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8日/星期四/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朱光宇/美编 郭子君/校对 余燕红黄颖琳桂晴 A16
【花地·海湾】

犹闻酥饺香

西
堤
公
园
，穿
越
时
光
的
记
忆
□
杜
祝
珩

□邱宝瑜

诗
意
东
溪

□
林
黛
敏

呷
茶
去
□
黄
晓
聪

汕头文脉·花地海湾投稿邮箱：ycwbst@163.com

在潮汕地区，“呷茶”是每个人
的口头禅和生存方式。只要到对
方家里，哪怕是去吵架，进门都会
煮水泡茶，先说“呷茶，呷茶，再办
正事！”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情景，
都很难阻止一个潮汕人泡茶。只
要有潮汕人在，就可以把茶喝到天
涯海角，喝到天荒地老……

在潮汕，目之所及都是喝茶的
人和茶店。把茶喝到极致的也是
潮汕人，在这里人们把茶叶称为茶
米，可想而知，茶对于我们来说就
是一日三餐。茶迷们能够把那一
堆堆黑不溜秋的茶叶整成一场场
嗅觉和味觉的饕餮盛宴。

对于无茶不欢的喝茶人来说，
一桌美味佳肴远不如一泡好茶有
吸引力。我身边就不乏有这样的
茶客，她们把喝茶当成人生一种莫
大的享受，时刻都离不开茶，走到
哪里，其他可以不带，茶具、茶叶可
是一件都不能少。无论在高铁上
还是在酒店里，站稳脚跟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泡茶，像同学牛姐，她的
茶从山溪小涧喝到飞机高铁，从棉
城后湖喝到内蒙古大草原。对于
嗜茶如命的她而言，茶像空气，没
有就活不了！

我有群老同学，一个个都是
资深茶客。很多时候一泡好茶就
像一个集结号，一吹大家马上从
四面八方汇合。不久前，汕头一
位同学在群里说有一泡极品茶叶
——武夷星的百谷猫耳石肉桂，
潮阳的茶迷听后二话不说就出发
来汕头“呷茶”。

为了不辜负这泡醇香甘甜的
茶叶，她们喝得极具仪式感。首先
是将茶碗用开水烫热，把茶倒进茶
碗，盖上盖子，用力摇一摇，然后把
鼻子凑近茶碗再慢慢打开盖子，叫
醒嗅觉深深吸、慢慢咽。牛姐眯着
眼睛，深吸一口，看得出非常享受；
娜姐直呼：“香，无法形容！”芳儿干
脆尖叫起来：“我迫不及待想喝一
杯。”最陶醉和最有表现力的是“老
姨”，只见她闭着眼睛，靠近茶碗深
吸气，袅袅茶香从鼻子进入喉咙，
进入胸腔……她循序渐进般陶醉
的样子，我们似乎能感觉到那股茶
香穿过她的喉咙，慢慢进入她的体
内，五脏六腑都茶香萦绕，看她闻
茶真的是一出精彩的大戏！

大家都太会玩了，茶还没喝
上，前奏已经是一出大戏了，这也
许就是一起品茶的妙趣吧。当开
水倒进茶碗，一股浓郁的茶香弥漫
在整个房间，我不太善喝茶，闻这
茶香已经很满足，真的是“碧波荡
漾一抹香，茶不醉人人自醉”！冲
出来的茶汤橙黄明亮，气韵悠长。
大家争先恐后地端起杯，看喝茶的
架势就知道回味悠长，我也举起茶
杯，轻啜一下，入口慢品，茶汤在口
中回旋，滋味醇厚，岩韵明显，顺滑
回甘。嗯，真的像巧克力的广告词
一样，纵享丝滑！

