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族三道茶，拽紧乡土的根脉，游走在
炊烟袅袅的村庄，健壮，美丽，阳光、帅
气。文脉给你魅力，大地滋润了你的魂灵。

——题记

白族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简单又
干脆，却将人生哲理蛰伏在喝茶的细节里，
实实在在却又耐人寻味。

白族三道茶，是白族人待客的最高礼
遇。茶的原材料一大堆，有花椒、乳扇、生
姜、花椒、桂皮、核桃肉、蜂蜜、红糖、苍
山茶、花卉等等。制作工具有小石磨、刀、
勺子、瓦罐、刨子、火炉等。你走进白族人
家做客，主人给你筛三碗茶。第一碗，苦
茶，一小杯，让你嘴巴里有些苦味，却能给
你一种快感，苦中思甜，活在希望里。第二
碗，甜茶，一小杯，让你顿生甜蜜的快意，
原来甜是拼搏后的礼物，虽然轻薄，却是舒
爽。第三碗，回味茶，一大碗，让您喝过痛快，
解渴、增能、爽气，人一辈子，能喝一碗禅心
茶，也是活神仙。三道茶，吃出了乡愁，吃出
了家乡的味道，吃出了白族人的智慧。

白族三道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理人把三道茶玩的得心应手，真正挖
掘到了茶文化的精髓。一碗茶，如果你肤浅
地认为，它只能解渴提神，那你就想错了。
2008 年 7 月，我到大理参加火把节。一位熟
知本土民俗的乡民，突然问我：“大理白族
三道茶，起源是啥！”我支支吾吾。我吃过
数次三道茶，也给孩子们讲过三道茶寓意，
却无法说出他的渊源。晚上，我在灯光下慢
慢阅读，才知晓大理白族三道茶的传说与来
历，惊叹不已。白族三道茶，相传南诏国阿

兰公主出嫁，骑一条神牛，神牛走到哪家，
那家就是阿兰的婆家。神牛走了很久很久，
走进了一家种花青年的家中。阿兰与青年成
家。可国王说，要亲家以金铺路银搭桥，亲
家用智慧过关。认亲那天，女婿以三道茶迎
接岳父。入户以苦茶相赠，表示创业艰难，
入座后，以甜茶伺候，表示甜蜜生活。认亲
后献上回味茶，眷顾人生。三道茶，制作精
美，愉悦岳父，成就一段美好婚姻。茶的灵
巧与聪慧，真不简单。

白族三道茶，不简单的还有他的起源。
史书记载，南诏再次与大唐结盟，大唐派出
使臣访问南诏。南诏用三道茶接待唐使。一
碗苦茶，寓意南诏与大唐两次结盟所经受的
波折及对天宝战争牺牲的十万唐兵进行祭
祀。一碗甜茶，寓意结盟的美好前景。一碗
回味茶，警示后人不要乱动武力，给社会和
人民带来战祸。三道茶，化解数年灾祸，换
来幸福安康，这碗茶，他的分量有多沉？三
道茶，能使国与国之间喜结联盟，不再战
乱，化干戈为玉帛，意义何其大？三道茶，
放低姿态，追求和美，热爱和平，深藏大
善、至爱、天道，这碗茶，给世界带来光
明，他是美丽的使者！

白族三道茶，因历史而厚重，因文化而
灿烂，因美丽而贵气。

白族三道茶，是一个楚楚动人的仙姑，
洒下朵朵祥云，让人间万道霞光。

白族三道茶，上大雅之堂，也可进入百
姓之家。前些天，我以白族作家的身份光顾
大理。受到极高礼遇。晚上九点，我和家人
到宾馆餐厅，刚落座，就有六位茶仙子献三
道茶。一杯比一杯多，一杯比一杯重，喝的

是茶水，甜的是故事，回味的是感情。她们
每敬一碗茶，都用举案齐眉的姿势，抬手举
足，轻盈敏捷，比舞蹈还优美。我们一行数
十人，她们要献数百次，满面春风，转来转
去，还要现煮现烧，依依相递，笑容可掬，
像一朵盛开的花，她们的劳动是多么的艰
辛，她们的技艺是多么的纯熟！我们边喝边
聊，她们派出了两位手段高超的阿鹏哥，给
我们弹唱白族 《大本曲》，这种“他乡遇故
知”的至高礼遇，再次让我们感到，民族团
结的凝聚力是多么的强大，中华民族一家亲
是多么的深入民心。

