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儘管已立秋，每天仍驕陽似火，「空調、Wi-Fi、西
瓜」被不少人視為夏日自我款待的「消暑三件套」。但
是，幾乎集結了一切誘惑元素的冰淇淋，才是夏季的靈
魂角色，除了能在火熱天氣下營造出一小段愜意的休閒
時光，予以舌尖快樂的撫慰，是最直接有效的降溫消暑
神器，這種完全源自於人類本能的對於甜美、清涼的渴
望需求，也伴隨着歷史的演進，與不同時代的生活面貌
敘事，構成了隱秘而又和諧的對位。
現代人或許已經見怪不怪，因為冰淇淋一直就在那
裏，陪伴着自己出生長大，是生活的一部分。實際上，
普通人實現「冰淇淋自由」也就幾十年前的事情。《詩
經》：「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兩千多
年前，古人冬天會到野外鑿回大型冰塊，貯在陰涼的地
窖裏，夏天取出來與各種水果、乳製品、蜂蜜混合到一
起享用，是最早的冰淇淋雛形。不過，能這樣窖藏冰塊
享用的只有北方人，若是生在冬日無雪的南方，則要晚
至清末，才能有同樣的吃冰待遇。廣東話形容秀色可
餐，謂之「眼睛吃冰淇淋」，亦可從側面一窺吃冰淇淋
曾有多麼珍稀不易。
我的學生時代，只有一款上海生產的冰淇淋出售，四
方形的奶油小冰磚，裝在紙盒子裏。過去學校門口總有
流動小販守候，自行車後面馱一隻泡沫箱，用一層厚棉
絮蓋着保溫。課間休息鈴聲一響，手頭上有閒錢的學生
便會小跑到校門口吃冰，錢少的吃雪條，錢多的吃冰淇
淋。我第一次吃冰淇淋，是承蒙有人請客，驚嘆天底下
竟然有如此美味的東西——散發出濃郁奶香的冰磚，有
着恰到好處的濃稠度，入口後，舌尖輕輕一抿就化了，
融散成為我童年記憶裏的永久甜蜜。於我而言，初次吃
到冰淇淋的震驚感受，猶如在本來毫無亮色的生命氣氛
裏，第一次感受到了美的光輝——原來吃冰可以讓人如
此快樂。
其後有了現製的冰淇淋，標榜為意大利風味，顧客想
要哪一種，勺子一舀就是一球，澆上五顏六色的巧克力
醬和果醬，鋪撒一些碾碎的乾果仁。講究的，還在冰淇
淋旁邊擺一顆櫻桃，插一把用牙籤支撐的小紙傘端上
來，價格貴得嚇人。我曾看到一種說法，冰淇淋是由馬
可．波羅1295年從中國帶回到意大利的，沒承想幾百年
後，竟然會以這樣一種方式反向營銷回到起始地。年輕
時口袋裏沒幾個錢，最怕被拖去這種冰淇淋店，每次望
着插在冰淇淋上的小紙傘，內心就止不住發愁。
當然，若是選擇那些被擺在超市冰櫃裏出售的冰淇
淋，就不會構成經濟負擔。我前些年出門散步，走累了
經常會買一杯冰淇淋，然後坐在馬路邊上看來往的行
人。無數個夏日夜晚，冰淇淋是陪伴我觀察社會萬象、
芸芸眾生的「涼友」。

回味無窮的酸棗

豆棚閒話

回老家龍岩走了一趟，家鄉的生態環境保護得不錯，滿山
遍野的竹木展現在眼前。微風輕吹，綠波蕩漾。森林中有許
多野生的果樹，此時此刻，我也想起了野生酸棗樹，以及與
酸棗相關的趣事。
兒時吃的酸棗是滑溜溜、酸溜溜的，俗話說「野果出深
山」，酸棗樹通常出現在茂密的森林裏，它屬落葉喬木，樹
幹高大，樹皮灰褐色，樹枝粗壯，暗紫褐色，奇數羽狀複葉
互生，果實橢圓形，成熟的果實呈黃色，肉質漿狀奶白色。
通常4月份開花，農曆九十月份成熟。
提到野生酸棗，估計不少人會想到北方的棗子。南酸棗跟