其实，喝茶除了品鉴茶叶好坏
之外，仪式感更能影响人的心情。
所谓禅茶一味，不过是关注当下，
活在当下，和相处不讨厌的人找个
地方，让身心同时一歇。喝茶也讲
究茶缘，一泡好茶遇到有缘的人，
不，就算一泡普通的茶，遇到同频
共振的人，凑一起也能烹煮出一场
味觉和嗅觉的盛宴，让彼此都心满
意足、神清气爽。大家都珍惜和享
受每一次一起喝茶的机缘。“有时
候一泡好茶，一个人独品，既浪费
也觉得无趣，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分享，真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
事。”好茶的主人如是说。

喝茶是享受，喝好茶更是爱茶
人的一大乐事。当然，不可能每天
都能喝上这样的好茶，也不可能每
次喝茶都有喜欢的人一起品茗，但
不强求，不刻意。好朋友就像茶，
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与水倾心相
见，再握手相许，无论是茶香还是
水澈，虽然早已不分彼此，但彼此
包容和成全，这也是“呷茶”的情怀
和精髓，每个潮汕人都懂。

闲时喜欢到外砂东溪逛逛书
斋，看似无意的闲逛，其实可能
就是嵌在灵魂深处的一种喜欢
吧。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会把

“清风明月”“雨燕衔泥”这些诗
意的字眼和书斋挂上钩。穿行
于此，感受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尘
封的历史文化故事，引发我们对
潮汕书斋文化“摅怀旧之蓄念，
发思古之幽情”。

三年前也是到东溪走街串巷
寻觅书斋，从长寿庵里的小香山
别馆，走到十里榕堤，在古寨门的
转角处，有一座叫“榕荫小筑”的
书斋引起我的好奇。征得主人的
同意后，拍了几张书斋相片，投稿
到电视台被采用，并获得了 100
元的移动话费。从此我一发不可
收拾，短短一年间，所拍的汕头地
方特色小片竟被电视台采用 90
次，这是我的小骄傲，也让更多人
知晓外砂的书斋文化。

外砂东溪村文化氛围浓厚。
从清朝中期开始，由于农业和手
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
日益繁荣, 东溪人依靠船运业
或外出经商相继发家致富，这些
都为人文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耕读世家”“书香门第”在社
会各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
而优则仕”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文化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精神
上的追求，使一些文人产生了要
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的需求，
书 斋 就 是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产 生
的。致富的东溪人营造宅屋时
都不忘构置书斋，“延宾教子，以
冀成名”。小小的东溪出现几十
间书斋，成为潮汕地区罕见的

“书斋村”。
因为村中书斋众多，一位能

人就把书斋串名成诗：
倚南寄傲四时乐，友竹友兰

养花天；
鸣乐两琴挹友月，耕渔钓月

继辋川；
榕荫绿槐梧百尺，亦云听莺

小香山；
蓬东明新可读处，虫二风月

去无边。
这首普通的七言诗镶嵌了东

溪村的 24个书斋名，依次是：倚
南、寄傲、四时乐、友竹、友兰、养
花天、鸣琴、乐琴、挹月、友月、耕
渔、钓月、辋川、榕荫、绿槐、梧
园、亦云、听莺、小香山、蓬东、明
新、可读处、虫二、风月。

这些饶有情趣的诗意书斋
名，寄托文人的情怀，以表明志
向，或自警自勉，给人以有益的
启示。

今年年初，二姐的东溪同学
圆姐到我家茶叙，无意间谈到
《记住外砂》这本书，她说她很喜
欢看里面各个村的故事，整本书
已看了三遍，特别是讲东溪村的
故事，更看了无数遍。我听圆姐
讲得生动有趣，加入“听古”的行
列，聊着聊着，就和圆姐讲到东
溪的书斋。我问她：“东溪的书
斋现存哪座最完整？”圆姐说：

“梧园。”于是，我和圆姐相约去
梧园参观。

梧园坐落于东溪村宫前池西
边，是一座典型的潮汕“下山虎”
建筑，建于清代，距今 100多年，
是一座文人庭园。梧园占地接
近一亩，在有限的空间营造无限
的生态环境，所谓瓦、檐、廊、柱、
厅、亭、厝头角，只要造化之精
生，就无不惟妙惟肖地挈来落于
其间。

