郁郁葱葱，覆荫盖地。青石板街巷弯弯曲曲向
前延伸，砖木结构，木板店门。古老的石桥、石雕、
石碑和木制雕花，高耸的马头墙，仿佛向人们诉说
着岁月的沧桑。村中茶号商铺林立，古香古色，无
不呈现出赣徽文化交融格局。绕村一圈，宛如进
入一座美丽的城堡，时光似乎在这里凝固。

这个古称严溪的严台古村，坐落在江村乡最北
端，紧邻安徽祁门渚口乡、闪里镇，距浮梁县城74公
里。严台村起源于东汉光武年间，隐士庄光为避光武
帝名讳，隐名改姓成严子陵，举家隐居在这山清水秀
之地。因严溪系严子陵隐居垂钓之地，基于仰慕严子
陵的高风亮节，江姓先祖改称严溪为严台。

清清的严溪河水环绕着严台古村，站在村口
的富春桥上眺望，有村妇在河水中浣洗，白墙黑瓦
的徽派建筑倒映在水中，一派江南湖光山色尽收
眼底。这里简朴而隐秘，若隐若现的茶马古道流
淌着烟水苍茫。

跨过严溪河，踏进依坡而建的村门，放眼一
望，耳目立刻为之灵动。一条溪水宛若玉带缠绕
在村前，一座石桥横卧溪上，通向村口。村子被白
色围墙围着，在桥头开一槽门，上方镶嵌着蓝色的
匾额，上书“严溪锁钥”4个繁体楷字，庄重古朴。
青石门框早已写满了岁月沧桑。

门右雄峻的山体上，几棵硕大茂盛的古树雄
踞山坡上，威严苍劲。树梢斜插着罩在村门之上，
似乎罩着整个古村。那槽门，俨然一个军事要塞，
有瞭望孔，有垛口。整个槽门，大有“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气势。门左侧沿严溪蜿蜒，亦是山坡，
茂林修竹，篁影鸟鸣。

严台是水村，村内环绕着两泓活水，先人依托
自然山水做文章，大兴水利，引水进村。走进古
村，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宛若人间仙境。凸凹不

平的青石板街巷两边分布着徽派建筑，青石道约
两米多宽，一半走人，一半流水。水渠深约一米，
山溪水从绵延不断的青山上顺流而下，潺潺溪水
环流村落，流向各处深巷。严台村的祖先巧妙地
借溪造景，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溪水顺
流而下，汇入严溪河，美丽古老的严溪河盘绕村
庄，清澈明净。

村前是宽广的花园式休闲广场，清幽怡然。村
边高耸的红豆杉以及香樟、白果、株树等古木点缀其
间，构成别致乡村风景。村中鳞次栉比的古宅民居和
古街深巷，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浸染了严台秀
丽古朴的自然、人文景观，使严台显得雅致、丰韵。

这个坐落在武云山、富春山、笔架山环抱之中
的古村落，在山水笔墨点染下被赋予传奇色彩。
发源于西北的横坑水在村前环绕，经富春桥流向
东南。村中一股水、二股水分别从武云山和富春
山中迂回流向南边，在前山路交汇后流向村口，穿
过“严溪锁钥”古村门楼桥洞流入严溪。

如果说水是古村永恒的主题，那么明清建筑
便是这主题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古廊桥更是其中
的点睛之笔。

顺着严溪走回富春桥。这是一座明代弘治十
五年所建的古廊桥，单拱石身，青砖砌的桥柱，上
盖黑色鱼鳞瓦，是古时进入严台村的唯一通道。
那小憩坐人的长木板，已经岁月留痕。看着桥下
的流水，看着水边的大石，眼前迷离起来。恍惚
间，大石上坐着一个蓑笠翁，在迷蒙的烟雨中垂
钓，那是东汉名隐士严子陵垂钓清溪的身影。他
垂钓之处便成了一道千古的风景——严陵濑。庆
云桥为明代御医桥，属明代皇帝恩赐御医江庆云
所建，御赐三步金阶，状元赠匾“观光上国”，加之
清同治年所建单孔石拱桥——登云桥，三座古桥
赋予水乡严台厚重的文化立体感。小桥、流水、烟
雨、人家，处处都有浓郁的诗情画意。雨丝斜织，
水花四溅，雾气迷蒙。

