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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沟煮茶

银杏广场围炉

春煮萌发，夏煮一片清凉

秋煮宁静，冬煮一丝暖意

小火慢煮，分不清是奶香还是茶香

醉了，醉了

向左，车来人往游客如织

向右，乡土集市络绎不绝

向上，落叶纷飞美景如画

向下，高举茶杯灵感闪现

脑海虽然沸腾

思路愈发清晰

一切都与茶有关

探访茶树村

初冬，清晨云雾缭绕

高大的乔木屹立山坳

植物的颜色并不感冒季节的轮换

远处苍山青翠

洁白的瓣，嫩黄的蕊

寒风吹得枝头摇曳

溢出阵阵花香

鼻吸，一股耐闻的香气

同铁锅中的油茶

在茶树鼻祖旁静静等待

茶话德隆
星火鸟

□ 余道勇

南川的尹子祠是一个有文化、有故

事的地方，值得去看一看、走一走。

尹子祠应该是南川文人最值得骄傲

的记忆，我们称它为南川文化的发祥地，

是为了纪念东汉大儒尹珍而建立的纪念

场所。

新修建的尹子祠文化公园位于凤嘴

江畔，是在尹子祠原址基础上重修并扩

建而成。尹子祠是清代光绪五年（1879
年）由南川县令黄际飞和举人徐大昌所

创修，至今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漫步凤嘴江畔，南川新城跃然眼

前。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乡野荒

滩，城市建设的发展，将凤嘴江囊括入

城，使其成为又一条穿城而过的景观

河。最早的南川城，大约就是由东街、南

街、西街、北街围成的仅有两三平方公里

的区域，半溪河自东南向西北方向进入

南川老城，成为南川老城一条飘逸的腰

带，给南川老城增添了无尽的灵气。

那个时候，凤嘴江远在城西的乡野，

是出城往北通向来游关的必经之道。凤

嘴江发源于金佛山西坡，在南川城区周

边有意无意地弯了几个弯，变得蜿蜒曲

折起来，形成了许多半岛状的陆地。

尹子祠旧址正好就处在一处河湾形

成的半岛上。凤嘴江在这里先由南往

北、再曲向东南，形成了一个风光绝好的

半岛。而这个半岛的尖角正好对着永隆

山上的一个垭口——冒米垭和来游关。

冒米垭和来游关是南川通往重庆府的必

经之地，是出城的大道。清朝末年，至少

有两拨外国人从重庆的木洞、丰盛等地

出发，经观音桥（现南川大观镇）、木凉伞

到达冒米垭和来游关，然后经由凤嘴江

龙济桥进入南川城。

现在的尹子祠文化公园，流光溢彩，

美轮美奂，成为许多市民朋友休闲、品

茗、参观、赏景和参加书法、茶艺、演出等

文化活动的场所。

去往尹子祠文化公园，有三条路

径。一是从凤嘴江边的廉政文化公园穿

过尹子北路进入；二是从凤嘴江对岸的

南川区总商会大厦跨越龙济桥进入；三

是从城投天元小区一侧沿河边从公园正

门进入。尹子祠文化公园正门是一个仿

古建筑的门楼，门楣上书着“尹子祠”三

个大字，落款是中国著名作家王蒙。这

几个大字，是2021年的时候，由南川的文

化人费尽周折辗转找到王蒙先生所题。

王蒙先生与南川有缘，曾经到过南川，为

南川题写过“南川文化”字幅。王蒙先生

有感于尹珍在西南传授经学、教化南夷，

欣然提笔为南川尹子祠文化公园题写

“尹子祠”园名。

进入大门，沿凤嘴江畔进入尹子祠

文化公园，左侧是一堵石墙堡坎，堡坎上

面有参天银杏树数株，据说都是当年建

祠时所植，已有一百四十余年历史。缓

步徐行，右侧凤嘴江上，一座古老的石拱

桥凌空独立，通向对岸南川区总商会大

厦，此桥即为龙济桥。据《南川县志》记

载，龙济桥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叫冯鲁

山的人所独修，但后来亦经历过几修几

毁。最初的龙济桥，当在现在尹子祠文

化公园的接官亭处，也即是半岛的尖角

处，那儿正对着来游关，是重庆府到南川

县官道上一道重要的津梁。现在凤嘴江

河道经过整治，两岸都形成了健身步道，

岸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隐约还

可以见到岸边桥墩遗迹。现存的龙济桥

是老桥损毁后于清末年间重修的，也有

百多年历史了。桥如弯弓，拱于江面，青

石斧凿，沧桑如歌。

现在的尹子祠文化公园，新建了楼台

戏阁、茶茗会场、尹珍纪念馆、南川家风

馆、尹子雕像等设施，但也融进了原尹子

祠的元素，保留了原址上的六角亭、接官

亭等古迹，并按原图恢复了务本堂、舫斋、

草亭等设施，可谓古今贯通、弯环折转、曲

径通幽。身穿汉服的礼仪姑娘，手捧一杯

千年金山红，悠扬的古筝余音袅袅，让你

