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腾飞的丰台区，在这里，山和水、文化和历
史、乡土和科技、人文和建筑都在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新
的舞台。它的美，正在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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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遇见沸腾的武夷

在
这
片
热
闹
的
土
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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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语晨 文/摄

想象一个未曾到过的地方，于我而言，
常常是借由气味或文字。

武夷山亦不例外。
十几岁时，跟着爱茶的父亲喝茶，第一

次闻到沸水冲泡岩茶的满室芳香，就醉在了
这与武夷有关的独特气味里。那香味不同
于绿茶的清新与红茶的甜柔，似花草，似林
木，又似山间潮湿的云与雾，一层层地缠绕
在鼻腔与唇齿间。不禁好奇，孕育出如此茶
香的究竟是一片怎样的土地？

而勾起我对武夷山向往的文字，则来自
婉约派词宗柳永。柳永一生行旅，遍历汴
梁、巴蜀、苏杭，而他抒发羁旅之思的诸多词
作中，念念不忘的仍是武夷山间的家乡。当
读到“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
收。”这样的词句时，很难不去想象，让柳七
郎魂牵梦萦的故乡，究竟是哪般模样？

今冬，武夷于我，终于不再是遥遥的想
象。跟随“发现武夷之美——中央媒体副刊
采风行”的脚步，在丹山碧水间行走一遭，才
发觉，武夷山的气味与文脉果然醉人——纵
使早已返程，林子里苔藓与茶花的味道依然
那么真切，摩崖石刻上的言语勾起的遐想还
在飞扬。

而武夷山的惊喜远不止此。我看到、嗅
到和触摸到的是壮美的景、醉人的香，更是
沸腾了千年的生机与文明。

初见，烟火升腾

刚到武夷山，走出机场的第一感受，除
了远处山影与葱绿树木带来的南国秀润之
感以外，更多的则是湿冷的“魔法攻击”。虽
然此前也多少见识过南方的冬日，但闽北的
寒意还是超出了想象，毫不留情地渗入骨
髓，让人连欣赏美景的兴致都消减了几分。

然而，当第二天踏入武夷山茶博园，参
加这里举办的“薪火试新茶·围炉趁年华”
武夷山首届全国围炉煮茶节时，心目中对
武夷山的初印象瞬间从“寒冷”变成了“沸
腾”。恰逢冬至日，茶博园的圆形广场上摆
放着数十张桌子与炭炉，上百名中外嘉宾、
游客围坐其间，守着一壶热茶，将柿子、红
枣、红薯和各色坚果放在烤网上，谈天说
地，好不热闹！

加入其间，坐下来才发觉，抬眼一望，著
名的大王峰恰矗立在不远处。面前，则是沸
腾的茶汤倾泻入杯，烤架上的果子不时发出

“噼噼啪啪”的声响，煮茶的小姐姐身着雅致
长袍，与我们细说武夷岩茶的前世今生。舞
台上，舞蹈《斗茶》重现朱子当年和“四方士
友”登临五曲的“茶灶”煮茶品茗的场景。

置身青山之间，舌尖翻滚着沸腾的大红
袍，再加上难得的阳光，哪还有一丝寒意？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到了
武夷山，对这句诗的体验，便从画面变成了
真切的温度。

沸腾的不只是茶汤。从茶博园一直行
至不远处的宋街，一路上，你都能见识到武
夷山人骨子里那如火的热情，就像这里四季
常绿的树木一样，那热爱生活的劲头，不会
在凛冬消减半分。四处可见的茶肆与店铺
间，不少周边居民自带工具、支起桌子围炉
煮茶，我这游人的心，也被处处升腾着的烟
火气充盈。走着走着，总有店主喊话：“天
冷，喝一杯热热的姜茶，马上就暖起来啦！”

在亲切的喊话声中坐下来，一边品尝大
红袍煮出的茶叶蛋，一边听店主讲起这“大
红袍”这个名称的由来——在武夷山的天心
寺住着一位方丈，有一天，一位进京赶考的
书生了路过此地，因身体抱恙病倒在寺庙
前，方丈见状用九龙窠的一种茶治好了书生
的病，才得以让书生能参加科举考试。书生
后来中了状元，特意回到天心寺报恩，他将
皇帝御赐的大红袍披在九龙窠的茶树上，于
是，名为“大红袍”的神茶从此就传开了。

