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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入茶，是中华茶饮的一大特

色。栀子花茶的制作恰逢盛夏，满足

了人们消暑提神的需求。

栀子花茶属于再加工茶类，栀子

花本性偏寒，需选择性质不一样的茶

与它搭配。与栀子花浓香相配的茶，

茶性不宜过香，要在滋味上经得起

考验。

栀子花茶发轫于金坛民间、流传

于金坛民间，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栀子花与茶的结合源于偶然。早

在南朝，茅山祖师陶弘景就发现了茶

的药用价值，用以养生。而在南宋，端

午、芒种之时，金坛民间就有清供栀子

花的习俗，也有将花瓣作为饮食的传

统。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记载：“旧访

刘漫塘宰，留午酌，出此供，清芳极可

爱。询之，乃栀子花也。采大者，以汤

灼过，少干，用甘草水和稀面拖油煎

之，名檐卜煎。”刘宰，号漫塘，是南宋

时的金坛乡贤。后来，茅山道人无意

将栀子花朵与茶叶混放，茶叶意外香

甜，从此传开。

清末民初，茅麓农林场培养出了

一批本土的专业炒茶师。他们吸收

前人的成果，采取窨制法，让茶叶对

花香的吸取更加均匀和充分，栀子花

茶制作技艺由此而完善、成熟并流传

至今。

发源于金坛民间的栀子花茶，其

茶胚选用金坛特产绿茶——茅山青

锋，其口感清爽高雅，滋味鲜醇，是其

它茶无法取代的。配料选用本地常见

的栀子花，一般在端午前后制作。栀

子花与茅山茶完美结合而成的栀子花

茶独一无二，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

栀子花茶制作技艺，即将茶叶与

栀子花进行拼和、窨制，使茶叶吸收花

香，花香不盖过茶香，茶香里透着花

香，花与茶相得益彰，造就一款品质上

佳的花茶。该技艺已入选第七批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栀子花泻火除烦、清热解毒，由它

制成的茶，外形条索细紧重实、汤色如

琥珀，滋味古朴醇厚，香气清高幽长。

打开茶包便能闻到扑鼻浓郁的栀

香，干茶黑褐，匀整均匀，光泽油润。

茶汤橙黄明艳、清透，入口是极具辨识

度的栀子软香，浓醇饱满，花香浓郁，

喝完却只有茶的味道。第二口又被花

香裹袭，香浓不烈，滋味爽甜不腻，味

道清冽鲜灵。

可用 90度左右的热水冲开，浸泡

5-10 分钟，等到水温降到 60 度左右，

花香在低温状态下怡然散发，更能感

受花香茶香的曼妙。茶味淡了，栀子

花香还丝丝存在，是窨制工艺的美妙

之处。炭火烘干中和了栀子花的寒

气，也更耐存放，保存得当隔年喝也没

问题。

（来源：金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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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 向 大 众