初遇梧园，西化的外门上，
依稀可见青绿色“梧园”两个俊
秀的字，两边门柱上写着藏头
联：“梧高百尺棲鸾凤，园阔三弓
养鹿麋。”诗意的对联让人产生
无限的想象。穿过门廊的花窗，
至正门处，门楼刻着正楷“儒林
第”三个字，端庄平易，两旁是

“梅兰竹菊”四君子壁画。
进入正门，眼前是宽敞明亮

的院子，左、右侧各一厅两房，左
厅叫下厅，右厅叫正厅，一排木

雕闪门，质朴古典，透出时光的
味道。正厅两边房子的窗户上，
人物壁画栩栩如生、眉目传神，
场景是雅集式的郊游畅聚，陶然
世外的别致情景，反映出文人内
心深处对亲近自然、感悟天道、
安享美善的毕生追求。

想象着昔时的才子佳人在月
白风清下翻着那带着幽香的书
页，如豆的灯火映照着书窗下的
龙眼树，树影朦胧，书窗外的池
水在月光下泛起粼粼银光，池上
的鸭子踏着清波，闲闲地在池上
拨弄。时而一翅白鹤掠水而过，
落在池边的榕树上，剔羽而眠，
然后，读书人便枕着诗意入睡。

庭院深处，西边的房子叫尾
间，是储粮的粮仓，有一扇门可
通后花园。后花园别有洞天，小
立亭边，小金鱼在水塘里无忧无
虑地游来游去。凭栏远眺，绿树
繁花簇拥着，倒影尽在池塘中
……这时，清风扑面，鸟语花香，
令人心旷神怡。梧园布局疏密
精究，结构宽严相济，简而不陋，
雅而不豪，具有艺术感染力。

“梧园”书斋也是东溪经济
繁荣的又一佐证。沧桑变幻，今
园址幸存，王姓子孙居住期间，
园景仍充满书香气息。

据东溪“七家内”先贤后裔
金礼兄介绍，村里 24个书斋，已
修缮 18个，话语之中，无不露出
骄傲的神色。这些书斋能得以
维护，不让其随着岁月而荒毁，
这对外砂来说，是一笔不可估量
的财富！

东溪书斋经过一百多年风雨
的洗刷，今天依然影响我们的生
活，这种鲜明的文化传承绝非偶
然，它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商
品经济的繁荣，物质文明的进
步，促成了书斋文化的兴起、文
化的兴旺，也促成东溪经济的发
展。而这种探求无疑预示着东
溪书斋文化无止境地传承并发
扬下去。

几位同事喝茶聊天，说汕
头市区几个地方必须去：到东
海岸吹海风看夕阳，走进儿童
公园看“恩”的母亲雕塑，来西
堤公园感受“侨批”文化。如
果这三个地方没去，就不能说
是一个地道的汕头人。

我听后暗暗自喜，我家
住市区东边，儿童公园就在
家隔壁，是我周末跑步锻炼
的好去处。儿童公园母亲雕
塑“恩”的内涵是“妈妈把青
春留给 我 ，把岁月留给自
己”。东海岸离家也近，是傍
晚时分看夕阳发呆的理想之
地 ，体现现代人的浪漫 情
怀。唯有西堤公园，在老市
区，经常堵车，人多路窄，所
以我迟迟没有动心。为了同
事这句话，周末我赶快奔赴
西堤公园溜达。

海风温柔，花香沉醉。
走进西堤公园，映入眼帘的
是“海邦剩馥，侨史敦煌”，这
是著名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
先生对侨批的评价。脚下雕
刻的“地图广场”，从“汕潮揭
码头”到“四永一升平”的标
识符号，见证了当年汕头从
渔村码头到港口商埠的时代
变迁，听到时光流淌的声音，
曾经繁华再现。