我們平時吃的紅棗、青棗完全不一樣，它裏面的肉是奶白
色、滑滑的酸酸的。南酸棗是一種野果，它和很多人害怕的
漆樹可是近親關係，因此酸棗樹是漆樹科植物，而北方的棗
子樹則是鼠李科落葉灌木或小喬木植物。酸棗主要集中在南
方地區，為了和北方的棗區分開來，因此也叫它 「南酸
棗」。
農曆九月、十月份是酸棗成熟的季節，周末上山砍柴，便

可以撿到從樹上掉下來的酸棗，森林中結果實的酸棗樹通常
比較高大，很難爬上去摘，唯有等它自然成熟掉落。
野生的酸棗，肉少核大。酸棗有點像苦楝樹的果實，也有

點像李子。以橢圓形或者是長圓形為主，果皮比較厚，沒有
熟的是綠色的，摸起來硬硬的，而熟了以後就會變成淡黃
色，或者是金黃色。裏面只有一層薄薄的奶白色果肉黏附在
果核上。就算是果實成熟了，吃起來依然很酸。但是它卻是
兒時的零食，特別是60後、70後這些曾經在南方農村生活過
的，相信也有撿酸棗的經歷。
成熟的酸棗煞是逗人喜愛，一顆顆如成人拇指般大小。剝

去金黃的果皮，露出雪白的果肉，放入嘴裏，酸酸甜甜，滿
口生津。
我通常把撿到的酸棗，在衣服上擦一擦，連皮塞進口裏
吃，牙齒咬破酸棗皮後的第一感覺是，酸酸甜甜滑溜溜的。
自己吃夠後，就放在衣服的口袋裏，把口袋塞得滿滿的，帶

回家裏分一些給弟妹們吃。
有一次學校放假，我與同村的夥伴一起去山裏挖冬筍，邁
步走入叢林。挖筍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有意外收穫，大山中有
許多野生果樹，如柿子、楊梅、冬桃、酸棗等。挖筍的季節
適逢酸棗成熟時間，偶爾會遇到野生酸棗樹。冬季風比較
大，起風的時候，風吹果落，遍地「黃金」。此時，我們會
大聲呼喚同伴過來一起撿拾，共同分享。抬起頭四處張望，
終於發現了一棵碩大的、 掛滿一串串金黃果實的酸棗樹。
酸棗也叫山棗，含有氨基酸、蛋白質、多種微量元素和維

生素。酸棗中含有的維生素E能清除體內的自由基，減少其
對人體的損傷，防止皮膚衰老，美容養顏。酸棗中的維生素
比藥片中的維生素更加利於人體吸收，對體質虛弱多病的人
來說也能增強免疫力。此外，酸棗還有造血、補血，鎮靜安
神的功效。 酸棗樹皮和果實均可入藥，有消炎解毒、止血止
痛之效，還可用於治療大面積燒傷、燙傷。
酸棗還可以用來做酸棗糕，它是一種消脂特色小吃。把撿

回來的酸棗洗乾淨，放到鍋內加水至浸過酸棗，然後加熱到
水沸騰，直到酸棗的皮裂開，再將它們從鍋水裏取出，剝去
皮，若是皮裏還有肉，可以用匙羹將肉刮出；剝去皮後，把
還有核的肉放到一個盆中，用筷子大力攪拌，直至核與肉全
部分離，把核拿走。分離出來的肉已經像和好的麵了，這時
就可以放入適量的糖，怕酸的朋友可以多放些糖，也可以煮
些紅心地瓜或是紅的南瓜與其搗在一起，這樣就不會那麼
黏，拌勻後就大功告成了。最後把做好的糕擀薄，切成小
塊，放到太陽下曬曬，就能吃了。
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食物供應也豐富了，酸棗已經淪為

