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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去年春秋的一个傍晚。

我因缺乏雷竹哺笋经验，由妹夫

严火根介绍，去横畈青石埠请教

徐九斤师傅，因去不遇，其妻杨

爱凤告诉我们说：“九斤已去齐

毛坞雷竹地里干活了。”我们又立

即赶往齐毛坞。此时，太阳快要

落山了，晚霞照在齐毛坞翠竹茂

林里闪闪发光。突然火根对我说

“二哥，九斤师傅息工下山来了，

你瞧！”我顺着火根手指的方向，

抬头朝山上望去，只见一人健步

如飞，穿林拔草而下。不到一支

烟工夫，老人就站在我们面前，

只见他身背斗笠，腰系钩刀，脚

登运动鞋。虽然双鬓灰白，但一

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衬着一张饱经

风霜紫铜色的脸庞。显得十分硬

朗、豪放。这位就是我要拜访、

请教的青石埠出了名的雷竹哺笋

大户徐九斤师傅。

时钟让我们倒拨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叶，当党中央改革开放

政策象浩荡的春风吹遍了华夏神

州大地，吹遍了锦绣江南美丽富

饶的原野，吹遍了吴越大地的山

山水水，钱王故里改革开放政策

家喻户晓。徐九斤，这个生长新

社会今日的农民，眼睛突然明亮

起来了，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

他看中了发展雷竹生产，前景非

常广阔。经过对齐毛坞荒山缓坡

山地的几次实地勘察，他看中一

块叫“野猪窝”的向阳缓坡荒山

湾，与村里签定了开八亩荒山种

雷竹 50 年的经济承包合同。

1999 年 10 月，是一个香飘飘

四季，春华秋实硕硕果累累的金

秋季节。徐九斤带领妻子杨爱凤、

儿子徐国平、女儿徐来蓉，一场

开荒种雷竹的攻坚战首先在齐毛

坞拉开了序幕。昔日荒凉、阴森

的“野猪窝”刀斧闪亮，开山银

锄飞舞。

“有毒蜂窝！”在前面砍柴斩

棘的来蓉看见排蜂窝，里面有毒

蜂飞出来，大声惊呼着，国平大

吼一声说“用火烧，快点用火

烧！”说着，他立即拿来一大把枯

草点着，一阵烟熏火烧。把排蜂

窝里的毒蜂全部烧死。这块昔日

盖满荆棘野蔓阴森可怕的“野猪

窝”，这块荒凉已久的“处女地”，

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年逾五

旬的徐九斤一马当先，一把四斤

重的开山锄上下飞舞，嗖嗖作响，

不减当年的骁勇。他捏了一把刚

从脚前开出来黑油油的香灰沙壤

土大声地对儿子国平说：这块野

猪窝里的土壤多肥沃，中央改革

开放，农村实行责任承包制政策

落入正是及时雨，我们开荒种雷

竹的路子走对啦！

经过全家 2 个多月连续攻坚

奋战，终于在这年年底，在 8 亩

已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里种植

了阔叶雷竹和细叶乌头雷竹秧 570
株。来年春上望去，昔日荒凉阴

森的“野猪窝”换上了新装，一

株株雷竹秧都抽出了嫩叶，几阵

春风、春雨后，竹秧正沐浴着金

色的阳光茁壮成长。到 2005 年，

这块竹园已养新竹 6100 多株，竹

园已初具规模。放眼望去，翠竹

迎风摇曳，一片翠绿。从徐九斤

带领全家开荒种竹到雷竹园成林

这短短的几年里，他治草除虫，

施肥松土，删去老竹，雷竹竹杆

壁薄性脆，为了防止冬天雪压，

钩去雷竹梢头是关键。为了提高

雷笋的经济效益，这年下半年开

始，他采用烂毛竹叶哺笋，为了

考虑延长雷竹孵笋寿命，他轮番

孵，先孵其一半 4 亩地，毛竹叶

孵笋需要抽水打湿才能发酵发热，

干燥时往往抽水要抽到晚上 10 点

多钟。为了防止发酵时湿暖太高，

竹要烧死，孵笋温度一般掌握在

20 度左右。从他带领全家种竹到

开始孵笋的五年里，他不知花费

了多少心血。走了多少山路，熬

过了多少不眼之夜。真是雄心撼

山岳、壮志冲云霄，功夫不负有

心人，2006 年他的孵笋获得了成

功，孵笋收入达到 78000 多元，

第二年达到 95000 多元，因九斤

师付孵笋经验从 2006 年至 2016
年 10 年中，孵笋收入每年超过 5
万元，这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徐