原来，这名满天下的大红袍，竟也拜武
夷山人的热心肠所赐。此刻，忽然理解了一
位同行记者的话：“喝茶，从来不是独乐乐的

事情。”武夷茶的精髓，似就在这人与人的温
情慰藉间。

不禁对武夷山的人与茶都多了几分亲
近与敬意，也更好奇，这山这水，这人这茶，
还蕴藏着多少我所不知晓的故事……

访茶，步步生机

南方有嘉木。
不到林深处，如何能见到那孕育嘉木的

土地？
在大巴车上，沿着穿过武夷山国家公园

的盘山公路行进时，我舍不得小憩，目光一
刻都没有离开窗外奇绝的风景——

道路两边的山体由整块的巨大岩石构
成，上面生长着极高的、我叫不上名字的树
木，湿润的青苔覆盖在岩石之上。山下是汩
汩流淌的溪涧，日光直直地照向水底的石
头，流动的水光又反过来映在山体之上。不
时有硕大的白鹅三三两两在溪涧间游走，丝
毫不惧怕公路上的车辆。

家乡在太行山脉东南麓的我，对山间景
象并不陌生，却被武夷山脉的独特风貌深深
震撼。自然，与北方山脉冬日的枯寂相比，
南方山脉的毓秀润泽自然更令人动心。然
而，武夷山冲击我内心的，是山间那壮阔的、
强悍的、势不可挡的勃勃生机。

这是需要贪婪地动用一切感官来感受
的地方。每一步，都是惊喜。红星村，有月
亮湾那流动不息的长长水幕，壮美却不失
轻盈；武夷山著名的“九十九岩”之一的三
才峰上，生活着数十种鸟类，暗绿绣眼鸟、
栗背短脚鹎、翠鸟、白鹭……它们斑斓的色
彩与身影，让久居城市的我们目不暇接，惊
叹连连；而登上先锋岭上的瞭望台，远处便
是绵延 1000 多公里的黄岗山-大竹岚断裂
带，日光照在断裂带两侧的山峦间，从谷底
到山峰说不清有多少种不同层次的绿色映
入眼帘。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监测站的工
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
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
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由低到高依次分布有
五种植被类型。

很难想象，中生代的火山喷发和地质运
动给这片大地带来了什么，撕裂的创痛中，
竟孕育出奇特的丹霞地貌与一个惊艳世界
的巨大物种宝库。通往瞭望台的楼梯外面，
有一个据说已经存在多年的鸟窝，似乎是这
里多样生命的一处注脚。

在旷古的震撼中还未回过神来，我们已
经到达访茶的终点——桐木关。这里是武
夷山北部断裂带上的垭口之一，是赣闽两省
交界、兵家必争的险关，也是世界红茶的发
源地。由于海拔高，湿气重，前些日子下雪
凝成的雾凇还包裹着树梢，似一个玲珑剔透
的神仙世界。

500多年前，这里的制茶世家江家机缘
巧合地制出了红茶。相传明末清初时，一
队官兵途径桐木关，晚上睡在了刚刚采摘
的茶青上。官兵离开后，原本做绿茶的茶
叶已变质发红。江家祖先心急如焚，只好
将已发酵的茶叶反复揉搓，并用桐木盛产
的松木焙制。茶叶吸收松烟后，蕴散出独
特的松烟香。如此加工的茶叶，家人乡党
都不愿饮用。江公无奈，只得将茶挑到几
十里外的星村贱卖，没想到第二年便有人
以数倍的价钱订购此茶。于是，世界上最
早的红茶诞生了，并在此后经由荷兰商人
的贸易，风靡世界。

其实，在到访桐木关之前，一路上惊人
的生机已令我丝毫不惊讶，这方水土能够孕
育出怎样神奇的滋味。然而，红茶诞生的故
事给了我访茶途中的又一次惊喜——茶之
于武夷山人，哪里只是命运与自然的恩赐
呢？唯其创造与韧性，这茶叶滋养的文明才
能沸腾至今吧。