顿觉耳目一新，生津止渴，流连忘返。

园内所有的门柱、廊柱上，都题写了

对联。这些对联是通过发布征联启事向

全球征集到的优秀楹联。征联也是一种

文化活动的方式，通过征联，不仅弘扬了

传统文化，传播了中华文明，还提升了南

川和尹子祠的知名度、美誉度。据有关

负责人介绍，征联时不仅得到了国内各

省以及港、澳、台等地楹联爱好者的响

应，还收到了美国旧金山、纽约以及新加

坡等地华人的联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海内外华夏子民的精神纽带。

据《南川县志》记述，尹子祠“沿岸高

下，青枫翠柏，参差森蔚，上有石栏，种竹

夹道，临江一亭，俯映波心。”现在的尹子

祠文化公园，不仅绿树掩映、青枫翠柏，

而且还种植了夹道翠竹。

竹子是古代文人表达心志和气节的

植物品种。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

居无竹”，袁枚的“竹有低头叶，梅无仰面

花”，柳宗元的“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

心”，郑板桥的“千磨万击仍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都是借竹言志抒情，把竹子

拟人化了。尹子祠自修建的时候就种植

了竹子，所以新建的尹子祠文化公园也

种植了翠竹。这些竹子一丛丛，围植在

尹珍雕像周围，也表达了一代儒学大师

尹珍以竹为节、虚心求学、义无反顾来此

传学讲经的志向和决心。

漫步尹子祠文化公园，从园中到园

外，一股文化的脉冲之气扑面而来。这

里不仅有千年文脉的传承，还有千年大

树茶的芬芳，漫步回廊间，品茗竹篱下，

不亦乐乎！古之南川，此地离县城中心

甚远，相去足有五六里地之遥，而古之文

人却选此一荒野之地，创修尹子祠，以事

纪念之事，可谓其胸怀宽广、视野奔放。

现在，尹子祠文化公园又被包裹在南川

城市新区的中心，周围山环水绕、高楼林

立，现代与古典，城市与农村，山川与河

流，湖光与山色，游人与市民，观光与休

闲，都成为这座公园的构成因素，让人流

连忘返。

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信心和力量吗！

青枫翠柏尹子祠

□ 惠军明

以雪为笔，以天地为画布，在这宁静

而神秘的世界里，低调内敛的艺术家以

独特的方式描绘出生命的韵律，那是冬

天的灵魂，如诗如梦。

雪花如诗，漫天飞舞，轻轻柔柔，在

寒风中舞动，飘落在枝头，为大地披上一

层洁白的衣裳。一片片雪花，无声无息

地飘落，为这幅天地画卷增添了无尽的

魅力。它们是冬天的赠礼，是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

在一片寂静中，我们似乎能听见花

草树木的低语。那些傲然挺立在风雪中

的树木，那些在寒冬中倔强开放的花朵，

都在向我们展示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在

冰天雪地的肃杀中，我们感受到生命的

抗争，那是生命的凯歌。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听见风的

呼啸，可以目睹雪的舞动，可以感受到生

命的不屈，这些都是冬天的艺术家送给

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在这个寂静而冷冽

的世界里，收获到别样的人生感悟。

冬日的阳光，虽然不如春日的明媚，

却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它慷慨洒在雪地

上，为这片白色的世界增添了一抹金

黄。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雪花，仿

佛是天空中坠落的星星，为这个寒冷的

季节带来了几分诗意和浪漫。

冬天的艺术，不需要华丽的色彩和

繁复的图案，只需要简单的白色和银灰

色，就能展现出生命的纯净和美好。在

冬日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被

雪覆盖的建筑和街道，它们像是被画家

涂上了一层白色的颜料，变得朦胧而神

秘；那些被雪覆盖的树木和花草，仿佛穿

上了嫁衣，变得格外娇媚动人。这些景

象都是冬天的艺术家绘制出来的杰作，

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

在这个季节里的街头，我们不时可