白族三道茶，在桑植山水间，也是民族
团结的美丽天使。婚丧嫁娶，走亲串门，无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背负行囊，你走进白
族村庄，有一碗碗纯洁的香茶在迎候你。三
道茶，三道礼，三种快感，在肺腑间荡漾。
一碗清茶，略带苦感，一碗甜茶，稍显甜
意，苦和甜，拿捏分寸，白族讲究“人好水
甜”，还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份缠
绵。第三碗，是炒米与鸡蛋茶，虽然有回味
之意，但让客人吃饱喝足是最大礼遇。鸡蛋
有三个，炒米泡，碗上搁一块蜂蜜片，却故
意不给你筷子。你若懵着发问：“筷子呢？
蛋能跑入肚子？”嘿嘿!你就上了一回快乐的
当！主人家笑眯眯回：“赶！”叫你用蜂蜜
片，慢慢品味，这叫“白族一大怪——蜂蜜
当饭又当筷！”其实隐藏着“做人要清清白
白，友情要天长地久！”三道茶，您说她睿
智吗？

白族三道茶，在张家界村寨，融入人们
的生活。一碗茶，茶叶自家产，或莓茶、或
小叶茶、或金钱柳茶、或花卉茶，煮开，冲

泡，过早，醒大脑，让人精神饱满参与一天
的劳作。一碗茶，在中午，泡上甜酒，冲入
鸡蛋、葛粉，当中餐，快意人生！一碗茶，
在夜幕煮鸡蛋、加桂皮，做成麻麻辣辣的回
味茶，抛开失意，放下就是坦荡，放开就是
英雄。人生不怕苦难，摆正心态，洒脱地
活，一切都在茶的清香中花熟蒂落，世间再
没有难过的坎！

入乡随俗，登高望远，白族三道茶，握
紧新时代脉搏，跳跃舒展的节奏。湖北铁炉
白族，常德鼎城白族，沅陵县白族，豪爽好
客，把友爱揣在怀中行走。他们出门看天
色，进门看眼色，用三碗茶，闯荡人生，以
茶会友，建立无比珍贵的友情。白族三道
茶，在过去生活艰苦的岁月，三碗茶的程序
被淡化。客人进门就一碗清茶，少了蜂蜜，
少了红糖白糖，放鸡蛋是一种奢侈！也没有
第二道第三道的繁琐，但他好客奔跑的姿态
一样秀美！她迎客待客的乡音从未改变！

白 族 古 谚 说 “ 朋 友 来 了 筛 好 茶 ”。 现
在，湖南白族地区富裕了，乡村振兴，乡风
文明，村村寨寨，家美民富，每家每户都备
有三道茶的食材，只要你进寨，你就是尊贵
的客人。白族三道茶，一碗、一碗，又一
碗，让你幸福并快乐着，她就永远是一个满
面笑容的村姑，赤着脚丫，站在村口，为你
接风洗尘，唱歌，跳舞，说悄悄话；为你的
到来，喝彩，助力，伴行，提升精气神，化
作一缕春风，照亮你的征程。

白族三道茶，我是你的小乖乖！你能带
我走吗？

我是你的新棉袄，白族三道茶! 我嫁你
一辈子！

白族三道茶
谷俊德 （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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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平凡，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但小人
物也有大格局，很喜欢那句“没有从天而降
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快速变革的
时 代 ， 鸿 儒 与 白 丁 都 在 谈 论 格 局 。 何 谓 格
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格局或许就是一种
思想，“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一
种胸怀，“心底无私天地宽”；一种从容，“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读过多少书，格局就有多大，正如林语堂
先生所说：“读书不是为了义务，而是为了格
局。”

小时候，我很讨厌听到的夸赞是“这孩
子真勤快”，潜意识说明我有点笨；我最喜欢
听到的表扬是“这孩子真聪明”，因为我是一
个爱读书的“小眼镜”。从小爱阅读，是跟家
庭的书香氛围有关的，因为诗书是家风之本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香之家
谱写了一个个平凡的中国人对书籍、对生活
的真挚热爱与不懈追求，不再拘泥于生活的
琐碎，而是看到了整个世界。书香，是一个
家庭最靓丽的底色，因而让更多的家庭“见
贤思齐”，从“自然人口”转变为“读书人
口”，营造“书香社会”，滋长大国涵养。家
有诗书弘中华，从书香之家到书香中国，这
是一个大格局：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的民
族，也是一个聪明的民族。

一个人读书的格局，决定了他看世界的
角度和宽度。毫无疑问，互联网是人类历史
上最伟大的进步，让人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内实现信息共享，也就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所说，“世界是平的”。然而，这种以快捷、
简短为特征的浅阅读的过度泛滥，让世界越
来越平的同时，也让阅读的精神享受越来越
贫瘠。浅阅读为了休闲娱乐，而深阅读让你

