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里櫻花十里路，風扶雨沾姿蹁躚」，春來風暖櫻花
開，209國道兩旁漢江櫻花開得正茂，花枝旁逸斜出，交
錯在一起搭起了一座花橋，一簇簇、一團團、一串串，繁
花滿樹，似雪非雪、勝雪。微風細細，花枝顫顫隨之起
舞，芳香四溢。迷迷濛濛的春雨飄灑在花中，洗盡鉛塵，
淡去浮華，超凡脫俗，驚艷了時光，也托起農民致富的希
望。
漢江櫻桃種植歷史有百年之久，十堰張灣區柳家河村、

茅坪村、梁家溝村等多個村子，因適宜的氣候盛產櫻桃，
被冠以「櫻桃之鄉」的美稱，成片規模近萬畝，成為張灣
區富民的特色支柱產業，也是十堰人民心目中踏青賞花、
採摘觀光、休閒遊玩的最佳去處。每年春天，總引得一城
之人「同醉櫻桃林下春」，流連忘返，不僅賺足了人氣，
也鼓起了村民的錢袋子。
春風、春雨、春陽，趕趟似的，擁抱着嬌嫩的櫻花，親

親花兒的嘴，摸摸花兒的臉，逗得花兒張圓了小嘴，咯咯
笑個不停。腳邊的草兒也好奇地探出身子，伸長了脖子對
枝頭花兒打聲招呼。
小橋、流水、櫻花，黃鸝、燕子、麻雀，描摹了一幅詩

意的田園畫卷，美輪美奐。櫻花是春天的化身，在霜雪侵
凌的日子特別期待櫻花的到來。春光爛漫，花開成海，蜜
蜂花間忙採蜜、蝴蝶花叢款款起舞、遊人如織，花下悠閒
漫步賞花拍照。雞三五成群在花樹間尋覓肥美的蟲子。任
由星星點點的花瓣飄落身上，任陣陣淡淡的清香沁入心
脾。所有生命都沐浴在醉人的春光裏。
櫻花之美，也許在情人眼裏，似情人離別相惜之美。相
見時的短暫和離別時的傷感，「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
無力百花殘……」
櫻花之美，在於櫻花凋零的壯麗之美。李商隱感嘆「櫻
花爛漫幾多時，柳綠桃紅兩未知」，櫻花生命是短暫的，
有「櫻花七日」之說，一般一朵櫻花從開放到凋謝大約七
天時間，整株櫻樹從開花到凋謝大約兩周時間，櫻花在最
絢爛的時候歸於涅槃，隨風化作落英繽紛的「櫻花雨」，

把自己最絢麗最美好的時光留給人間，完成一次華麗轉身
的輝煌輪迴。櫻花的這種壯美，似乎在向世人訴說「只要
努力，希望就在」。
「花褪殘紅青果小」「一樹櫻桃帶雨紅」。待花瓣脫

落，花蕊乾枯，綠色的葉子就冒出來，青色的果實逐漸膨
大，由黃變紅在綠葉間隨風搖曳煞是好看。黃鸝鳥成日站
在花間枝頭清脆婉轉歌唱，耐心等待櫻桃的成熟，「前人
栽樹後人涼，櫻桃熟了鳥先嘗」。待到草長鶯飛，人間最
美四月天時，「綠了芭蕉，紅了櫻桃」。
櫻桃先於百果成熟，可謂「早春第一果」。它營養豐