一種少人問津的野果。很少人去撿它來做酸棗糕了。
山村裏的酸棗樹訴說着它經歷的風霜與果實滿枝的風光。
我彷彿聽到了它在輕聲呼喚：「酸棗年年掛果，遊子何時歸
來？」
喜歡吃酸棗的朋友們，十月約起去大山裏採摘、撿拾，體

驗鄉村生活，呼吸清新森林空氣，順便找回童年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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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透巧玲瓏，
開顏香氣通。
五星催極目，
遍地逐清風。
舉世皆知己，
由來不忘公。
大同新歲月，
有道宇寰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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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相
傳，每年的七夕夜晚，是天上織女與牛郎
在鵲橋相會之時。七夕節這一天，中國古
代主要活動有穿針乞巧、喜蛛應巧、投針
驗巧、種生求子、供奉「磨喝樂」、拜織
女、拜魁星 、曬書、曬衣、賀牛生日。
七夕節，又名乞巧節、七巧節或七姐誕，
也被稱為「中國情人節」。
這個節日起源於漢代，東晉葛洪的《西
京雜記》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
針於漢代畫像石上的牛宿、女宿圖開襟
樓，人俱習之」的記載。唐朝《開元天寶
遺事》也有「唐太宗與妃子每逢七夕在華
清宮夜宴，宮女們各自乞巧，這一習俗在
民間也經久不衰，代代延續」的記載。唐
朝王建詩云：「闌珊星斗綴珠光，七夕宮
娥乞巧忙。」
小時候，聽母親講，七夕的夜晚，抬頭

可以看到牛郎織女的銀河相會，或在瓜果
架下可偷聽到兩人在天上相會時的脈脈情
話。「一道鵲橋橫渺渺，千聲玉珮過玲

玲。別離還有經年客，悵望不如河鼓
星。」唐代徐凝在《七夕》詩中描繪了一
幅美好的情景：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
星閃耀，一道白茫茫的銀河橫貫南北，河
的東西兩岸各有一顆閃亮的星星，隔河相
望，遙遙相對，那就是牽牛星和織女星。
「今日雲駢渡鵲橋，應非脈脈與迢迢。

家人竟喜開妝鏡，月下穿針拜九宵。」織
女是一個美麗聰明、心靈手巧的仙女，凡
間的婦女便在這一天晚上，對着天空的朗
朗明月，擺上時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
天上的女神能賦予她們聰慧的心靈和靈巧
的雙手，讓自己的針織女紅技法嫺熟，更
乞求愛情婚姻的姻緣巧配。
宋代詩人秦觀在《鵲橋仙》寫道：「纖
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
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
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
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在我看來，七夕這種「豈在朝朝暮暮」

的愛情觀，在當下「洋節」氾濫、西方文
化衝擊下，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百花嶺上仍有許多古驛道和馬站等遺址，其中
不少就分布在高黎貢山保護區保護站周邊。在百
花嶺保護站至高黎貢山東坡二台坡一帶山樑上，
就有一段保存較完好的古道石板路，據說為保山
穿越高黎貢山下騰沖的古道中線路徑之一。據了
解，此古道最早形成於漢晉時期，唐宋時期作為
南詔大理國官營驛道擴修為石板路。元代驛道改
走南線後，長期作為民間商道使用，直到1952
年保騰公路通車後才被廢棄。現存古道總長約6
公里，路面均以石塊鋪築，寬2米左右，除少數
地方稍有坍塌外，多數路面保存完好。
在百花嶺保護站以西4公里的舊街山樑上，有