“知其所以然”，熟读而精思，书中的哲理与
观 点 才 能 被 我 们 所 理 解 ， 拆 掉 思 维 里 的 藩
篱，收获读书的乐趣。阅读的深与浅，就是
格局的大与小，影响着你的一言一行，也潜
移默化地改变着你的生活。

同一本书，可以浏览，也可以精读；可
以读一遍，也可以“旧书不厌百回读”。阅读
的层次不同，自然也就感受到不同的意境，
领 悟 到 不 同 的 人 生 智 慧 ， 这 就 是 读 书 的 格
局。读某一专题或某位名人大师的作品，若
只 读 一 本 ， 那 是 战 术 层 面 ； 而 读 丛 书 与 全
集，则是战略层面。阅读的策略不同，就决
定了是为工作生活需要而读书，还是为自身
修养素质而读书，这就是读书的格局。只看
某 种 类 型 的 书 ， 就 看 不 到 世 界 的 精 彩 与 复
杂；博览群书，兼通古今，站在别人的肩上
看世界，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阅读的视
野不同，品味到的可能是“单锅小炒”，也可
能是“满汉全席”，这就是读书的格局。

一路旅行，我们面对名胜古迹、山川大
河、亭台楼榭、文博字画时，如果不通过书
籍了解其中的地理、历史以及文化背景，看
到 的 仅 仅 是 一 个 表 面 ， 也 就 是 看 了 个 “ 寂
寞”，不能丰富阅历，拓展视野。钱钟书先生
曾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一个
邮差。”可能有人会对这种说法有抵触情绪。
不过，细细思量，如果把读的书与万里路相
结合，我们就能看到更大的世界，走过的路
变成了阅历，读过的书变成了格局。

摆 脱 平 庸 ， 唯 有 读 书 ， 做 更 好 的 自 己 ，
而这也是读书的格局，更是人生的格局。

读书的格局
张锦凯

茅草在温柔的晚风中轻轻摇曳，小溪在月光的照耀
下闪着粼粼的波光，蟋蟀和知了鸣着盛夏，稻田里青蛙
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而我，总是在长辈的陪伴下，挽起
裤脚，拿上竹器，在小河里捉鱼翻虾——这便是我的故
乡芭茅溪。它是群山间的一个小村庄，一年四季，有着
自己独特魅力：春天山花烂漫，夏季河水清澈，秋季瓜
果飘香，冬季白雪皑皑。

每每走过家乡盐局那栋布满岁月足迹的老楼，总会
想起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壮举。那个夜晚，贺龙
带着一行人来到盐局，贴着墙面缓慢地向前挪动，细细
打探里面的情况。原来，这个盐局局长平日里压榨百
姓，故意提高税收，贪污公款，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
贺龙知晓后，义愤填膺，凭那两把菜刀和一身胆劈开了
盐局局长阴影的笼罩。我坐在盐局的门槛上，仿佛触摸
到了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贺龙振臂高呼，带领穷苦
大众追求幸福的生活，把黑暗的旧社会撕开，让阳光照
射进来。这样的血性，留在了芭茅溪。回想着老一辈口
耳相传的故事，“睡到了半夜过，门口嘛在过兵，婆婆地
个坐起来，侧着嘛耳朵听⋯⋯”这民歌老在我脑海中盘
旋，像烙印一样，刻在心里。是的，刻在心里。

我们每一个流淌着芭茅溪血液的人，都在追求着美
好幸福的生活。像山一样坚定，勇敢向前。像芭茅一样
柔韧，不卑不亢。我常想，我是具有芭茅一样的品性，
经白雪皑皑的沉淀，在生机盎然的春天，破土而出，吐
露新绿，但却不像鲜花那样妖娆灿烂，只用翠绿的淡
然，迎合春天。这或许，也是芭茅溪人的秉性。正是如
此，我也见证了芭茅溪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如今的芭茅
溪，砖房、汽车、赶场、民宿、红色文化旅游，热闹非凡。
每一年举办的民歌大赛，成为我们心中重要的节日。

这一天，我们都会说，走，回芭茅溪去。
回到芭茅溪，回到家乡。农历新年，我们一家会回到

芭茅溪。弟弟对芭茅溪有些陌生，总会奶声奶气的问，姐
姐，这是哪里？看着可爱的弟弟，我摸摸他的小脑袋，跟他
说，这是芭茅溪，是我们的家乡，是贺龙“刀劈盐局”的地
方。弟弟不太懂，但他点点头，说，是家乡。

