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荷記
夏日，荷塘裏的荷花盛開，翠綠的荷
葉鋪滿水面，彷彿一片翡翠的海洋。而
在這開闊的荷塘邊，不僅有容顏清秀的
荷花可賞，更有着一道道與荷緊密相連
的美食，它們帶着夏日的清涼與清歡，
讓人流連忘返。
清晨，當第一縷陽光灑在荷塘上，勤
勞的漁夫們便開始了他們的勞作。他們
划着小船，穿梭在荷葉之間，捕捉着清
晨最新鮮的食材——荷塘裏的魚兒。漁
夫們將捕到的魚兒帶回家中，經過簡單
的處理，便可烹製成一道道舌尖滋味。
清蒸荷塘魚，魚肉鮮嫩，湯汁清甜，讓
人回味無窮。
除了魚兒，荷葉也是不能錯過的美
食。荷葉的清香撲鼻，口感獨特，是夏
日消暑好食材。人們將新鮮荷葉採摘下
來，洗淨後包裹着糯米、豆沙等食材，
再用細繩繫緊，放入鍋中蒸熟。荷葉飯
的香氣撲鼻，米飯吸收了荷葉的清香，
口感軟糯，甜而不膩。除了荷葉飯，荷

塘裏還有一種獨特的美食——蓮蓬。人
們將蓮蓬採摘下來，輕輕剝去外皮，便
可看到裏面一顆顆飽滿的蓮子。蓮子口
感清甜，營養豐富，是夏日裏消暑的好
食材。蓮子可煮熟後直接食用，也可與
其他食材一起烹製成美味的佳餚。如蓮
子燉雞湯，湯清味鮮，讓人食慾大增。
在荷塘邊，還有一種常見的食材——
藕。藕是荷花的根莖，生長在荷塘的淤
泥之中，但卻潔白如玉，口感爽脆。人
們將藕採摘上來，洗淨後切成薄片，可
以用來炒菜、燉湯或製作涼拌菜。藕片
炒肉絲，藕片爽脆，肉絲鮮嫩，兩者搭
配在一起，口感豐富，令人垂涎欲滴。
夏日的荷塘不僅是一處美麗的風景，
更是一個美食的寶庫。在這裏，人們可
以品嘗到各種與荷花緊密相連的美食，
感受夏日的清新與甘甜。這些美食不僅
滿足了人們的味蕾，更讓人們在享受美
食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賜和
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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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之前，我從未去過北京，只知道那是偉大祖國的首
都，也只知道它是一個距離遙遠但歷史悠久的古城。記得
第一晚，下了飛機，我們就來到了「水立方」和國家奧體
中心。漫步在奧林匹克廣場上，白熾燈光四散而開，鋼鐵
樹枝編織而成的鳥巢呈現着別樣的美。
也許是上天給予我的幸運，在北京的那幾天，天出奇的
好，而北京城內開滿了花。我與同行的夥伴遊覽北大校
園，走到了一座雕像之下。雕像人物有着濃密的八字鬍，
戴着眼鏡，氣定神閒般望着遠方，眼眸滿溢着希望之光，
他是李大釗先生，文人筆下世俗事，創世紀、驚天地。在
北大，這所歷史悠久的百年名校，他譜寫了中華民族覺醒
的光輝，為昔日的中華民族帶來思想上的改革與教育，破
除舊時代的束縛。我很感動於這次活動的策劃如此有心，
因為第二天的下午就去了李大釗故居。
不遠處，又有一座雕像，它的面龐在我孩提時代就已經
刻在腦海——蔡元培校長，他以一己之力推動新中國教育
之改革。那句「教育者，非為己往，非為此刻，而為之將
來」一直縈繞於我的耳畔，將來，我們這些風華正茂的少
年、青年，不就是祖國的將來嗎？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今
日，我們看祖國；明日，我們不僅僅應該愛祖國，更應該
為祖國！
未名湖畔，臨水而行，伸出雙手感受春風的撫摸，腦海