寻古，经年回响

一溪贯群山，两岸列仙岫。
若没有九曲溪的相连贯通，武夷的山景

恐怕要逊色许多。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乘

上竹筏，泛舟水上。
水上的武夷山，相比林中的武夷山多

了几分闲适，随处可见的是跃出水面的小
鱼和在岩石上踱步晒太阳的白鹭。不过，
峰回水转间，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那些奇
形怪状的岩石，以及上面来自幽远岁月的
摩崖石刻。因此，本以为竹筏线路是另一
个角度的山水之遇，却不想倒成了一趟山
水间的寻古之旅。

“你们看，那块岩石像不像一只猿猴的
头？”“这里呀，是当年《西游记》拍三打白骨
精的地方。”……伴着竹竿触碰水底石头的
声音，撑筏的小姐姐如数家珍地讲述着——

石上，有或凄美或绮丽的神话。竹筏
从三曲行至二曲时，水岸右侧的岩壁上，出
现了“镜台”两个大字。这与大王和玉女的
爱情传说有关。大王与玉女相爱被天帝所
反对，将二人化作石块，并在二人之间设下
横亘的屏障。王母娘娘却怜惜爱女，抛下
一方宝镜在玉女峰之侧，使二人得以在镜
中相见。

石上，有文人忧国忧民的省世之思。“镜
台”二字虽有民间传说，但经后世学者考证，
其题写者为明嘉靖年间的建州刺史谢上箴
和建阳知县冯遥科。他们有感于嘉靖年间
奸相掌权的朝野乱象，希望无论是出仕为官
之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应有明镜自省，以正
其身，于是在岩壁上刻写“镜台”二字。

石上，更有这方土地上繁盛绵延的生产
与生活记录。一处崖壁上，刻着“应接不暇”
四个字。明清之际，武夷山茶叶经由水路向
外运输，九曲溪是必经的水道。而每年贸易
繁忙之时，拉船的纤夫忙得不可开交，于是
在岩壁上刻下“应接不暇”四个字。

恰在不远处，一处老旧的码头进入我们
的视野，撑筏的姑娘说，那竟是曾经“万里茶
道”的起点！望着今天已经沉寂的码头，此
前在武夷山市博物馆读到的历史似浮现眼
前：每逢收茶时节，商贾商船络绎不绝，船上
载着的红茶与岩茶，经由九曲溪，向北至汉
口、入长江、经樊城、抵山西，一直穿过沙漠
戈壁，到达俄罗斯的恰克图，再转至欧洲和
中亚各国。

不禁恍惚，收茶叫卖声、船桨击水声、内
陆驼铃声，仿佛交杂着回响在耳畔，迟迟不
绝。这小小的码头，山间的茶叶，开启的竟
是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热闹了几个世纪的商
贸通道，联通的竟是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融
合的友谊纽带……

船行至九曲，也是我们话别武夷的时
候。遥遥望去，那满是岁月痕迹的巨石与古
木，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似我一般，仅匆匆
一遇便醉在武夷山水间的过客。而它们依
旧不老，守望着这岁岁年年升腾不灭的烟火
人间。

■ 郭秀景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青年杜甫登上
泰山顶，远眺祖国大好河山，心生感慨时写下的著
名诗句。当我站在200米高的丽泽云客厅环视四
周，俯瞰脚下的丰台大地，360度无遮拦的环形视
线，把北京市丰台区的境貌尽收眼前：一座座拔地
而起的高楼，一处处山清水秀的生态公园，连接八
方的交通干线……不禁被这日新月异的变化、蓬
勃向上的生机深深感染，深刻体会了杜甫这句诗
的内涵。

丽泽云客厅位于丽泽 SOHO 大厦的 52 层，
是丽泽SOHO异形中庭、空中连廊、鱼鳞式幕墙
等众多吸睛之笔中的一处。丽泽SOHO 是世界
著名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的绝笔之作，一经出
世，就斩获“世界十大绝美建筑”“2021年全球最
佳高层建筑奖”等诸多世界殊荣。独特的 DNA
双螺旋结构耸入蓝天，与白云相牵，夜晚更似天
空之眼，注视着这繁华的世间。仅是一栋建筑，
竟然能把遗传学密码和视觉欣赏做到完美结合，
让人不得不赞叹设计师的独具慧眼，更会感慨知
识的相通，艺术的无界。只要时机合适，它们就
能融会贯通。