像当年长辈带我，我会带着弟弟去河里，去山里，
去树林，去田野⋯⋯让芭茅溪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成长
的脚印。用脚丈量，用眼睛认识芭茅溪，用心感受芭茅
溪，芭茅溪永远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在爷爷奶奶心里，
在爸爸妈妈心里，在我和弟弟心里。

现在，我们一家都住市区。为了工作，为了学习，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努力奔赴美好。闲暇时，我们会谈
起心中的芭茅溪，那种美好，难以言表。就像，我们走
的再远，起点永远是芭茅溪。

芭茅溪，像一滴血，融进了我的血管，也融进了弟
弟的血管。我们是继承，也是衔接，不管以后天涯海
角，只要我们身体的血液在涌动，我们就能被同一种力
量唤醒：回到芭茅溪！

（作者系张家界国光实验中学 2205 班学生 指导老
师：孙昱）

情牵
郁琪苏

我的家乡在武陵源区协合乡黄家坪村。这里地处武
陵源区南大门，东邻协合乡协合村，南抵永定区新桥
镇，西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北靠百丈峡景区。武陵
山大道贯穿村而过，与武陵源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相距仅 9
公里，境内交通四通八达，出行十分方便。

但就是这样一个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的“宝地”，却曾
经是协合乡最落后的贫困村，也是武陵源区深度贫困村
之一。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中，黄家坪村有劲一处使，团
结奋进，2016 年完成村出列，2020 年完成户脱贫目标任
务。黄家坪村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在乡村振兴的征
途中，黄家坪村的“美丽画卷”越来越漂亮。

父亲曾对我说，村里的月亮台原来有一大片的老茶
园，估计得有 500 多亩。一家叫武陵源头的茶叶有限公
司租了这片茶园，经过老树改造和新树培植，现在已经
成为一片高品质的茶叶基地。武陵源头茶叶有限公司也
没有亏待村民们，给村民提供修枝、除草、摘茶、成品
包装等工作岗位，让村民们学到了技术，得到了实惠。

驻村工作队和村里也看到了希望，根据地理气候高
寒、坡地地势向阳、土质适合种茶等特点，走茶旅融合
发展之路。在原有茶园基础上扩栽 540 亩，很多村民都
在茶园里提升了劳动技能。2021 年，村里还下大力气改
善人居环境，在月亮台茶园开辟了一条茶旅大道，新增
茶叶 100 亩⋯⋯曾经的普通茶园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师
生及游客喜爱的观光研学旅游基地。不仅给村民们开创
了一条增收路，也给黄家坪村带来新机遇。绿色、生
态、优质的品牌影响力，让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山间小
村，兴起茶产业，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前 年 ， 黄 家 坪 村 被 列 为 省 级 特 色 精 品 乡 村 创 建 单
位。同时，进入第三批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
路节点景区和景点集群特色村镇名单，成为“峰林峡
谷”线景点集群 12 个特色村镇之一。去年，村里兴建了

“美丽屋场”，让我们在村门口就能逛公园。
“美丽屋场”离我们的学校非常近，我和同学们放学

后常去那里坐一坐，听老一辈人讲黄家坪村历史掌故和
发展变化。村里利用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交通优势，将

“美丽屋场”与“美丽庭院”建设和与展乡村旅游相结
合，突出“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主打“茶旅研学基
地+林下天麻种植+野奢帐篷营地”，培育和发展新产业
集群，实现了美村强村、富民惠民。

村庄在变大变强，我们的黄家坪小学也越来越美。
我爷爷和我爸爸，他们都曾在这里读书学习，他们都说
这些年，学校的变化特别大。

黄家坪学校，虽然是一所村小，但是也有宽阔平整
的操场，郁郁葱葱的植被，电子触摸式黑板⋯⋯这些，
让学校焕发出别样的风采。学校的硬件条件提升了，同
学们学习欲望就更高了。

我十分感谢党和国家为贫困山区人民所做的一切，
是党给了我们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为我们创造了良
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学
习，茁壮成长。

（作者系武陵源区黄家坪小学五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
向丽群）

成长
李雅露

栗，即板栗。它可以吃，生吃熟吃，
都可以。鸡肉炖板栗，是待客的好菜。它
还可以治病。苏辙有诗 《栗》 云:“老去
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
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意思是，作
者腰脚虚软无力，一个老山翁说吃板栗可
以治好。方法是每天早上和晚上嚼几个生
板栗，要细嚼，嚼出白浆来，然后和着唾
液与白浆慢慢咽下去。苏辙的这个方法得
到李时珍的肯定，他在 《本草纲目》 中就
引用了苏辙的诗，说治肾虚腰脚之病最好
是“以袋盛生栗悬干，每旦吃十余颗，次
吃猪肾粥以助之，久必强健”。