在西堤公园的侨批记忆
广场，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呈
半环形的“记忆之流”，缓缓
流淌的清水，水的下面是一
张张固化的真实侨批，就如
流淌着岁月痕迹。设计师的
智慧，为观者打开一扇情感
之门、一条通向世界之路。
一封封侨批凝聚着潮籍侨胞
的血汗，承载着他们对故土
亲人的思念，展示了华侨华
人的移民史和创业史。人间
悲欢，忠孝情义，家国情怀。
很多外地游客聚集在记忆广
场观看侨批。有个小青年大
声朗读侨批上的文字，旁边
一位老奶奶慈爱地看着小伙
子，眉宇间舒展着笑意。另
一处，一位老爷爷拄着拐杖，
久久凝视这些侨批，手在颤
抖，声音哽咽，想必内心波澜
起伏，想必侨批里有他的故
事、他的辛酸泪。我被这个
场面深深感动了，思绪也幻
化成记忆的小船，驶向远方。

记得我四岁时，邻居老姨
海外的儿子寄来侨批，到我
家请老祖母写回批。老祖母
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女秀才，
她每次帮人家写回批都用毛
笔写。我踮起脚尖仰望，邻
居老姨边说边抹眼泪，声音
哽咽口述。老祖母把她的表
述凝聚成七字的诗行，神情
专注，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满
怀深情。亲人远隔千里生死
未卜，维持联系的就是一张
薄薄的侨批。千里路遥寄相
思，家书一封抵万金。

带着侨批回乡的“水客”
都很讲信用，惊涛骇浪也阻

挡不了他们的回乡路，重重
险阻也要保护好乡亲托付的
侨批。每一封侨批都是一个
家庭无尽的等待与思念，是
生与死的纽带，更是一家人
活下去的希望。这些“水客”
从国外回来，就有很多人围
着其问亲人消息。收到侨批
的人家满心欢喜，等不来消
息的人忧心忡忡。有的带来
海外亲人死去的消息，一家
人就会哭天喊地、悲痛欲绝，
在巷口烧起纸钱，红红的火
焰伴随着悲切的哭喊声传遍
村头巷尾，邻居也跟着抹眼
泪。最可怜的是刚结婚就过
番邦谋生，把新婚小媳妇留
在老家，从此音信渺茫，小媳
妇从分离的那一天就开始等
待，等呀等，等到小媳妇熬成
了老太婆，青丝变白发，也没
能见上老公一面，一辈子就
在等待中老去……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
相思，两处闲愁”。亲人的情
思穿越千山万水，故土的情怀
在异国时空流转。不忘根，不
忘本，潮汕人不管走到哪里，
时刻记住自己根在潮汕。很
多漂洋过海谋生的潮汕人，在
异域成家立业，繁衍子孙后
代，也要教会子孙后代会讲潮
汕话，喝潮汕工夫茶。我的一
位远房亲戚，旅居泰国多年，
我叫他老表舅，三代人都会说
一口流利的潮汕话，从孩子学
说话起就教其说潮汕话，还做
潮汕菜，过潮汕习俗，拜海神
妈祖。乡土情怀，影响了一代
代潮汕人。

一封侨批一段故事，一声
乡音一段情。这些浸满情感
的侨批，凝结着潮籍侨胞的血
汗，饱含着海外侨胞的创业辛
酸泪。潮汕歌谣唱出他们的
辛酸，唱出家人的牵挂：

一溪目汁一船人
一条水布去过番
钱银知寄人知返
勿忘父母共妻房
过番的生涯承载着他们

对故土亲人的思恋，凝聚着
华侨华人创业的辛酸泪。

沿着临海长廊漫步，我
的思绪不断飘散。眼前跨海
湾的礐石大桥雄伟壮观，桥
上车流穿梭，时代的脚步向
前飞驰；夕阳西下，海面微波
荡漾，回港的渔船奏出幸福
的音符，自由飞翔的海鸥构
成了一幅生动画卷。