走进威严的槽门，里面豁然开朗，真是小乾坤
大世界。严台村庄选址、布局与“八仙下棋”的地势
巧妙结合。走在这个形似叶脉状的村落，那密密麻
麻的小巷弯弯曲曲，青石铺成的巷道四通八达、宽
窄有别，如同叶片上的细纹布满叶面。一
股街、二股街和前山路构成了叶片上的
主脉，前山的三股街就像二股街上的支
脉，村中的上弄、杏坞里、方井里、花屋
弄、二股街等60多条小巷像叶片上的细
纹布满叶片。如此严谨的村庄布局，让你
仿佛步入了“迷宫”，即使在这里小住几
天，也未必行走自如。

严台有 4 条古街，长约 1000 多米，
分布着明清以来140多幢装饰精美的徽
派古民居、8座宗祠、2座古石拱桥、1处
古油坊、1座山门、数座石碑、60多条街
巷，构成了古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基

本上都采用徽派建筑常见的天井布局，即山墙、大
门、左右厢房、前厅、天井、后厅共同构成一个方形
空间，精美的砖雕、木雕和石雕装饰其中，“三雕”
艺术在这里演绎得淋漓尽致，美轮美奂。历尽千
年的古老戏台，全用青石板和石柱砌成，从大年初
一到元宵，龙灯、板灯舞个不停。

岁月斑驳了墙面，却无法略去时光留下的醇
香。穿行在古村中，寻找着古村独特的脉络布局，
凝望着村中那些久经岁月的遗存，在三月的春风
中尽情沐浴着古村气息和古朴遗风。严台山高林
密，苍松劲竹，一年四季山顶云雾缭绕，清泉不绝，
更有肥沃的乌沙土壤，土层深厚、土质松软，泥土
乌黑肥沃。独特的立体化小气候，令古村的古老
茶号茗茶飘香。产于净土，淬于云烟，独特的制茶
工艺，使茶水清绿、芳醇、香甜。

严台制茶历史悠久，是产茶、制茶、售茶交易
集散地。到民国初年，茶号发展到26家，一路茶
香，醉染流年。唐朝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就
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描述；明
汤显祖在《浮梁县新作讲堂赋》也曾对浮红茶着墨
素描：“今夫浮梁之茗，冠于天下，帷清帷馨，系其
薄者。”严台功夫红茶历来为金色光环所笼罩。

“高山云雾出名茶”。山的屏障，水的滋润，林
的点染，使严台村生态环境一尘不染，“泥不下山、
水不断流”，绿色发展底气十足。谷雨前夕的茶园
和村庄，空气中氤氲着茶叶嫩芽的清香，这味道，
让所有的呼吸变得平缓舒畅，使茶园边经过的乡
亲脚步踏实，也会使一个村庄、一座山坡抑或一条
河流变得从容……

“古今风情诗，皆为闲逸章”。古村越过2000
年，铅华洗尽，淡雅依然，如茶之品。但愿赏心悦
目的不仅仅是绚丽多姿的烟雨严台独景，更是浮
梁一片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宜业宜居宜游生态
福地，让诗画浮梁行稳致远，若茶般悠远洁净的香
气，不负流年。

图① 严台村建于明代的富春桥。
图② 严台村全貌。

（肖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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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福建省安溪县的笔架山上有一片野
茶园，加工出来的茶叶别有一番滋味。“馋茶”的我
决定趁着清明回乡的机会，上笔架山一探究竟。

安溪的笔架山因中峰低而两侧峰高，形如笔
架而得名，海拔只有约800米。笔架山距离安溪
县城20分钟车程，但上山的路却坑坑洼洼，极其
难走。我从不晕车，但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
一路颠簸，竟然感觉到一阵眩晕，根本无心欣赏窗
外风景。

行车至路尽头，两固名茶的厂房映入眼帘。
茶厂的主人陈两固正带着几个工人忙里忙外，为
即将开始的春茶采摘做准备。在安溪，陈两固的
名气不小，他多年前就被评为安溪铁观音制茶工
艺大师，十几年前已经是“野化茶”的领军
人物。