一處古道的馬幫歇腳站遺址。據介紹這處馬站可
能出現於唐宋時期。馬站坐西向東，依地形分
上、中、下三台建房設站，古道自東向西從站房
前穿過，形成一條山間小街。街址東西長29米，
南北寬26米，面積50餘平方米。明代以後，先後
有段、范、滕三家漢族商民在此開設馬店商舖供
往來商旅歇腳，上世紀五十年代古道被廢後，三
姓漢民才遷至山下罕弄村居住。
在百花嶺保護站以西約14公里的高黎貢山東坡
一帶山樑上，有一段古道叫「死亡谷槽谷路」。這
是百花嶺古道上少見的特殊路段之一，迄今已有
1,800多年的歷史。由於地表結構為含沙土，質地
疏鬆，經千百年人馬踐踏加上雨水沖刷，路面不斷
下陷，較兩邊的坡地形成了很深的槽谷。路徑總長
約700米，路面一般寬1至2米，低於地表3至5
米，由於廢棄時間較久，兩側森林茂密，不僅在路
面上堆積了大量枯枝敗葉，且在上空形成一個密不
透光的路蓋，人行其中，光線陰暗，故稱「死亡
谷」。從「死亡谷槽谷路」再往西約2公里的高黎
貢山東坡上，有一個山樑叫「換米處」，這裏也有
一座古道馬站遺址。從這處馬站遺址再往西6公
里，就是南齋公房埡口了。據了解，換米處馬站最
早形成於明代。民國年間曾有兩戶商民在此經營馬
店，因常有騰沖江苴鄉民挑米到此與百花嶺等地鄉
民交換蔗糖、煙葉等物，故名「換米處」。
南齋公房遺址在百花嶺保護站以西約22公里處
的高黎貢山南齋公房埡口東側台地上。台地海拔
3,160米，是保山至騰沖古道的最高處，地扼保騰
古道中線翻越高黎貢山的交通要隘。據史載，早在
唐代中期南詔王閣羅鳳「西開尋傳」時，就在這裏
設站控制交通。最早是幾間由石頭壘砌而成的小瓦
房。相傳當年有一位善人常在此地義務為過往行人
和馬幫提供食宿，人們為了紀念這位「善人」，便

稱此地為「齋公房」。因與古道北線的北齋公房相
對，故稱「南齋公房」。隨着古道的廢棄，南齋公
房曾經坍塌，後來經過多次修繕，才得以前後沿用
數百年。1942年5月，日軍佔領滇西，南齋公房一
度被中國遠征軍用作騰北游擊戰的人員物資中轉
站。1943年日軍佔領高黎貢山後被用作兵房住
所。1944年中國遠征軍大反攻時遭戰火摧殘，之
後即被廢棄。1997年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為開發
古道探險旅遊，將其移至東下側50米處另建，原
地僅存遺址。遺址坐西向東，南北長23.5米，東
西寬6米，面積為140平方米。東南側有石級與過
山古道相連，基址上可見牆腳基石等物。後側土坎
下有一石塊鑲砌的水井，有水自井中溢出成一條小
溪向路邊流去。
南齋公房西坡山谷中有一段古道石板路。石板
路東起南齋公房埡口，向下延伸至山谷末端的西坡
崗房止，全長約8公里。道路多以人工開鑿鋪築而
成，一般寬2米左右，由於山勢陡峻，多數路段在
山崖間曲折蜿蜒而行，留下了多處險要路段，被認
為是古道上最能考驗人們意志和耐力的代表性路
段。據史載，古道最早開闢於漢晉時期，唐宋時擴
修鋪築為石板路，長期成為南詔大理國統治者經略
騰沖及以西地區官營驛道主線路。
與南齋公房相對的北齋公房坐落於高黎貢山北
麓山腰。北齋公房又稱「騰雲寺」，始建於唐代
南詔國王皮羅閣「南開尋傳」之際，為古代茶馬
古道上最早的古寺和馬站。相傳，北齋公房曾於
明代隆慶年間進行重建，之後一度成為肖道成、
徐宏泰、胡旋、李鎮雄等反清復明的基地之一。
雖然如今已斑駁殘破，甚至看不出原貌，只有幾
塊刻碑還能證明北齋公房的存在，但北齋公房寺
址依舊清晰可辨，足以映射出其歷史底蘊與承載
的故事。它就像一位滄桑的老者，坐在山麓看雲
卷雲舒，笑對行者訴說歷史故事。
高黎貢山也是我國西南的邊防戰略屏障。幽幽
古道邊還保存有斷碣殘碑、明碉暗堡，以及烽火台
和戰坑戰壕等各種古今戰爭遺蹟。特別是上世紀三
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高黎貢山曾經是滇西抗
戰的主戰場。1942年5月，隨着中國遠征軍在緬甸
戰場失利，侵華日軍侵佔騰沖等地，進而佔據高黎
貢山進犯保山、瀘水等地。1944年6月，中國遠征
軍轉入大反攻，從怒江西岸強渡怒江，向日軍高黎
貢山陣地發起衝擊，在南北齋公房地區展開激戰。
北齋公房地區的戰鬥尤為慘烈，中國遠征軍第54
軍主力第198師向北齋公房日軍據點發起猛攻，日