临海边的旧码头，伫立
着一根高高的石柱子，标注
着各个国家地域的距离，这
就是曾经有名的“过番纪念
码头”。想象以前的祖辈，从
这里出发，离乡背井异地谋
生，大海茫茫生死难料。潮
人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家国
情怀不忘根本，好家风代代
相传。祖辈的创业历程，给
我们留下宝贵的生命启示，
感悟生命，回归家园。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最美
的江南在书卷中焕发它的幽
香，诗人吟诵的江南是“芳草
怀烟迷水曲，密云衔雨暗城
西”的水墨意境，是“犹有桃
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
的风雅韵致。江南，在画家
笔下淡妆浓抹总相宜。江南
是一杯清酒，总能醉倒那些
文人墨客，他们一醉就再也
无法自拔了。

江南，在海国之滨，如小
家碧玉，择水而居。它就是汕
头濠江的苏州街，这条不足一
百米的街巷，从清朝的兴建至
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证
人事变迁。苏州街，顾名思
义，与苏杭有关。在清朝时
期，因交通便利，濠江人的生
意远达三江，其中与浙江宁波
的商业联系最为密切，苏州街
就是模仿苏州水乡的建筑而
建的。它凝聚着苏杭一带浓
浓的人文气息，又掺合着濠江
人的民俗风情。苏杭的江南
有着木漆雕栏、乌篷小舟、青
石板路、碧苔绿草，还有一弯
水桥。在濠江的苏州街，你可
以捕捉到江南的气息，街道两
旁的袖珍式阁楼，一扇扇雕花
的柴扉，窄窄的木梯子伸向阁
楼，楼上的小轩窗，素漆雕花，
屋顶的瓦楞长着几根狗尾草
或开着嫩黄小花的仙人掌，在
微风中轻轻冥思，还有几条枯
藤在屋檐下随风飘摇。

现在，附近大街的热闹
与它无关，它只是一条老街，
如垂暮之人，只想静静地安
享晚年。据说，苏州街原来
依傍着一条河流而筑，每一
户人家的后门都可行水路，
现在小河不见踪影，只有街

道两排的木质铺窗枋与廊棚
商铺对视无语，交流当年的
眼神。这里，留给诗人更多
的想象，你可以想象雨巷诗
人就是撑着油纸伞在这样的
街巷遇见一个结满丁香愁绪
的姑娘；或者想象，阁楼上，
小轩窗，正梳妆，伊人对镜帖
花黄；或者想象，三两知己静
沏一壶工夫茶，读书，写字，
享受不可多得的悠然时光；
或者想象，有人静听窗外雨
打芭蕉，轻抿茶香，独享不可
言状的惆怅……那些被苏州
街看着长大的人，路过此地，
总能捡拾到丢失在这里的零
零碎碎的成长记忆。在这里
曾经蹒跚学步的人摔过、哭
过、笑过；老街当年做买卖的
吆喝声可能会从脑海中奔涌
而出；“油炸粿”、豆腐花的香
味从心底慢慢升腾起来；剃
头铺的灯光昏黄而又祥和，
剃刀在脑门上凉飕飕的感觉
一闪而过；第一次牵着女孩
子的手到雅姐的百货门铺买
胭脂水粉的羞涩与甜蜜开始
蔓延全身……

站在濠江的苏州街，就像
面对一轴描绘江南的画卷。江
南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会发现
诗情画意就铺展在面前。走在
苏州街上，数着那些小小的廊
棚商铺，还有街路的疙疙瘩瘩
的石板，可以捡拾到记忆一朵
朵，想象的羽翼也会飘舞起
来。如今在苏州街做生意的人
少了，整条街很冷清，有些门户
已经紧闭柴扉。偶尔看到住一
两个老人，或聊天或静思，或有
人轻轻哼起濠江的歌册，让那
些古老的童谣又跑回街上，如
童年玩耍时丢落的七彩弹珠，
跳动着，熟悉的声音萦绕着那
窗、那门、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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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
饴”，这是宋代诗人苏东坡写月
饼的诗句，我念着念着，却不由
自主想起那枚小小的酥饺。

在我的家乡潮汕，中秋佳节
将至时，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
置办节货，其中有一种名唤“酥
饺”、又叫“油香仔”的果品，因
形似月亮，被作为中秋供品，深
受大众喜爱。