读者普及心理

学知识，作者借

用英国文学经

典《柳林风声》

的故事主角，让

蛤蟆先生和他

的朋友们再次

登场，演绎了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

使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

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

发生。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好 书
推 荐

内容简介：

本 书 以 中

小学统编语文

教材中的课文

为“向导”，引申

原著进行解读，

并精选国内外

30 余个具有代

表性的山水风

光与旅行胜地，让读者切身感受经典

作品中的独特风景，带领读者走出课

堂，认识大千世界。

《跟着课本去旅行》

内容简介：

当 代 文 学

大家史铁生的

长篇哲思散文，

从生命的困惑

与痛苦出发，对

所处的世界和

时代进行审视，

对人生意义和

精神寄托不断追问。全书分为六部

分、243则，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探索种

种人生命题。

《病隙碎笔》

内容简介：

一 千 多 年

来，“一骑红尘

妃子笑，无人知

是荔枝来”引发

了人们的无限

遐想。鲜荔枝

的保鲜时限仅

有三天，这场跨

越五千余里的传奇转运之旅究竟是

如何达成的？是谁让杨贵妃在长安

吃到了来自岭南的鲜荔枝？作者就

此展开了一场脑洞大开的想象。

《长安的荔枝》

夏吹凉风最清爽，夏啜杨梅最

怡人。

屋子旁边有一棵硕大的杨梅

树。清晨雨后，红红的杨梅在青色

的天幕下显得格外圆润可人。熟透

了的杨梅红得发紫，肉汁欲滴，惹人

垂涎。

看着看着，忍不住摘一颗杨梅

放入口中，牙齿只轻轻一咬，顷刻

间，唇齿之间便被甜汁盈满。甜之

极处有一丝淡淡的酸，使得这种汁

水有一种独特的甜味。这种甜味最

是亲切，最是怡人。

午后，骄阳似火，热气难耐，吃

几颗冰镇杨梅解暑，甚是快哉。把

杨梅洗干净，置于冰箱冷藏。干活

回来，口干舌燥，于冰箱取来杨梅食

之，沁入心脾，如饮甘露。坐在藤椅

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吃着杨梅，

自是惬意。如此，山野乡村的生活，

也就多了几分逍遥。

夏夜，月光如水，听着虫鸣煮

一罐酸梅汤，未尝不是一件悠然自

得之事。把杨梅和冰糖放入瓦罐，

加以清水，文火慢熬。期间，取一

本书，坐在院子里闲读。听夏虫唧

唧，闻梅子清香，不经意间，身心已

融入了山野，徜徉在如水的月色

之中。

书翻一半，酸梅汤已成。盛一

小碗，轻啜，酸甜可口，温润香软。

酸梅汤里有山野草木的味道，还有

夏日的灼烈。袅袅的热气，飘散在

整个院子，花月虫草皆闻之。醉的，

又何止我一人？

将剩下的酸梅汤搁凉后放在冰

箱里冷藏。次日，取来饮之，其味，

妙不可言。

劳作之余，啜一口冰镇酸梅汤，

就能消除疲劳，提神醒脑。那种清

甜的冰凉，入口后，会觉得有一抹绿

意正在心里发芽生长，并蔓延至手

梢、足梢、发梢。慢慢地，你的眼里

就会出现一片绿意葱茏的梅子林。

你甚至还会不觉吟出：“黄梅时节家

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如此，平淡

无奇的乡野，就会多了几许禅意，几

许诗心。

杨梅的做法还有很多种，比如

做成杨梅酱、杨梅干、杨梅酒等。每

一种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和风格。每

吃一种，都有不同的心境，都会带来

不同的愉悦和感悟。

啜一口家乡的杨梅，饮一碗家

乡的酸梅汤，一如苏东坡笔下的鲜

笋、生蚝、猪肉，有浓浓的乡土情，也

有岁月里的恬淡与妥帖。

夏日里，啜几口杨梅，让味蕾沦

陷，让心绪放飞。在南山下、东篱

上，悄悄种下清欢。

夏啜杨梅最怡人
□ 尹晓华

芳 草 萋 萋芳 草 萋 萋

华罗庚往来书信系列（十）

编者按：本期“弘扬华罗庚精神”专栏刊登内容为：华罗庚 1966年 3月 18
日写给南京大学教授包雪松的信。

包雪松教授曾在国家资助下留学德国，后回国加入南京大学计算数学

教研室。从 1962年开始，国家陆续召集了众多人员参与“两弹一星”研发。

“两弹一星”工程需要对核物理学家设计的理论方案和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

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这让计算数学科学家有了用武之地。包雪松教授

与南京大学另外四名计算数学专业教师一起参加了此项伟大工程，这是当

时国内高校界参加最多的一批计算数学队伍，他们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雪松同志：

1966年春，在南京、无锡两役中，共同战斗，共同学习，得益匪浅，心有所

感，聊赋数行：

皑皑山头雪，亭亭岭上松。

严寒何足惧，挺秀处东风。

一心为祖国，一意为大同。

怕累非好汉，怕死岂英雄。

苦干兼巧干，思想永远红。

何辞高万仞，风光在险峰。

华罗庚

1966年3月18日，无锡

致包雪松

金坛区档案馆供稿

到茅山
□ 周玉庆

很小的时候，每当太阳西下，我

总会倚在大门口向西眺望，山脉隐

隐约约，很远也很高。落日从山的

那头喷发出霞光万道，美丽耀眼。

每每此时，母亲就会用手指着那座

大山告诉我，它叫茅山。她还告诉

我，那座山最高且尖的山峰就是茅

山的大茅峰，此外还有二茅峰和三

茅峰。三座茅峰左边像台子似平平

的山叫方山，再往左看是人们常说

的丫髻山。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家乡有

座很大很高的山——茅山。

第一次去茅山是在县城读高中

的时候。1974 年的春天，读高二的

我和同学参加学校组织的军训野营

拉练。那天，我们一早排着整齐的

队伍出发，沿着金溧公路途经后阳、

朱林的铜板桥以及花山的九江口，

一路上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歌声

嘹亮。但当我们路过薛埠集镇后，

本来还算整齐的队伍就越拉越长

了，有同学开始掉队。30 多公里的

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一上午，等到达

目的地茅东林场时个个精疲力尽。

在茅东林场，我们聆听了茅山地貌、

茅山革命斗争史相关介绍，参加了

林场采摘茶叶劳动，还开启了登顶

山峰的挑战，不登山峰誓不罢休。

当晚，我们宿营茅东林场，那晚我睡

得特别香。

第二次去茅山是十几年后从部

队转业回来之后。同我一起的除了

爱人和年仅四五岁的儿子外，还有

我的母亲。儿子年纪尚小，却非要

自己爬上山，满头大汗的样子非常

可爱。年迈的母亲登顶茅山，在大

雄宝殿祈福全家平安幸福。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会去

茅山。在我眼里，茅山不仅高而大，

更是美得让人陶醉。

茅山，中国道教圣地，每年都

会迎来大批游客祈福。茅东水库、

海底水库、向阳水库，大大小小的

水库星罗棋布，碧水蓝天和宜人的

空气让人心旷神怡。东方盐湖城、

茅山森林世界、花谷奇缘，三大景

区各有特点，让人流连忘返；樱花

园、茶博园、一号农场、京东釆摘

园、上阮村、仙姑村，像一颗颗灿烂

明珠嵌刻在巍巍茅山，发出迷人耀

眼的光亮，美不胜收；茅山云雾茶、

茅山青锋茶、茅山雀舌茶香飘万

里，名扬远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茅

山，是金坛闪耀璀璨如明珠般的

存在。

金坛城河畔

他把晒出去的衣物

收回来，就泡一杯清茶

展开一张稿纸

等待一阵凉风

吹开窗户的透明

看粉红的太阳花瓣微微扇动

一片积层云闯入眼帘，带来了

无声无息的雨丝，沁心透骨

从仙人掌语言的尖刺上落进嫩黄的花朵

如果一位少女从这儿路过

你会淋湿她的石榴裙吗？

石榴树上早已点燃了一团火

（一） （二）

把闹铃调到静音

好让雨点直接进入梦境

雨在楼顶私语

不知它们说些什么，只感觉

它们像欢跃的孩童

它们从楼顶跳下来

落到窗外晾衣杆上

一种声音透进我舒展的骨缝

鸣鸟掀开湿湿的睡衣

对楼那排盆景的艳绿

正在语言和诗意之间闪烁

这些银丝般的精灵

□ 张留生

岁 月 流 歌岁 月 流 歌
夏雨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