裏不斷回顧李大釗先生、蔡元培校長的人生際遇。他們以
民族國家的利益為上，以天地蒼生的福祉為念。我問自
己，現在的我該如何去做？看着身旁路過的北大學生，我
暗下決心：學而用之，既而傳承之。盡己所能，傳承華夏
之美、民族之光，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理想和抱負。
在北京的日子裏，我見識到太多新事物。感嘆讀了十幾年
書，竟不如走這一趟旅程。我看到了故宮的雄偉，古城的滄
桑，即便殘垣斷壁也驚嘆大國工匠。站立在屋簷下，感受古
人工匠的智慧。縱橫交錯的榫卯與斗拱，是足可以讓炎黃子
孫引以為傲的華夏瑰寶。我不禁想到上海的世博會中國館。
同樣，那龐然大物，展現的是現代科技與古人智慧的結晶。
這些美，應該讓更多的人看見，應該讓世界看見。
美不止看得見，更是能喝得到。那晚我們齊聚茶館，品
嘗老舍茶館的大碗茶，這讓我對文化有了更深刻的領悟。
那小小的茶館，承載着北京人的煙火；那小小的茶杯，杯
壁上刻印着是北京人的點滴；而這小小的茶葉，凝縮的是
人文精神。我由衷地感受到：文化展現生活，而生活傳遞
文化。茶中曲，曲中人，人間煙火現京味。
這次的青春之行，讓我感受到文化的力量。煙花揚州，
運河之都，舊時金陵，今日南京，星火之芒，魔都上海。
這是我最寶貴的青春回憶，是值得一輩子銘記的青春詩
行。
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有更多的機會，看祖國、愛祖
國、為祖國，觀華夏之美好，覽萬物之風情，感家國之情
懷，得文化之沐浴。

◆符績遠
香島中學五年級

觀華夏之美 感家國之情
——「華夏博覽看今朝」港生內地研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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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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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暖風清夏色祥，
晶瑩光彩紫荊香。
花紅互映玲瓏玉，
水碧相涵重疊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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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嶽崔巍歲月康。

甲辰年四月初一
2024年5月8日

乖兒，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是你的節日。再過三
天，你就五歲了，是你的生日。春風銜來小歡喜，一歲總有一
歲期。在這裏，爸爸把兩個祝福一起送給你！把兩個特殊日子
裏想說的話語，一併對你嘮叨嘮叨。
五歲，在古代文化中被稱為「鳩車之戲」，這一稱謂來自於

西晉著名詩人張華的《博物誌》中的「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
七歲曰竹馬之戲 」。說的是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正是天真爛漫，
盡情玩耍的時候。爸爸也知道不能剝奪你童年的快樂，總是盡
量抽時間陪你，讓你盡興玩耍，也盡力滿足你一些正當的願
望；每當看到你開心得甜甜的樣子，爸爸心裏就感到了一種幸
福。可是從四歲到五歲這一年，你不僅是家裏的開心果，還是
家裏旋轉的磨心，過早地承擔了生活中不該承擔的負荷。每每
想起這些，爸爸心裏就感到心疼。
五歲的乖兒，無論生活怎樣，你都能保持陽光和快樂，這一

點，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這一年裏，你也進步不小。學會了
自己穿衣，自己疊被，自己洗手，自己洗臉，有時候還幫助爸
爸媽媽做點家務。你的性格也不像以前那麼懦弱，有了自信和
勇氣，如果被人欺負了也知道還手，玩具被人搶了也知道去搶
回來。你不僅知道保護自己，還知道要保護媽媽了。因生活的
艱難，爸爸偶爾也會發發脾氣，你看到了會說：「您敢吼媽媽
嗎？再吼我就要收拾你了。」爸爸一聽樂了，問你怎麼收拾？
你說：「我去叫同學的家長一起來收拾您。」和你對着話，爸
爸肚子裏的氣也就消失了。幼兒園裏你也進步了不小，先後榮
獲了班上的「故事大王」「最棒的寶貝」「小能手」稱號。爸
爸知道這些榮譽裏，有你辛勤汗水的付出，也有老師鼓勵的成
分，但爸爸還是高興的。特別是那首由你口述，爸爸替你記錄
的兒童詩《一隻小狗狗》將在一家小報發表了，爸爸的心裏比
喝了蜂蜜水還甜，這是四歲多的你自己創作的作品呀。「一隻
小狗狗/地上走呀走/碰到羅宇昭/向他點點頭/羅宇昭誇牠有禮
貌/給牠兩根小骨頭/骨頭上面有肉肉。」 小小童詩不僅寫出了