以看到辛勤工作的清洁工人和交警。他

们为了我们的安全和便利，不畏严寒，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身影在雪中

闪现，成为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这

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也是冬天的艺术

家，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力

量和价值。

冬日如画，低调内敛的艺术家以雪

为笔，以天地为画布，创作出生命之诗。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美

丽的雪景，还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

力量。行走在生命的旅途，让我们用心

去感受这个季节的美，让冬日的画卷永

远停留在我们的心底。

如画的冬日

玉树琼花 胡波 摄 清风 涂显娜 画

□ 马雪芳

我小时候，家庭人口多，经济拮

据，但一家子的生活在奶奶的精心

操持下还是过得有滋有味。喏，一

到冬天，奶奶总会做上一大缸子的

老酒酿，这一大缸子的老酒酿可为

改善一家子的生活立了大功呢。

冬日来临，奶奶称了新米，提

了老井里的水，把新米浸在一只粗

瓷大缸里。第二天吃了午饭，奶奶

用铜勺把浸得胖胖的新米舀在淘

米箩里，然后去后河的水栈上漂去

一片片砻糠爿，同时颠簸了捡去一

些小沙子、小石子，清理干净的新

米便可上行灶上的屉格里蒸了。

行灶上烧的是硬柴，硬柴火力旺

盛，这样蒸出来的粢饭软而糯。一

屉格粢饭蒸好了，奶奶把屉格捧下

来，“噗”地反扣在一只大竹匾里，

提起屉格，只见粢饭热气腾腾，晶

莹剔透。连蒸三次后，奶奶会用铲

刀轻轻地把大竹匾里的粢饭拨开，

待到粢饭冷却到一定程度，就把早

已配比好并捣细的酒药“簌簌”地

撒在粢饭上，然后双手翻动着粢

饭，使酒药均匀地粘在粢饭上。

随后，奶奶去场角上捧了被太

阳晒干的稻柴壳放在灶膛前，埋进

一只粗瓷中号缸，再把粘了酒药的

粢饭倒进缸里，中间掏一个中号碗

大的窟窿，缸口上盖上一个木锅盖，

又在锅盖上盖一条老棉胎，最后覆

上厚厚一层稻柴壳，静待粢饭在缸

里发酵。

第三天的早上，我去灶间洗漱，灶间里弥漫着浓

浓的酒香。奶奶已经在一只白瓷茶盏里舀了一茶盏

老酒酿放在灶面砖上。我顾不得洗漱了，端起茶盏

就大口大口地吃起老酒酿来。老酒酿酒香扑鼻，甜

中带点微微的辛辣，我敢说这是世上最好吃的美食

了。奶奶见我吃得狼吞虎咽的，在边上一个劲地说：

“阿四（我的乳名），慢慢吃，慢慢吃，吃得快了要醉的

啊！”我哪里听得进奶奶的话，三下五除二就把老酒

酿吃完了。我要奶奶再给我舀一茶盏，奶奶却坚决

地说：“不行了，再吃，就要醉倒在地上的。”我只能悻

悻地洗起脸来。

又过了三四天，奶奶会去老井上提了水，将水烧开

又冷却到十摄氏度左右，就把水兑进老酒酿里，同时还

加入适量捣细的酒药，这叫“化水”。又约四五天后，便

要开始榨酒了。奶奶会拎来两个半米来高的铁锈色的

广口甏，甏口上放一只饭箩，用大铜勺把带水的酒酿舀

进饭箩里。舀满大半饭箩酒酿后，奶奶用手紧压紧压，

如此一来，留在甏里的就是老白酒，留在饭箩里的就是

酒糟。随后，奶奶把晒干的荷叶盖在两甏老白酒的甏

口上，再缠上几圈棕线扎住，防止老白酒走气，再把两

甏老白酒藏在她的床底下。做完这些，奶奶会去家门

前的水塘里用一个大网兜拖糠虾，约一个小时就会收

获一筲箕。奶奶把糠虾里的猪草、小鱼捡干净后倒入

酒糟，再拌进切细的小葱，加入适量捣细的粗盐，这样

一缸子虾糟就做好了。

约一周后，虾糟酒糟雪白、小葱碧绿、糠虾鲜红，看

着这样的颜色，便会让人食欲大振。这虾糟也算是一

家子冬日里的一个主菜了，可以炖着吃，也可以炒着

吃。虾糟酒香、咸中带点微甜、鲜美，即使没有其他小

菜，也能下粥、下饭，尤其是虾糟的馅可以做饼子、做团

子、包馄饨。有远处的亲戚来了，奶奶温上一两斤老白

酒，炒上一大碗虾糟，一盆鸡蛋，几个蔬菜，就是没有鱼

肉，亲戚也能吃得津津有味，直夸奶奶做的老白酒有劲

道，虾糟鲜美。

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常常有朋友请我上馆子，冷

菜、热菜摆了满满一桌，但这时我总会想起奶奶做的老

白酒和虾糟，那味道似乎还唇齿留香呢。

冬
日
里
的
老
酒
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