九斤一家来说是改变命运。徐九

斤靠中央对农村经济政策勤劳致

富，走上了小康生活的富裕路，

成为青石埠邻近三坊大名顶顶的

雷竹孵笋大户。昔日荒凉的“野

猪窝”变成了今日聚宝盒、黄金

窝。

前夕日子，一个风和日丽的

好日子，我被徐九斤师傅邀请参

加他生日餐。仲夏的夜晚，上弦

月从东边露出天边，柔软的晚风

习习吹着我的脸庞，家家户户的

电灯瞬间雪亮，像一串串夜明珠

落在青石埠。家乡夏日的夜象梦

幻一样般恬静，象梦幻般的美丽，

此情此景，我被深深陶醉了，晚

餐后，徐九斤一家都聚焦在新盖

别墅，阔敞明净的电视客厅，屋

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象。徐九斤

更是满脸皱纹象开了花似的。

一首育笋人的赞歌

天目云雾茶，是一款名驰海

内外的绿茶名品，它以叶质肥厚、

芽毫显露、色泽深绿、清香持久

著称。唐代陆羽 《茶经》 记载

“杭州临安於潜二县天目山与舒州

同。明万历 《临安县志》 载：云

雾茶出天目，唯龙须庵最佳。在

宣统二年 [1910 年] 南京国际商

品评比中就摘得金奖桂冠。

说起天目云雾茶，当地还流

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当年王母娘娘寿诞，四海诸

神皆来朝拜。蓬莱仙阁祥云潦绕，

歌舞升平。贡台上陈放着四时果

品，奇珍异宝。寿宴开始，杯斛

交错，钟鼓齐鸣。

突然席间狂风乍起，吹灭了

烛台光明，寿堂一片漆黑。又听

一阵扑吱扑吱的凉风拂面，似见

一只九头大鸟，踩着贡台果品，

展翅直奔南天门而去。待仙女持

烛复上查看，除桌上一片狼藉之

外，唯独少了一尊九头鎏金灯盏。

客官不可小觑，王母娘娘的

九头灯盏可是九头雉鸡精所变，

是王母娘娘在唐僧西天取经时从

西凉国所收，并把它按放在寿堂

作烛台之用。谁知九头雉鸡耐不

住寂寞，不甘心被王母贬为烛台

作差使。于是它趁着王母寿诞，

便现了九头雉鸡鸟的真身。九个

头各衔了一颗贡桌上的仙茶子，

经直朝西天方向飞去。寻思有朝

一日，待仙茶子发芽成材，细品

仙茶，得道成仙，永不受人差遣，

岂不美哉。

谁知九头雉鸡心乱意急，一

怕王母娘娘派天兵追寻，二怕天

明之前飞不到西凉，慌乱之中迷

失了方向，竟一头撞在了浙西天

目山莲花峰的龙头岩上。九头雉

鸡一命呜呼，葬送在龙头岩东面

的“落毛坞”里。那九颗仙茶籽

被龙头岩一碰，“唿喇喇”都裂

了开来，一分为二，变成了十八

颗茶籽，撒落在龙头岩脚下。那

仙茶子吸受天地之灵气，沐浴日

月之精华。经冬历夏，生根发芽，

长出十八棵茶树。因该地处在千

仞高山，云雾缭绕，加上土壤肥

绵，竟出脱得粗健葱茏，别有一

番仙风道骨之势。后来，就成了

有名的“龙头十八蓬”。

那时，天目山东麓的龙须庵

住着一位名叫宇空的禅师，他精

通医术，并且乐善好施。方园百

里的病人都翻山越岭，慕名前往

求医。经他诊断，十有八九的疑

难杂症均能药到病除。更可贵的

是他对穷苦百姓关心有加，不但

不收分文药银，还在庵中设斋供

给膳食。赠予远途病人回家路费，

被当地百姓称为“宇空仙师”。他

的医术高明，一是源于他医道精

湛，二是在于他的药材地道。天

目山的云雾草，高山灵芝都是他

亲自采集的。 有一次他带着徒