寇第56師2個營據險死守。雙方都加強增援，反覆
對峙爭奪。遠征軍苦戰近月才終於攻克北齋公房，
並乘勝向騰沖日軍攻擊，北齋公房和附近古寺都在
激戰中被摧毀。
現在南齋公房埡口一帶，還有當年中國遠征軍

抗日的戰場遺址。現存的戰場遺址，分布在埡口
兩側的山樑上。可見遺蹟主要有當年日軍修建的
地堡、戰壕、射擊掩體及遠征軍反攻時的大量彈
坑等，分布範圍約1,200平方米，多數遺蹟保存
完好。南齋公房埡口西側雪沖窪頭，尚有目前古
道上保存完整的當年遠征軍的一座碉堡。碉堡用
鋼筋混凝土澆鑄成六邊形，高2.13米，最大直徑
3.1 米，壁厚 35 厘米。碉堡所在地海拔 3,149
米，依地勢坐東朝西，居高臨下，對山下的古道
形成俯控之勢。1943年初日軍進攻高黎貢山，
在這裏遭到遠征軍守軍頑強阻擊。歷經60多年
的風雨，碉堡和周邊戰壕整體保存完好，現已被
高黎貢山保護區開闢為古道旅遊線上重要的觀光
憑弔景點。高黎貢山抗日戰場留下的碉堡和戰
壕，有不少在海拔3,000米以上，是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留下的海拔最高的戰爭遺蹟，因此當年這
裏發生的戰爭被後人稱為「雲端上的戰爭」。
南齋公房和北齋公房，以及高黎貢山上一些古

道建築，雖然已只有「斷壁殘垣」的遺址，但它
們見證了中國遠征軍英勇不屈的精神。它們蘊含
着豐富的文化歷史，承載着一代人的記憶。不僅
為高黎貢山留下了一道道厚重的風景線，同時也
昭示了古南方絲綢之路的興盛繁榮，更承載了高
黎貢山無聲的歷史與不可磨滅的文化記憶！
高黎貢山區留存的公元前四世紀就有的人馬古

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貿易通道。這條比北方
絲綢之路還要早200多年的南方絲綢之路，猶如一
部無言的史書記錄了這裏往日的繁華喧囂。跋涉在
古老驛道的遺址上，踏着爬滿翠綠苔蘚的石板，摩
挲腳板的是不知飄零了幾千年的落葉，苔蘚與落葉
掩蓋了古道昔日的傳說，往日繁華喧囂的古道成了
一部無言的史書。所幸偶爾還能看到石板上嵌入的
半圓形馬蹄印，間或還能拾到銹跡斑斑的馬掌，似
乎觸摸到了厚重歷史的一頁，引發出思古的幽情。
遙想當年，一隊隊馬幫在馬鍋頭和馬幫漢子的吆喝
下，走過險象環生的古驛道，清脆的銅鈴和馬蹄錯
落有致的聲音，一直響徹了幾個世紀，把文明和希
望一站站地傳向遠方，叩開了對外開放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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