富，皮薄肉嫩，富含鐵質等多種維生素，色澤嬌艷，玲瓏
可愛，入口清甜，益氣養顏，是深受人們喜愛的一種常見
水果。被譽為「美容果」「水果之冠」「果中鑽石」，歷
來文人雅士爭相詠讚之珍品。
憶往昔，晶瑩剔透的櫻桃在綠葉間着實惹眼，一顆顆含
珠帶露，紅如瑪瑙，紅得晶瑩，紅得純正，紅得富有靈
性。似剛睡醒的嬰兒的臉，鮮嫩欲滴滿枝頭，綠葉紅果點
點鮮亮，讓人心曠神怡！吸引了一批批揮着翅膀的「小食
客」，一口下去汁水四溢，個中滋味，鳥兒最清楚。牠們
大快朵頤，嘰嘰喳喳開着鑒賞會，頗為熱鬧。
慕名而來的遊客們，三五成群，採摘拍照；大筐小筐，
搬運忙，享受着「採摘櫻桃村，悠然見炊煙」的恬淡生
活。此時的櫻桃之於遊人，不僅是一場味覺盛宴、視覺享
受，更是體驗了田園生活的愜意。
看着像燈籠、似寶石，鮮靈靈、晶亮亮的櫻桃，禁不住
饞涎欲滴。挑選又大又紅的櫻桃，撂進嘴裏，輕輕一咬，
緊繃的果皮破裂，厚實柔軟、富有汁液的果肉充盈口腔，
甜中微酸的滋味遊走齒間，再緩緩地一路過喉入胃穿腸，
那甜美的味道呀，周身游弋，美妙無比。「日啖櫻桃三千
顆，不虛此行櫻桃村。」
再過些時日，滿樹滿山紅得似瑪瑙一樣的櫻桃，像星星

一樣數不清，採集遊玩的人群絡繹不絕，農家樂裏殺雞宰
羊，酒肉飄香，多麼令人神往的詩和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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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其自然

豆棚閒話

在人生的漫長旅程中，我們總是在追
求、計劃和奮鬥，常會忘記，順其自然是
對生活最大的成全。生活像一條蜿蜒曲折
的河流，有時平靜，有時洶湧。我們每個
人都是河上的一葉扁舟，努力駕馭着自己
的方向。然而，不管我們多麼努力，總有
些時候，風浪來襲，讓我們措手不及。在
這些時刻，如果我們能夠順其自然，順應
生活的節奏，或許能夠更好地渡過難關。
順其自然，並不是放棄努力，而是一種
智慧的選擇。它意味着在我們盡力而為之
後，能夠接受結果的不確定性，能夠在挑
戰面前保持平和的心態。當我們不再對生
活有過多的強求和執着，就會發現生活其
實可以更加簡單和美好。在生活中，我們
常常會面臨選擇。這些選擇有時會讓我們
感到困惑和焦慮。如果我們能夠順其自
然，聽從內心的聲音，不被外界的聲音所
左右，那麼我們的選擇就會更加純粹和真
實。順其自然地生活，是對內心深處感受
的尊重，也是對自我的認可。

順其自然，是對生活的深刻理解。生活
中有很多事情，我們無法控制，當我們接
受這一點，就能學會在不同的情境中尋找
到自己的平衡點。順其自然的人，懂得在
變化中尋找恒常，在挑戰中尋找機會。
順其自然意味着對他人的尊重。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生活節奏和方式，當我們尊重
別人的選擇，不強迫別人按照我們的想法
行事時，我們其實也在學着如何與不同的
人和諧相處。這種和諧，基於對差異的接
受和尊重，是人際關係中最寶貴的財富。
順其自然是一種生活態度。這種態度讓

我們在忙碌和喧囂中保持一份寧靜，在變
化和不確定中保持一份堅定。它教會我
們，在生活的大海中，即使不能控制風
向，也要學會調整自己的帆。
順其自然，不僅是一種生活的藝術，更
是一種智慧的展現。它教會我們，在這個
紛繁複雜的世界中，以一種平和、簡單、
真實的心態去生活。這樣的生活，或許才
是我們一直追求的那種最美好的生活。

每年春天我都愛到太湖邊的黿頭渚看看湖光山色，賞
賞綠樹繁花，尤其是清明前後，春風楊柳款款，艷陽夭
桃灼灼，更有數千樹的櫻花如雲似霞，蔚為大觀。除此
之外吸引我的還有一道流動的風景——春遊的人、春遊
的孩子。
太湖黿頭渚無疑是春遊的最佳地點，自然和人文景觀
交相映輝，所以方圓一帶的學校都愛組織學生來此春
遊，一直輻射到滬寧沿線和浙江地區。幸虧大自然賜一
個浩翰的太湖給我們，不然在日趨城市化的華東，我們
簡直找不到山水自然之樂。
去年春天，我徜徉於黿渚的山水之間，看着成群結隊