儿出龙须口，越过西坑来到天目

山龙头岩下采挖药材，发现了这

久藏深崖的十八蓬茶。这片原茶

叶张厚实，叶面绿中泛紫，幽香

扑鼻。他深知这是一处难得的奇

茶，就命徒儿一起精心采摘一篓

回庵炒制。果然，茶品形如鹊舌，

味同仙茗，入口清沌，回味无穷。

更欣慰的是用此茶入药，更具清

火明目之神效。因该茶出自云雾

深处，故被命名为“天目云雾

茶”。

话说东坑口有一位姑娘小名

柳娘，自小聪惠过人，凡亊勤奋

好学，是一个有名的孝女。家父

早逝，老母又双目失明，全靠十

八岁柳娘养蚕摘茧度日，生活过

得非常清苦。这天宇空禅师采药

路过东坑，得知柳娘母亲眼疾是

劳累过度肝火上攻所致。并见柳

娘纤纤弱女侍奉瞎眼母亲，孝心

可嘉，有心为她们济困解难。于

是他叮嘱柳娘每天清晨去龙头岩

下摘回带露的“十八蓬” 古茶之

鲜叶，为母亲日服夜敷，定能光

明重现。

柳娘听了宇空指点，得知母

亲眼疾有救，万分道谢。宇空却

连说惭愧，只缘自己年老体弱，

不能每日亲自为施主摘茶司药，

只得有劳姑娘躬身亲为，说罢告

辞而去。

柳娘不负教益，每日拂晓出

门，采回带露的天目云雾茶鲜叶

为母亲日服夜敷。不出半月，果

然奇迹出现，三日偶分日夜，九

天能见光明，半月可辨眉目。柳

娘母女喜出望外，相对而视，自

然百感交集。

柳娘是个善良的热心肠人，

她用宇空禅师的方法治好了母亲

的双眼后，还不忘用此方法给其

它有眼疾的乡亲采茶调理。据说

当时临水县县太爷徐浩母亲的眼

疾也是柳姑娘用此法医好的呢！

同时，还把多余的鲜茶制成茶干

招待客人和乡邻。客人们喝得柳

娘精心炒制的天目云雾茶，顿觉

心旷神怡，回味无穷，纷纷夸奖

柳姑娘的制茶技艺不在宇空禅师

之下。从此天目云雾茶的名声鹊

起，还被选为进贡朝廷的御茶和

作为郑和下西洋馈赠各国的国礼

呢。

茵 徐玉文

天目云雾茶的传说

巴人 摄筑梦

以前，乡间家家户户都有灶台，俗

称‘黄泥灶’，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是大呼隆

时代，农家通常的灶台是‘三眼灶’，用

三只铁锅相连接。呈长方形，三四个平

方大小，最大的锅是三尺四寸左右，用

来煮猪粮食的。那年代提倡‘猪多、肥

多、粮多’，每户人家养四五头猪，这只

锅是专门为猪服务的。中间的锅是一尺

八寸，主要用来煮饭，那时都是五六口

之家，干的是劈山整地的重活，每人吃

饭三大碗，没有这样的锅煮饭难解饥饿。

第三只锅是菜锅，用于炒菜，大约一尺

二寸左右。

进入八十年代，受到‘柴火’危机

的侵袭，不知从哪里刮了一股省柴风，

泥水匠纷纷从外地学来一整套砌省柴灶

的技术，家家户户来了一场革命，统统

将‘三眼灶’改成‘二眼灶’。猪儿们从

吃熟食变成生食。随后消灭荒山绿化造

林的口号响彻全国，山上的柴火都被消

灭，变成了林木，烧柴难并不因为改灶

而画上句号，相反随着人多分家，灶台

的增加，柴火更加吃紧。于是，有人发

明了沼气灶，但因缺少燃料 ，也没有推

广。

是留荒山当柴火，还是开劈荒山造

林，成了农村的热点、焦点问题，成了

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终于，在

锦城有一个富裕村冒出个大胆的想法，

开劈所有的荒山，由村集体出资，每家

