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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抚人的新茶经
□文香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填饱
肚子是人们最大的愿望。 若是
能吃上一顿白面馍， 对于普通
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奢望，而
我就是这其中一员。

我老家在西峡县， 这里是
“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山区县。
1976 年放麦假时， 我高中毕业
回村。 劳动时听人们说“想吃馍
馍，就到水库去干活儿”，后来
打听了才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
是———到重阳水库干体力活就
能吃上白面馍。 于是，我就找生
产队长软缠硬磨了几天， 队长
看我人小决心大也就同意了。

我们村在重阳水库是挖溢
洪道的，第一天上午，我咬牙完
成了 45 车的任务， 又渴又饿，
筋疲力尽，但又怕别人笑话，硬
是撑着回到住处，倒在床上，浑
身像散了架，没有一点儿力气。
伙伴们喊我盛饭， 我也动弹不
了，后来，还是他们拉了一把，
我才强忍着站了起来。 那天中
午，闻着麦香，看着馋人的白面
杠子馍，我却没有一丝食欲，在
伙伴们的劝说下， 又想到下午
仍要干体力活儿， 我才勉强吃
了一少半馍、半碗南瓜菜，喝了

两碗面汤……没过几天， 我慢
慢适应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 食堂
杀了一头猪改善生活。 我已经
有七八个月没沾腥荤了， 那天
中午，碗里盛了两块猪肉，我几
次把肉夹起来看， 就是舍不得
咬，看看又放到碗里，后来，又
反复地嚼、慢慢地品，才把两块
肉咽到肚里，真是香啊！

一天中午刚放工， 听说食
堂要派手扶拖拉机回村里拉粮
食， 我急忙找到带队的负责人
请假，又把饭菜盛回来，带着从
碗里挑出来的三块猪肉和一个
白面杠子馍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 奶奶正吆喝
着弟弟妹妹吃饭。 奶奶见我回
来，很是高兴，又是弹我身上的
浮灰，又是给我倒洗脸水，还说
我黑了瘦了，吃饭的时候，我先
把白面杠子馍掰成三份， 递给
奶奶，分给弟弟和妹妹，又把三
块猪肉分别夹给他们。 奶奶说
啥也不肯吃， 把她的那份馍掰
成两块递给弟弟妹妹， 又把那
块肉放到我的碗里。 就这样，你
夹给我，我夹给你，反反复复多
次， 我急得哭了， 奶奶才停下

来。 当天， 虽然我吃的是红薯
汤，但看着他们开心地吃着馍、
嚼着肉，我心里那个香劲儿、甜
劲儿、美劲儿，就甭说了。

后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
责任制， 家乡的面貌一年一个
样儿。 勤劳智慧的家乡人民“靠
山吃山”， 他们依托所处的区
位、气候、土壤、水质的自然生
态环境优势， 发展香菇、 猕猴
桃 、山茱萸 、天麻 、石斛 、羊肚
菌、黄精这些特色农产品，走上
了致富路； 又把昔日看着别致
的密林 、险峰 、群瀑 、深潭 、平
湖、幽谷、奇洞、激流，建成了一
处处美景。现在，西峡有 2 家 5A
级景区、4 家 4A 级景区，成为观
光旅游的优先打卡地。

如今， 别说是吃白面馍了，
山珍海味、牛奶、酒、茶、饮料，
你说吃啥、喝啥，还是要看啥，
都是咱自个说了算。 要是想到
景区转转，练练腿脚，几步路就
到了；要是嫌累，坐上自驾车，
眨眼工夫就能转个来回。 ⑦3

白面馍
□邓中杰

南风徐徐， 碧波荡漾， 霞映涟
漪。虎山茶香美，鱼虾跃波湄，湖光
依山丽。

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处的唐河县
马振抚镇， 有一座闻名遐迩的虎山。
山下由大别山余脉千壑百溪交汇而
成的虎山水库，碧波荡漾二百多平方
公里，夹峙之处如游漓江、入三峡；开
阔之处若游西湖，漂洞庭，成就了豫
西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由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故而
此处被称人们称作虎山湖。山水之间
万亩茶园云遮雾绕，绿韵氤氲，一垄
垄一片片茶林绿润丰美，恰如镶嵌在
白云下的翠玉，养目怡神。 茶女们的
采茶歌缥缈悠扬，弥近益远。