不少喜欢铁观音的朋友都知道，铁观音茶虽
然无论树龄长短都别有一番滋味，但很少有茶树
树龄超过二三十年。陈两固为何“逆其道而行
之”，推崇树龄上百年的野化茶呢？

原来，在他年少时，村民们就有上山找老茶的
传统。茶师傅们把老茶采回来加工后，再用盐水
冲泡，据说清热去火，还能缓解中暑症状。儿时的
记忆，令陈两固对老茶树情有独钟。这些年来，陈
两固已经在安溪县的云中山、永春县的醒狮山都
找到了野化茶，并建起了生产基地。

2016年，在机缘巧合中，陈两固和朋友攀上
了笔架山，在荆棘杂草中寻找了两天，终于发现这

片100多亩的野茶园。说是野茶，其实不野，只是
多年无人刻意管理，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放养生
长，趋于野化。这片野茶园里，有铁观音、水仙等
多个品种，茶树普遍高达两三米，有的已经长到七
八米高，其中还有上百种野生中草药材。陈两固
如获至宝，二话不说就承包了下来。

“连上山的路都没有，你要这片老茶树做什么
用？”这是陈两固听到最多的质疑。在他看来，没
路就修路，没有厂房就建厂房，这都不是问题。茶
园常年无人看管，杂草丛生，陈两固就专门组织工
人修剪杂草，适当整理茶园。到了采茶季，由于茶
树太高，采茶工们需要背着茶篓，架着梯子，攀爬
到茶树上采摘嫩芽。

真正让陈两固发愁的是，如何才能保护这些
珍稀的茶树资源，制作出“野味”十足的产品来。
毕竟，这些野茶采摘的成本不低。根据测算，一个
采茶工，1天只能采6斤茶青，而9斤茶青才能做
出 1 斤成品茶。这也就意味着，制作 1 斤茶叶的
采茶成本就要超过300元。几经尝试，陈两固最
终确定采用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加工烘焙。
这一加工工艺和铁观音其实一样，但由于这些野
化茶的树龄比较长，对摇青和发酵等环节的要求
更高，需要有经验的制茶大师根据不同温度、湿度
变化来掌握摇青、晒青的时间。因此，这些野化茶
的加工制作，基本上需要陈两固亲力亲为。

说话间，陈两固已经烧好了水，准备为我们沏
上一壶野化茶。这茶叶，经过加工后外形条索卷

曲，发酵充足，红镶边特质明显。在滚烫开水的冲
泡下，野化茶在杯子里欢腾着，兰香果味溢杯而
出，一时茶香满室。再看那茶汤，清澈明亮中透露
着金黄。当我们把茶水送入口时，滋味醇厚，甘滑
饱满，香韵悠长，生津不断。

这款来自笔架山上的野化茶，被陈两固命名
为“老固野实”。陈两固一边泡茶，一边和我们
讲述着自己找寻野化茶的种种经历与压力。不知
不觉中，茶过几巡，杯底仍有余香，令人回味
无穷。

陈两固说，尽管野化茶的成本高，但现阶段不
会考虑其经济效益，而是更注重以此探索出一条
不同以往的茶叶发展之路，让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野化茶的生态友好理念。

让陈两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一两年时间的
沉淀，“老固野实”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茶农意
识到，野化茶并不只是概念炒作，而是一种健康的
茶产业发展理念。毕竟，对茶园过度管理，不仅容
易因过度施肥打药影响茶叶品质，也容易破坏山
体的生态环境。野化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其产
品检测结果也完全合格，或许能为茶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市场风云变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铁观
音要香飘万里、隽永绵长，必须跟紧市场步伐，对
工艺、品牌、商业模式等每个环节求新求变，不断
充实丰富，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相统一。

笔架山上寻野茶
□ 林火灿

到名山大川风景区去游览，人们
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啊，真
美!好像来到了图画中。”但要是有人
问你，到底是什么使你产生如此强烈
的美感呢？恐怕很难确切回答。这
就是自然风景欣赏和艺术欣赏之间
的显著差别。对于艺术美，不懂的人
根本不会感到美，但对于风景美，几
乎人人都能感受到。不过，感觉、感
知还只属于一种较低层次的审美，只
有再上升一步，从繁杂的现象美中找
出某些规律，才能达到理解、领悟的
程度。