板栗是有“故事”的，听我慢慢道
来 。 陆 游 在 他 的 《老 学 庵 笔 记》 中 说: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
终不可及。绍兴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
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
三节人（使者之随从）亦人得一裹，自赞曰
李和儿也，挥泪而去。”这“李和儿”给他们
送板栗为什么“挥泪而去”，也就是为什么
那么悲伤呢？这是有说头的。

故都即汴京，也叫东京，它曾是北宋
的首都，现在叫开封。李和是个生意人，
曾经在汴京做生意，主要经营坚果。孟元
老在他的 《东京梦华录》 卷八中说，芡实
上市时“梁门里李和家最盛。士庶争买
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叶包，糁以麝香
⋯⋯”。一裹就是一袋。李和的炒板栗和
芡 实 是 当 时 享 誉 京 城 的 坚 果 。 芡 实 是

“糁”了麝香的，所以好吃。炒板栗为什

么那么好吃呢？其秘方不为人知。
北宋的北方有一个由女贞人建立封建

王朝金，其都城先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其
后定都多处，但是大多都在东北。公元
1127 年“靖康之变”，金掳走北宋的徽、
钦二帝及六宫皇族，北宋灭亡。后宋康王
南下称帝，是为南宋，都于杭州，1131 年
是为绍兴元年。北宋灭亡了，汴京沦为

“敌手”，李和也成为“亡国奴”，转移流
落到了现在的燕山 （今北京） 一带，仍然
经营坚果以炒栗为主。这一年南宋朝廷派
陈福公和钱上阁出使金朝 （虏庭），不知
道怎么的，他们到燕山的时候被李和的儿
子知道了。他想见见他们，带点什么？就
带点炒栗吧！于是“持炒栗十裹来献”。
那么，他哭什么？那是见到旧朝亲人的
哭 。 他 可 能 想 到 很 多:往 昔 东 京 的 繁 华 ，
而今边地的萧条；往昔买卖的兴隆，而今
生意的衰败；往昔生活的安定，而今的辗
转流浪；往昔旧朝的恩宠，而今金人的冷
眼⋯⋯故国之思，一时涌上心头，于是自
报家门“李和儿也”“挥泪而去”。读来，
想来，这一幕实在感人！

今天读《南史·萧琛传》，又颇有感慨。
梁武帝很喜欢萧琛，常招他宴饮，萧琛因为
受宠，时有忘形之举。有一次，武帝在酒间
用枣子向萧琛掷去，萧琛有些醉了，就顺手
拿着栗子向武帝掷去，没想到，正中武帝面
颊，可能是打疼了。武帝脸色变了，说:“你
说清楚，为什么用板栗打我？”萧琛说:“陛
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报以战栗？”赤心，指

红枣。板栗，则引申为“战栗”。武帝笑了笑
没治萧琛的罪。

读完这个故事，我佩服萧琛的机智之
余，想到“板栗”怎么会和“战栗”扯在
一起了的。于是引起了我的考证兴趣。

《诗经》 有“东门之栗，有践家室”
之句，在这里栗树有指示作用，即，那些
栗树旁边就是那个好人家。在古代，栗树
又是一种“行道树”，《左传·襄公九年》
有说“赵武、魏绛斩行栗”。由于栗树作
为行道树，远远看去有严肃、庄重的意
味，又由于栗树质地细密且耐朽，栗木常
作“神主”，称为“栗主”。《公羊传·文
公二年》 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用
栗者，藏主也。”意思是父母去世后迎接
其亡魂归来的时候，用桑木做牌位；父母
去世一周年，祭祀的时候用栗木做牌位。
用栗木做的牌位要藏在宗庙里面。由于这
样，看见栗木就有恭敬的意味，肃然起敬的
意味。《礼记·曲礼》记载:“妇人之挚⋯⋯枣
栗。”儿子媳妇结婚后，第二天天刚亮的时
候 就 要 去 见 公 婆 ，手 里 必 须 拿 着“ 枣 ”和

“栗”。枣，即早也。栗，即谨慎、恭敬也。
栗，有神性和等级辈分在其中，故见

之不免有恐惧心理，所以就有“战栗”一
词。战栗虽与发抖同义，但是其文化含量
大不一样。

话“栗”
杨万淮

读书乐 梅方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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