春遊的孩子，心裏湧動着青春的浪潮。太平盛世，年景
一年好似一年，在春遊的孩子身上便可見到這發展變化
的印記。那天在太湖的遊船上，與我同舟共濟的是一所
鄉鎮小學的幾百個學生，一色鮮艷的校服，模樣兒都清
清爽爽。要不是聽他們的口音，再看他們校服上的漢語
拼音（HETANG），我會認定他們必定是城裏的孩子。
他們原來是武進河塘橋的學生，是鄉下的孩子。我見到
他們隨身帶的春遊食品，蛋糕、香腸、蜜餞、水果、飲
料……跟城裏孩子的春遊食品一樣級別了，我相信，他
們所帶的零用錢也比城裏孩子有過之而無不及。蘇南農
村的城市化進程領銜全國，蘇南的農民比城裏人更顯得
闊氣，蘇南農村孩子的生活當然也非常的優越了。
時光倒轉五十餘年，我跟眼前這些孩子年齡相仿時也
年年有春遊。那時還叫遠足，顧名思義，那是要遠距離
地走路。我的故鄉蘇州恰到好處在幾十里之遙遍是山明
水秀、風景名勝，這就給我們遠足創造了條件，安步當
車，當天來回，正好撐足，而且可以年年翻新，不見重
複。一個中學生，一天走百多里路，還得翻山越嶺，運
動量夠大的了，那是出於無奈，連幾角錢一元錢的車資
也付不起呀。或云乘船便宜些，但乘船耽誤時間，譬如
乘船到木瀆要將近半天，有一次學校集體租船遊木瀆，
春雨霏霏中登上靈岩山，數百僧人已在用齋了，我們只
盤桓了兩個小時又得乘船回城。這樣的春遊還有什麼趣
味可言？撫今追昔，真是感慨，故我總是非常關注風景
區春遊的孩子。不過有一點我還是一直引以為豪的，我
在十幾歲的時候敢於半夜三更出門，走幾十里路，登山
以觀日出，仗劍以劈荊棘，我曾帶七星龍泉劍欲與穹窿
山道士「鬥法」，兒時的癡情不羈可發一笑。領悟了山
水妙諦，鍛煉了身體素質，磨礪了堅韌意志，在人生的
起步踩出了一個有力的腳印。
眼前春遊的孩子們，你們能有此收穫否？

◆吳翼民

今昔春遊
◆良 心

滇藏最美馬幫驛站

春日櫻花別樣美

在碧土鄉南部的梅里雪山北坡下、玉曲河峽谷
中，還有一個茶馬古道滇藏線上的著名驛站甲朗
村。甲朗村南鄰龍西村，居住地平均海拔2,850
米，也是一個高山峽谷中的世外桃源。
甲朗，也有寫作甲郎，藏語意思為「大路」

「茶路」。為什麼一個深山峽谷中的藏族古寨，
竟會以「大路茶路」為寨名呢？就是因為這裏古
時有很多馬幫過往，馬蹄把這裏踩踏成大道。據
學者考證，此處的「甲朗」，藏語也有「通往漢
地和印度之地」的意思。由此證明，這個「甲
朗」村不僅是當年茶馬古道上從雲南德欽進入西
藏昌都的「茶道大路」和馬幫驛站，而且也是歷
史上漢地（中國內地）通往印度的必經之地。
甲朗村既是滇藏茶馬古道從雲南迪慶德欽進入
西藏昌都左貢的第一站，也是茶馬古道滇藏段最
後的馬幫驛站，是梅里雪山北坡具有重要接待功
能的馬幫驛站，一直被稱為「滇藏線上最美的馬
幫驛站」。據考證，古代甲朗曾是西藏當局的一
個主要通商口岸，那時是萬商雲集的地方。甲朗
的馬幫主要來自雲南和四川兩省。常在茶馬古道
滇藏全線上行走的主要是麗江、中甸、德欽、邦
達、昌都、拉薩等地的客商，甲朗是必經之地。
古道上的甲朗村常常是客商雲集，馬蹄聲聲。每
隊馬幫大約有幾百到上千匹馬，運送茶葉、布
匹、哈達、紅糖、食鹽等物資，當地村民用騾馬
草料、柴火燃料和青稞酒等交換紅糖和茶葉等日
用品。來往馬幫中有漢族、藏族和納西族等多個
民族的人，因此甲朗村也是歷代民族文化交流交
融之地。
甲朗歷史上有名的茶馬貿易商人叫阿慶。阿慶
有六子，其中有兩個兒子隨父做生意，三人各領
有一支馬隊。一個馬幫，一般情況下由老闆、馬
鍋頭、廚師等組成，一般每10匹騾馬一個趕馬
人。老闆和馬鍋頭有馬騎，身揹手槍，馬馱長
槍，其他人走路，並人手一把刀子身揹一支長
槍。甲朗村過去還有個商人叫羅布歐珠，因在拉
薩大昭寺掌供金燈而出名。茶馬古道沿線較有名
的商人，如邦達昌商號的人也常在甲朗宿營。邦
達昌是一個源自西藏芒康的家族商號。
甲朗村現今還有一小段年久失修的茶馬古道，