童趣，還勾畫出了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畫面。愛聽爸爸給你講
故事，睡覺前要媽媽為你閱讀，這是你一直保持的好習慣。儘
管有時候爸爸給你講得很累了，媽媽給讀得很累了，你還不滿
足，還要爸爸給你講，還要媽媽給你讀，可爸爸媽媽再苦再累
也高興，誰會拒絕自己的孩子熱愛學習呢？
可是我的乖兒呀，爸爸也有自己的焦慮。已經快五歲的孩子

了，飯桌上還不怎麼會用筷子。大部分時間吃飯，還想依賴爸
爸媽媽餵你。有時候爸爸真想好好餓你一下，讓你自己去吃，
可是每次又狠不下心來，怕餓壞了你的身子，影響了你的健
康。家裏的玩具已經不少了，你還是愛買，我知道玩具益智，
但也要有節制呀。你愛和一個比你大半歲的小侄女玩，可那丫
頭個性太強，每次都帶着你瘋跑。有一次去伊盛百貨遊樂場玩
了出來，她帶着你從三樓的扶梯一直跑到一樓的扶梯，爸爸和
她的爺爺追到一樓時，你們不見了蹤影，到處找不到人。後來
給你媽媽打電話，才知道你們已經跑回家裏了。那天回到家，
我真是很生氣，衝你們發了一通火，你哭了起來，爸爸一點都
沒心軟，要不是你媽媽護着你們，爸爸一定會給你們一人幾巴
掌……乖兒，在愛和溺愛之間，爸爸實在是害怕掌握不好分
寸。
乖兒，小小年紀的你，也知道珍惜感情懂得感恩了。幼兒園
裏受到老師的表揚和獎勵，你回家都會快快樂樂地告訴爸爸媽
媽，還會把老師獎勵的零食和爸爸媽媽分享。有時候看到爸爸
心情不好，你會一本正經地說：「爸爸，長大了我要供養您，
也要供養媽媽。」有一天說這話時恰巧爸爸的文友楊澤方在
場，於是爸爸逗你，你供養楊叔叔嗎？你回答，要。接着補
充，爸爸的同學我都要供養……乖兒，不管生活多麼艱難，爸
爸媽媽的共同之處就是都愛你，就是都想多給你一些快樂和幸
福！
乖兒，五歲的你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悄悄長大，願健康和夢想

一路伴隨着你。祝你「六．一」快樂！祝你生日快樂！

「丙察察」雖是現今自駕越野圈的新詞，但
是實際上它早就是一條多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民族走廊。丙察察穿越青藏高原與雲貴高
原接壤轉換地帶，是歷史上西北甘青地區氐羌
族群南向流動的重要通道之一。這一區域是橫
斷山脈三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並流核
心區，北向是藏族聚居區，順怒江南下是傈僳
族聚居區，向西翻越高黎貢山進入獨龍江流
域，是獨龍族聚居區，東北向以怒山山脈與康
巴藏區連接，向東翻越碧羅雪山進入瀾滄江流
域與瀾滄江河谷地帶的白族、納西族等民族進
行經濟文化互動交流。察瓦龍是古代茶馬古道
的重要節點。怒江邊上的這條馬幫之路，已被
歲月的印痕刻蝕進了山體上的縫隙，在綠色中
延伸。
單就丙中洛至察瓦龍的「丙察」茶馬古道來