奇峰异石是山岳风景的一大观
赏内容，几乎每座名山都有形态奇
特、富有个性的山石景观。从五岳到
佛教四大圣山，从黑龙江大山熔岩到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都有以山石为主
体的奇景可观赏。峰、石本身，没有
很决然的分界，人们习惯上以石的体
量来区分，小的称为石，大的就叫
峰。如黄山西海的飞来石是花岗岩
体风化后的特殊形式，上大下小，立
在绝壁之上，与石基似连非连，好像
从别处飞来一般，因其体量不大，就
以石相称；而承德避暑山庄东边的棒
槌峰，其实也是上大下小的棒槌形奇
石，但若是登上峰底平台就近仰望，
那么，这一高40米、像一幢高层建筑
挺立着的巨石，其气势就远非一般山
石可比，故称作峰。

峰与石作为观赏的对象，首先是
美在它们奇特的外在形式上。如有
的具有行云流水般的柔美，有的则有
刚强清晰的风骨，在这些不规则的多
面形体中，显示着千变万化的旋律之
美，加之风景中常有光影、明暗、云
彩、雾霭等自然光气的映衬反射，更
使奇峰异石变幻无穷。因而，从形式
上来把握它们的美，往往需要一定的
审美能力。打个比方，奇峰异石好像
是大自然塑造的抽象雕塑，而我们欣
赏抽象的艺术，要比欣赏具体的艺术
要困难一些。要是用肖物象形老一
套的欣赏办法来看奇峰异石，往往只
能发现它们最表浅的形象特征。

动态欣赏则能显示出奇峰异石
的“奇”美。同一峰石，会随着旅游者
视点的改变而呈现不同的姿态，出现

“移步换形”的效果，给人新的感受和
启示。如从黄山半山寺眺望天都峰，
有一奇石很像金鸡振翅欲啼，人称

“金鸡叫天门”，后面好像还有一石似
鹰。而上行到打鼓墩向左望去，原先
的金鸡、老鹰又变成“五老上天都”
了。有些山峰石景，因气候变化，光
线转换，给人们的形式感也不同。像
黄山的“猴子观海”和“猴子望太平”，
其区别就在于阴晴云雾的作用。雁
荡山的名峰——灵峰和倚天峰，白天
观望，相合如掌，而月夜欣赏则又极
似男女情人相依相偎，变成夫妻峰
了。可见奇峰异石之美同风景空间
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有些山石外形并不秀美，但因其
所处的位置独特，亦能使游赏者产生
美感。福建铜山的风动石被人誉为

“天下第一奇石”，此石似桃形，底部
呈圆弧状，危立在海滨悬崖上，大风
吹过，就会摇摆起来。游人要是躺卧
在地，使劲用脚蹬石，石也会晃动。
但是数千年来就是这么摇来晃去地
屹立着。另外，普陀山西天梵境景区
的盘陀石，也是这一类的石景，它虽
然不会动，但状如盘陀。与底面仅一
点接触，具有强烈的动势，好像一阵
风就可将它吹落，但它却世代这样挺
立着。这些奇石所处的位置带有很
大的偶然性，在游赏者看来，它们的
势能好像会立即变成动能，因而刺激
着人们的平衡感，其美就在动与不动
的矛盾之中。

自古以来，人们以石为永恒长
久、坚贞不屈的象征。这一传统也
影响到风景名胜区奇石景观的欣
赏。除了对其形、线、色等一般形
式美的观赏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某
些奇石景观所包含的深层寓托和象
征意义。巫峡神女峰是著名奇峰，
船经三峡，游人总会兴致勃勃地翘
首仰望。其实，此石并不具有很强
的形式个性，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津
津乐道地竞相观赏，是因为在她那
简单的形象内，蕴含了较深的人文
内涵：有的说这神女是西王母的小
女儿，因帮助大禹治水开凿三峡而
被逐下凡，最后化成岩石立在险
滩，为过往船只指航；有的说是船
工的妻子，因丈夫丧身急流，就长
年累月站在山顶而化作望夫石。内
容虽然不同，但都寄托了人们对奇
石具有的坚贞、永恒、善良等品格
的赞美，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
因而能流传千古。

奇峰异石 风景独秀

□ 刘绍宗

岁月斑驳了墙面，却无法略去时光留下的醇香

江西省新余市渝

水区良山镇下保村是

一个美丽的江南小山

村。阳春三月，这里

百亩油菜花陆续盛

开，宛若千层波浪翻

涌，绘就一幅春天的

美丽画卷。

廖海金图/文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