沿山腰而建，僅供一人一馬通行。部分路段已經
塌方、損毀，如果不是路面有少量牛糞堆積，會

讓人覺得早已廢棄多年。山道的下方，是長滿了
杜鵑、荊棘和野草的陡峭山體。山體上有一個當
年西藏反動軍隊修築的簡易堡壘，堡壘也已坍
塌，碎石散落一地。據有關史料記載，1950年
10月6日，解放軍發起的昌都戰役打響。南翼的
解放軍雲南參戰部隊於12月8日突襲攻佔碧土，
全殲梅里雪山守敵。解放碧土之戰，是昌都戰役
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戰役中非常漂亮的一仗。
隨着歲月的變遷，時間的流逝，在幾千年前古
人開創的茶馬古道上，傳統的茶商馬幫早已不復
存在，成群結隊的馬幫身影不見了，清脆悠揚的
駝鈴聲遠去了，遠古飄來的茶草香氣也消散了。
但甲朗還保留着茶商馬幫的傳統生活習慣，甲朗
村茶馬古道沿途的風景、當地的美食……點點滴
滴還都傳承着馬幫故事。甲朗村至今還保留着馬
幫，騾馬還是當地人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甲朗
村是茶馬古道滇藏主線上迄今還使用馬為主要交
通運輸工具和具有接待功能的「驛站」。雖然甲
朗村通往碧土鄉政府和左貢縣城的公路都早已修
通，但村民還是願意趕着馬隊到雲南迪慶州的德
欽縣，進行物資買賣。
甲朗村的馬幫後代正在通過他們的努力把馬幫
的歷史文化一代一代傳承着。1953年出生的村
民四郎旺堆，是茶馬古道滇藏路上馬夫四郎熱登
的兒子，也是本地茶馬古道文物收藏家。他繼承
父親的衣缽，從事蟲草、松茸、土特產等生意，
做得風風火火，家裏的殷實程度在村裏數一數
二。為了收藏茶馬古道文物，四郎旺堆走村串
戶，用了數十年時間，花費了數十萬元人民幣。
他在村裏和左貢縣城各建了一處展示茶馬古道文
物的「家庭展廳」。村裏的茶馬文化「家庭展
廳」，設在他家三樓廳堂裏。展示有馬鞍、馬飾
等騾馬用品；木碗、皮質糌粑口袋等馬幫生活用
品；弓箭、弓弩等馬隊防身器械。與馬幫有關的
物品，幾乎一應俱全。他的夙願是要建立一個茶
馬古道文化博物館。
四郎旺堆鍾情於茶馬古道上的文物收藏，源自
於父親四郎熱登就是昔日茶商馬幫中的一員。在
四郎旺堆的記憶裏，他父親反覆多次對他講過的
茶商馬幫故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郎旺堆
的父親四郎熱登跟隨茶商馬幫，曾攜帶高原上的
羊毛、麝香、蟲草等物資，去過大理下關運輸滇