自 2019 年 11 月投入使用以来，丽泽 SOHO
以它的大气格局和独特魅力成为丽泽商务区的标
志性建筑，吸引着众多爱美人士纷纷前来打卡。
丽泽商务区是丰台区向高端科技领域进军的新视
线，2008年10月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仅仅15年间，
这片昔日的城乡接合部就化身成了高端金融产业
园，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那一栋栋高楼，取代
了当年的许多低端产业和私搭乱建，吸引了银河
证券、中国广电、东兴基金、长城资产、华为中国区
总部等上千家企业巨头在此落户。

丽日蓝天下，向西远眺，千灵山、鹰山、狼坡顶
只有咫尺之远，它们峰峦叠翠、沟壑绵延，左看像
佛像，右看像马鞍，此起彼伏，把平坦的丰台大地
凹凸成了灵动的画卷。依山而建的千灵山风景
区、北宫森林公园、鹰山森林公园已成为丰台区有
名的亲近自然的休闲乐园。千灵山是京西南第一
崇山，在这里佛教、道教、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相映
成趣，佛像、碑刻、佛塔、石井已成为它的通行名
片。北宫森林公园是距离市中心最近最大的国家
森林公园，园内坡峰错落、林木茂盛，有色彩斑斓
的枫林路，有悬岩绝壁的地震断裂带，有形似宝塔
的紫荆山。作为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举办
地的北京园博园，建园时把鹰山森林公园收入囊
中，自2013年5月18日隆重开园以来，管仲老人
家著名的“十年树木”名言，再次在这里得到了应
验。如今园内草木葳蕤，绿叶繁茂，银杏大道成了
一道斑驳潋滟的壮丽景观。

紧临西部山区的永定河，如绿色缎带横穿丰
台地面，在这里，河面旖旎婉转，忽而形成恢宏容
颜，忽而娇柔纤纤。从上至下，园博湖、晓月湖、宛
平湖一脉相牵，晓月湖地区更是达到500多米宽
的河面，恢复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展现
了“皓月、碧水、名桥、古城”的岁月静好，更有了烟
波浩渺似江南、鹳飞鹭鸣戏水边的缱绻。第一次
认识永定河是在1998年，那年春天，邻居带我去
河边挖野菜，那时的它荒草丛生，沙石裸露，平缓
的地方多处被建成了高尔夫球场，我以为只是一
条干涸的人工渠，一问才知道它竟然是北京的母
亲河，而且还是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
著名桑干河的下游，看着这样的母亲河，心中当即
涌出草长莺飞渠已干、空留历史思念的惆怅。
2021 年，没想到 865 公里的永定河重新全线通
水。河东岸的晓月郊野公园、绿堤公园，再加上河
西边的园博园成为永定河流经丰台段的最好戏水
乐园。公园与湖泊相映相牵，“永定河，出西山，碧
水环绕北京湾……”的童谣美景复现。

丰台水系发达，区域内大大小小 40 多条河
道，如今每一处都是厚积薄发，展现出了春日繁花
香两岸、夏日绿荫遮燥天、秋日沿河结硕果、冬日
滑冰新乐园的崭新容貌。

从丽泽云客厅向南眺望，不远处就能看到一
片绿色的“海洋”，那就是以“揽天下奇花异草，聚
世界经典园林”著称的世界花卉大观园，它是北京
市四环内最大的“AAAA”级植物园，也是标志丰
台区科技应用与生态发展密切关联的经典示范
园。在这里，所有的花卉种植都脱离了以往常规
手工操作模式，全部采用电脑自动控制。七个大
温室内，收集收纳了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各
种奇花异草，品种之多，涵盖之全，应有尽有。和
世界花卉大观园毗邻的是因种植花草闻名遐迩的
中国花木之乡——花乡。走进花乡，空气中处处
洋溢着花的芬芳，在这里，一年四季各种花卉次第
开放，街道上、小区中、庭院里、小路旁，玉兰、芍