說，這一區域以丙中洛沿怒江向北行進的茶馬
古道串聯起秋那桶、松塔、龍普、扎恩、曲
珠、昌西、扎那等民族村寨，形成一條多民族
文化交匯融合的經濟文化帶，怒族、藏族、傈
僳族、獨龍族等多民族在這段古老的茶馬古道
上商貿往來、通婚結親、文化互鑒交流。古道
上的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裏，趕着馬幫南
來北往，互通有無，形成融洽的互助民族兄弟
關係，出行的人在村落歇腳都會到與自己有定
點關係的主人家食宿，次日出發主人家還會贈
予其乾糧和馬料，同樣這位主人家某日出行歇
腳對方村寨也會受到熱情接待。
在這段茶馬古道上行腳，會切身地感受到文
化如古道邊的怒江水一般流淌。民居建築從怒
江下游傈僳族干欄式建築「千腳落地房」，到
丙中洛地區屋頂已是當地特有的石片頂，行進
到秋那桶村，怒族民居用藏式夯土牆替代了怒
族傳統干欄式建築的垛木牆面。進入西藏地界
抵達松塔村，松塔村是怒族聚居村落，但房屋
建築基本以藏式夯土牆、夯土平頂為主。再往
前到龍普村，是怒江峽谷最北端的怒族聚居
地，雖然還是怒族村落，但房前屋後已交融了
許多藏族文化元素。
在這條古老的民族走廊上，各民族生產生活

資料互通有無，形成區域互補。藏族的踏犁傳
到丙中洛怒族地區，而怒族的生產工具「俄爾
仲」（怒鋤）又翻越高黎貢山傳到獨龍江流
域。藏族人打酥油茶的生活習俗傳到怒族、獨
龍族聚居地，但酥油轉換成了高黎貢山、碧羅
雪山盛產的漆樹籽油，成了「漆油茶」。而怒
族人以漆油炒雞肉加酒煮的美食「嚇拉」更為
這一帶的各民族普遍喜愛，認為長期在峽谷濕
熱氣候生活的人喝了可以祛濕扶陽、健骨舒

筋。龍普村怒族人用傳統製陶工藝燒製的揹水
桶、土鍋、酒罐、燈盞等陶製品成了這一片區
域各民族竹木生活器皿外的有力補充。歷史上
怒族、獨龍族傳統生計方式是以刀耕火種的初
級農業輔以採集漁獵經濟，是瀾滄江流域的白
族、納西族翻越碧羅雪山把水稻、蔬菜等農作
物種植栽培技術帶到了怒江大峽谷的深處。據
民族語言學家調查，怒語、獨龍語多種蔬菜、
瓜果類的名詞語言發音直接取自白語、納西語
發音，便是有力明證。
茶馬古道歷經歲月滄桑，千百年來都維繫着
沿線各民族群眾的生計。丙察察線在新中國成
立之後才逐漸興建。上世紀五十年代，這條滇
藏古茶馬驛道被人民政府納入幹線驛道管理，
察瓦龍雖然隸屬西藏，但因距離察隅縣城較
遠，所以其物資調運供應一直依靠來自雲南的
南線輸入為主。1952年的格曲驛道（察瓦龍格
日村至竹瓦根鎮曲瓦村）全長72公里的人馬驛
道建設是丙察察線建設的雛形。2000年，國家
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西部地區的經
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鞏固國防。雲南省是我國
重要的邊疆省份和多民族聚居區，與越南、老
撾、緬甸接壤，與東南亞、南亞多國鄰近，是
我國通往東南亞和南亞的重要陸上通道，具有
向西南開放的獨特優勢，戰略地位極重要。同
時也擁有豐富的礦產、水能、生物等自然資源
以及民族文化和旅遊資源，發展潛力巨大。為
使雲南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
國家加大了對雲南省交通基建的支持力度。
2000年後，丙察察簡易公路多次改造擴建。
2009年，丙中洛到察瓦龍的公路竣工。2011
年，隨着察瓦龍到察隅縣城的公路完工，丙察
察公路全線通車。開始都是四級砂石路面，沿
途沙礫、坑窪、亂石、塌方、滾石路段非常
多，經常出車禍。丙察察線被稱為「死亡公
路」。但是也正因為沿途壯麗的自然風光和極
具挑戰性的路況，丙察察成為「勇敢者的自駕
路」，深受越野愛好者和騎行者的追捧，每年
都吸引成千上萬遊客前來穿越探險。
由於丙察察公路沿線的景觀多樣性，公路終