记忆中，做酥饺是件热闹又
快乐的事情，几乎是全家总动
员。尽管它的制作工序繁杂，
费时较长，贤惠的母亲也会赶
在中秋前就把它做好。

炒花生是第一步，以小火翻
炒，这需要绝对的耐心，直到花
生爆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传
来浓郁香味，才将它们倒进盘
中，趁热脱去花生衣。看母亲

捧起一把花生在手心快速一
搓，露出白色的果仁，那动作一
气呵成。我学着她的样子，却
时常被烫得呼呼直叫。

脱皮后的花生用石磨碾成
泥状，靠石杵一下又一下地碾
压、捶碎。这是我和妹妹的活
儿，别看小小的石杵一手可握，
几番动作下来，手已渐麻。只
是花生调皮，一颗接一颗地往
外跳。妹妹是只小馋猫，总偷
偷捡来吃，还不忘迅速擦一下
嘴角。

捣好的花生泥，配以一定分
量的白糖均匀搅拌，再往里添
加“瓜册”（冬瓜制成的瓜脯）和
芝麻，如此调好的馅料满院飘
香。邻居已经闻香而来了，高
卷袖口作势就要帮忙，那般盛
意拳拳，母亲笑着连声道谢后，

赶紧着手揉面皮。这肯定是力
气活，看母亲额头上渗出的细
密汗珠就知道。但这又马虎不
得，更没法凑合，因为面皮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酥饺的口感。
这就有赖于母亲的一双巧手
了。

果然，揉好的面团雪白香
软，泛着油光，煞是好看。准备
工作就绪，大家分工合作：有的
擀面皮，有的包馅，还有的负责
炸酥饺……每一步骤井然有序，
充满浓浓的仪式感。父亲也没
闲着，泡一壶工夫茶，为忙碌的
大伙递上茶水，小小的院子一
下子热闹起来，好不欢腾。

大家一边话家常，一边不忘
手里的活儿。对待节货，潮汕
妇女向来是专注且虔诚的，一
块面皮包多少馅料，顺几个褶

子，全部了然于胸。那娴熟的
手艺，看得我目瞪口呆。这种
褶皱极具特色，不同于饺子的
包法，而是一层叠着一层，看起
来精致小巧。

一片欢声笑语中，原本白花
花的酥饺已炸好出锅了，个个
色泽金黄，泛着浓郁的香气。
好不容易等它不那么烫嘴了，
我们终于可以吃几个解馋，一
口咬下去，皮薄馅厚，那酥脆的
口感不同于月饼的甜腻，香甜
适宜，分外好吃。

母亲早就配好几份，一定要
邻居带回家尝尝鲜，享受辛勤
劳动的成果，并且约定好什么
时候轮到哪家做酥饺，大伙再
去帮忙。小小的酥饺，就这样
承载着浓厚的乡情。

待到中秋之夜，天上玉盘高

挂，清晖遍洒。邻里相互串门，
这家品香茗，那家吃酥饺。中
秋节的欢乐祥和，在热热闹闹
的氛围中蔓延开来。大人说：

“天上有大月，人间有小月，这
小月指的便是酷似月亮的酥饺
了。”抬头是皎洁月华，低头是
金黄酥饺，我拿着它，仿佛就能
离月球近一些，对美轮美奂的
天宫充满无限遐思。

月光静美，果香扑鼻，茶香
醉人，一阵阵欢笑，在屋里屋外
响起，一首首欢歌，在月光下流
淌。家乡人的唯美和真诚，荡漾
着温馨和快乐。

这样的中秋夜晚，我总是舍
不得太早入睡，待到月亮爬到最
高时，遥望苍穹，夜空一片清
澈。溶溶月夜下，我们沐浴在琉
璃般的光泽中，只觉幸福无比。

2022年4月，由汕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汕头市摄影家协会
承办的“侨乡故事”影像征集活动在汕头举行。经征集、评选，共有100
幅/组影像作品入选，现将部分入选作品分期展示，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