药、牡丹、月季、连翘等争奇
斗艳。自古以来，花乡种植
的花卉装扮着北京城，美丽
着千万家，在这里，有大大小
小各类花卉市场十几个，它
们把美丽的鲜花送去寻常百
姓家，把花乡培育的花卉销
往全国多个地方。花乡的花
卉还多次登上北京奥运会、
冬奥会、“一带一路”、中非合
作论坛的重大会场。

而莲花池公园，则是一
处 古 老 的 名 胜 ，距 今 已 有
3000多年的历史。北魏郦道
元在《水经注》中都有记载，
称这里为“燕之旧池”“亦为
游瞩之胜所也”。夏日荷花、
冬日庙会是公园里的两大品
牌文化。每年盛夏，这里有
1.5万平方米以上的莲花、300
多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
最盛时节，既有“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恢
宏气势，又有“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情
画意。

成形的生态公园为丰台
增光添彩，正在建设中的南
苑森林湿地公园，在丰台区
的占地面积为15.6万平方公
里、2.3 万亩。建成后，作为
展现首都生态文明成就、引
领首都绿色发展、传承文化
脉络的重要示范地区，将会
恢复泡子湿地加林地的生态
基底，为野生动物繁衍栖息
创造生态条件，再现昔日南
囿秋风、水草丰美、晴天碧
树、陂塘燕影的历史风貌，形成一步一景，鱼翔浅
底、沙鸥翔集的南部生态“绿肺”。

新修建的北京丰台站，是亚洲最大铁路枢纽
客站，位于丽泽商务区的西南边，它是现代科技、
人文、环保在交通领域的完美呈现，作为新时代铁
路客站集大成之作，是国内首座双层车场重叠设
计的火车站，顶层高铁与地面普速并行，地下还穿
行有地铁，立体的交通无缝衔接，让换乘非常便
捷。北京丰台站、北京南站、北京西客站，还有即
将建成的丽泽航站楼，串起了丰台天上、地下四通
八达的交通线，不仅连起了北京城的各个方向，还
通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新丰台站建成后，重视
历史，喜新念旧的丰台人保留下了原来的旧车站，
让这座始建于1895年，北京城内最早的火车站见
证丰台的发展，也让今天的丰台人记住历史，记住
幸福生活的绵延。老站与新站并存，历史与现代
共鉴。

像旧丰台站那样，在这片有情怀的土地上，尊
重历史，爱好文化的丰台人保存了大量的古迹。
这里有位于永定河西岸的千年古镇长辛店，旧时
它曾是进出北京西南的门户。20世纪初期，红色
的种子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希望，推动了中国工
人运动第一次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孕育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被誉为“北
方的红星”。在它的五里长街上，至今保留有留法
勤工俭学预备班、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等一
批红色旧址古迹；这里有修建于800多年前，在抗
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篇章的卢沟桥，桥上那一个
个形象逼真、憨态可掬的小狮子栉风沐雨守护着
这片土地；这里还有建于明代，已有 380 多年历
史，保存完整的宛平城，它同卢沟桥一起经历了

“七七事变”的腥风血雨。厚重的历史让我们引以
为傲。

位于世界公园旁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
在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5年，距今有2000 多年
的西汉广阳倾王刘建的地下宫殿原址上建起来的
博物馆。2023年5月30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的北
京丰台新宫遗址，是北京市区首次发现的夏商周
遗址双环壕聚落遗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年代为公
元前1500至公元前1300年，这一发现必将把丰台
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一个新的时期。

这是一个腾飞的丰台区，在这里，山和水、文
化和历史、乡土和科技、人文和建筑都在以崭新的
姿态登上了新的舞台。它的美，正在继往开来。
它的明天，必将以蓬勃向上的姿态“倍增追赶、跨
越发展”，在北京的版图上、在中国的发展史中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

遥遥望去，那满是岁月痕迹的巨石与古木，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似我一般，仅匆

匆一遇便醉在武夷山水间的过客。而它们依旧不老，守望着这岁岁年年升腾不灭的

烟火人间……

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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