茶進藏。昔日的茶商馬幫去大理下關，在橫斷山
脈腹地穿行，每一趟至少需要60餘天的時間。
除此之外，他父親還跟馬幫販賣煙草、木碗、白
酒等物資，足跡最遠到過印度。四郎旺堆小時候
吃過父親千辛萬苦從雲南販運到甲朗的糖果、米
飯等，這些物資那時候在雪域高原很難吃到。隨
着現代公路的修築，茶馬古道逐漸退出歷史舞
台。茶商馬幫的身影雖然已經消失了70餘年，
但四郎旺堆對父輩的冒險之旅依然非常神往。他
最崇尚的是昔日父輩們身上的勇氣和膽略。他們
在崇山峻嶺中奔波謀生，都具備非凡的智慧和膽
略。2021年，甲朗村裏最後一位馬幫的馬夫赤
列逝世，四郎旺堆十分傷感。他多年一直在向赤
列前輩請教，詢問父輩昔日經商的路線和馬幫軼
事。四郎旺堆認為，馬幫文化體現了世代延續的
埋頭苦幹、任勞任怨的勤勉精神，互幫互助、團
結一致的團隊精神和說到做到、絕無虛言的守信
精神。這些精神應該是經商恪守的鐵律。
甲朗村也是通往梅里雪山的必經之路，是從梅
里雪山北坡觀覽卡瓦博格峰的絕佳之地，因而是
朝山拜佛信眾和外來驢友雲集的地方。在群山的
庇護下，被茂盛植被覆蓋的甲朗，成為一個天然
「氧氣艙」。在甲朗村，不僅能夠充分感受生態
的美好，而且可以在這裏領略茶馬古道文化的精
髓，感受到歷代民族團結交往交融的氛圍，品嘗
到最道地的藏餐和茶馬古道特色美食。每年都有
成千上萬的信眾和遊客途經甲朗，古老的馬幫驛
站在新時代依然煥發勃勃生機，呈現出另一番欣
欣向榮。甲朗村的村民正在通過他們的努力把馬
幫的歷史文化一代一代傳承着……
在甲朗村，時不時會遇到村民趕着一群騾馬經
過，撒下一路鈴聲。村民放開嗓門盡情吆喝。鈴
聲和吆喝聲，放飛了遊人的思緒，讓遊人依稀可
以穿越時光隧道，一瞥當年茶商馬幫的風采。千
年的茶馬古道、千年的馬蹄聲聲，在人們記憶深
處書寫遙遠的故事。曾經熙熙攘攘的古道，曾經
絡繹不絕的商賈，牽着時光的手，都化為千年一
嘆，被陳列在村民四郎旺堆家的家庭展廳裏。

◆謝春芳浮城誌

來鴻 ◆李從娥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唐朝天寶十一年，唐玄宗賜百官櫻桃。當時王維官職
是文部郎，負責將唐玄宗賜百官櫻桃一事以詩記錄下
來。詩中第一句即點出在皇宮之內，深紅色的櫻桃在當
時是珍品，也是貢品。今日我們在本地，可品嘗的櫻桃
產地來自許多不同地方，比如澳州、美國，智利等地吃
櫻桃實是小事了。中國的吉林、遼寧、河北、浙江一帶
也有。櫻桃在今日又被稱為「車厘子」，取其英文譯
音，其實櫻桃二字更可愛。
詩中有「飽食不須愁內熱」，在《政和證類本草》卷

二三引孟銳曰：「櫻桃熱，益氣。」在今日醫學研究指
出櫻桃含鐵量較高，每百克中多達59毫克，居於水果首
位。維他命A含量比蘋果、桔子、葡萄多4至5倍。櫻
桃含有維生素B、C及鈣、磷等礦物質。話雖如此，櫻
桃也不要一次吃得太多，因為除了含鐵量高之外，還含
有一定量的氰甙。最有趣的是詩中說「大官還有蔗漿
寒」，那是說櫻桃吃多了，可用蔗漿緩解。港島荷李活
道仍有一間生榨蔗汁的店舖，倘吃多了可沖飲一杯。
櫻桃大造之年，很便宜，我買了一盒2公斤裝的，吃
不完，將剩下的櫻桃去核，以糖慢煮至半焾，候冷入瓶
做果醬。塗麵包，做蛋糕很好吃。
杜甫有詩回憶此次賜櫻桃的美事：「西蜀櫻桃也自
紅。」估計這櫻桃應是西蜀進貢。

── 王維 之二（唐代）

三十 敕賜百官櫻桃

王 維 敕 賜 百 官 櫻 桃
芙 蓉 闕 下 會 千 官 ， 紫 禁 朱 櫻 出 上 蘭 。
飽 食 不 須 愁 內 熱 ， 大 官 還 有 蔗 漿 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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