日前，笔者携文友荡舟于虎山湖
之上，抚粼粼波光之异趣，赏两岸清
秀之奇峰，羡长天碧水之鹭影，醉暖
风煮茶之绮香。

虎山湖雨峰茶业合作社负责人
郑立峰介绍，唐河马振扶虎山湖有大

小岛渚上百个， 水库两岸奇峰卓立，
林木葱茏。 该镇大部分村组，都坐落
在虎山水库风景区峡谷丽岛之中，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异彩纷呈。“这里
有向东昂立的石柱擎天峰，有沐霞而
歌的鸣凤山，有双峰探海的情人石以
及尖山凌烟的虎头崖，还有唐代的元
通寺、双峰寺，宋代的象牙寺，明代的
观音寺，清代的九龙口以及古代的尤
岗墓冢等人文景观，这些历代遗迹大
部分保护完好，为虎山库区万亩茶山
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

与我们一同走上湖区茶山的唐
河县文联主席周爽，望着晨雾缭绕的
栗棚村万亩茶场激动地说：“近些年
来， 马振抚镇根据虎山湖区自然条
件，结合县‘一村一品、产业强农’思
路， 结合湖区水资源与山林禀赋，大
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逐渐形成以虎
山湖区旅游开发为重点，以马振扶山
茶为龙头的农业强项品牌。趁春风正
浓，山水欢唱，茶香柳绿之时，我们要
在此处举办一场盛大的全国性的采
风绘画活动， 从而吸引更多的作家，
画家等文学艺人来描绘茶山，书写这
里的山水文化和茶经茶道文化。 ”

在马振扶镇栗棚村雨峰茶业合
作社制茶车间，我们看到刚刚采摘的
新叶嫩芽，经过摊青、杀青、理条、烘
干、去杂、提香等工序，带着浓郁清芬
的雨前茶被制作出来，包装后成为新
春热销产品。

采茶工张希冬面带微笑说：“俺
家离这里 5 里地，每年 3 月我都会来
采茶，每斤 25 元，俺一天能采 6 斤鲜
茶，中午还管顿饭，我觉得挺好。 ”

据了解， 马振扶镇利
用虎山湖区自然优势，目
前已种植山茶两万余亩，
年产鲜茶叶 60 多万斤，成
品茶 16 万斤左右，每年能
够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上千个， 带动群众人均
增收 6000元以上。

“对面的阿妹好调
皮， 就像冬瓜削了皮，要
是阿妹过了门，好像蜂糖
煸糯米， 嗳哟喂……”湖
区的帆船上、 茶山上，阿
哥阿妹对唱民歌小调，悠
扬的歌声从日出东岭一
直飘到霞落西山。

虎山湖区的温柔水乡长出了虎
山毛尖茶的“形”，马振扶山水间的新
农人，用他们精巧的双手绘就了虎山
毛尖茶的“神”，视为非物质文化的采
茶民歌小调，则唱出了虎山湖区水姿
丰雅的“韵”。唐河县马振抚人在保护
好青山绿水的同时，以开发现代农业
的新意识，遵循自然规律，发挥农艺
技巧，谱写出了一部属于马振抚人的
“形神韵”现代茶经文化。 ⑦3

傍晚
□路喆

千万不要
用火辣辣的眼光
去看那棵玫瑰
她是带刺的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天边消逝
她就会刺伤你的眼睛

起伏的胸中
是火
在燃烧
用沸腾的血液作燃料
用心的搏动
作风箱

火一样的痴情
被西天的云霞
拍打成
一块无色板
从半掩的窗子投进来
摇摇地
挂在小屋的土坯墙上

于是
风沙渐起 浊浪呼啸
粉红的面纱
飘游在空中
编织成
一张带纷乱的网
笼罩住
一片荒芜的岗丘

夜色降临了
薄薄的雾霭
便朦胧了
所有的风景⑦3

白河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