每户赠送一台煤气灶。顿时，在全县成

了爆炸新闻。有实力的村都仿效，村民

更是拍手赞成。即减轻了砍柴火的苦力，

又能保护生态，一举两得。

说起砌灶台，算是农家一桩大事。

虽然不请人挑日子，总要自选个黄道吉

日，‘九九’重阳节称得上是一个好日

子，选择这天砌灶的很多。在泥水匠进

门的前一天，主人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工作。先从山上挑来几担黄泥，把稻草

切成半寸左右作纸精，用水把二者搅拌

均匀当材料，备好砖块。泥水师傅一来

就可以动手，一点也不会担搁功夫。通

常一天多一点功夫就能完工，这时候女

主人会迫不及待地试一试新灶台灵光不

灵光。洗干净满是污泥的铁锅，放上黄

豆‘唰唰’炒起来，左邻右舍闻讯后，

会不约而同过来看热闹。好客的主人会

用自制的白酒招待客人，下酒菜当然是

黄豆了。

两铁锅之间嵌有一只汤罐，汤罐虽

能兼得两个灶膛的余温，但地处边缘，

只能达到微温，用汤罐的水洗碗涮锅最

适宜不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闹‘柴

荒’，有人发明了用铜制水箱代替汤罐。

这一招还真绝，做好一顿饭，水箱有好

几次好开，吃水用热水问题都解决了。

那时候要说最风光的是永康铜匠师傅，

他们不仅仅有成品铜供应，还会一手制

作水箱的工艺。他们常常穿梭于乡村角

角落落，为农家做水箱。做一只水箱连

铜带工钿要几十元钱，在那个年代也不

是一笔小数，用得起的人家很少，因为

实在是好东西，大家都想办法装上。等

全部普及，大约过去了十来年时间，永

康师傅也赚了不少钱。

灶台的事最忌讳的是，有朝一日碰

悼下灶台一角。俗称‘倒灶’就是晦气

的意思，主人会马上请泥水匠把它修好，

为的是图个吉祥。老话说：‘进门看抹

布，出门看鞋跟’，要知道这家主人卫生

怎么样，只要摸一摸灶台上的抹布就清

楚了；想知道主人理家如何，只要看这

家人穿的鞋子就清楚了。所以灶台的抹

布是一面镜子。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每餐都离

不开灶台，低头不见抬头见。过年的时

候也要供奉它一下。讲究的人家，吃过

年夜饭，在灶台上点上两支红蜡烛，供

上糖果、糕点，家里的男人过去打个拱，

谢谢灶王爷。祭祀完毕，烧些元宝纸钱，

放个鞭炮。感谢灶王爷一年来的辛勤工

作，希望它来年一如既往保佑主人平平

安安健健康康。

如今，电饭煲、高压锅、微波炉，

谁做不成饭？煤气灶、菜厨、‘一眼灶

台’也捆绑成一体。做饭再不需要大锅，

城里人到乡下就喜欢吃锅里煮的饭，因

为它的香味是其它无法取代的，还有锅

巴可吃，这也许是为什么还要保留‘一

眼’黄泥灶的理由吧。

近日去农家乐餐饮，又发现了新大

陆。那家伙是‘五眼灶’。锅锅相并列，

个头一尺大小。出于好奇，掀开一看有

咸肉煮春笋、微火煮的红烧白鹅、清煮

猪蹄……客人到了，可以一起上菜。既

有铁锅固有的芳香，又能保温。主人的

想法真是妙。

灶台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永远

不会有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