點指向西藏腹地的距離近，公路行車量逐年遞
增，負荷遠遠不適應發展的需要。2013年 12
月，國家發改委批准修建滇藏新通道工程。後
又將丙察察規劃納入G219國道，進行全線升級
改造。丙察察開始全面大修。一路上都可以看
到「中國交建」的標牌，遇到各種施工車輛，
全線基本都有大型施工機械在作業。從察瓦龍
到察隅縣城途中的三座大雪山也開始打隧道，
以後不用擔心大雪封路。據介紹，丙察察公路

列入滇藏新通道規劃改造完成後，一條嶄新的
丙察察公路將成為入藏距離最近，平均海拔最
低，自然與人文景觀豐富多樣的標準化進藏公
路。
傳統的滇藏通道主要指起點為雲南昆明，經

雲南麗江、滇藏邊界的雲南省德欽縣、西藏昌
都市芒康縣、左貢縣等地，最終到達拉薩的線
路，全長1,300多公里。而修建滇藏新通道會縮
短西藏和雲南之間的交通距離，兩省交通聯繫
更加便利，有利於進一步密切兩省區經貿、旅
遊等方面的合作。滇藏新通道是在原丙察察公
路的基礎上升級改造而成，核心路線是丙察然
公路。這條進藏通道大部分路段處於怒江低海
拔地區，平均海拔2,000到3,000米，可保證車
輛常年通行。與此同時，國家又投資修築了雲
南貢山縣獨龍江鄉通往滇藏交界處的通藏公
路。雲南入藏新通道的建設，對促進「一帶一
路」中國和孟加拉國、印度、緬甸經濟走廊的
形成，滇藏兩省區之間政治、經濟、民族文化
交流，促進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有着深遠意
義。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速了雲南
的經濟發展，提高了基礎設施水平，為雲南融
入全球經濟體系奠定了基礎。雲南在國際貿易
和投資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加強了與東南亞、
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交通基礎設施的日益改
善，也帶動了沿線旅遊業的大發展。
2022年5月，雲南省政府提出建設大滇西旅

遊環線，將滇西豐富的高原峽谷、雪山草甸、
江河湖泊、火山熱海、古城韻味、民族文化、
邊境風情、珠寶玉器等獨特旅遊資源串連起
來，推動滇西旅遊全面轉型升級。大滇西旅遊
環線是由西北環線和西南環線組成的「8字形」
大環線，空間上西北、西南環線各達1,600公
里。大滇西旅遊環線是世界上罕見的「大河並
流區」，涵蓋了雲南省西部地區的多個重要城
市和景點。範圍內有三江並流、香格里拉、茶
馬古道、蒼洱風光、怒江大峽谷等。有涵蓋700
米到6,700米的海拔高度，幾乎包括了從熱帶到
寒帶的豐富氣候類型和自然景觀，還有人口較
少民族和特有少數民族豐富多樣的風俗習慣、
節日慶典。雲南還正在打造「從怒江到拉薩」
（全程1,500公里）的新精品旅遊線路，丙察察
自然又成為必經之地。來自全國各地的自駕越
野車隊更加持續雲集丙察察，這條古老的民族
走廊正煥發出新時代的風采。

◆羅大佺

◆管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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