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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风裹挟着暖意掠过山坳，千亩
桃林骤然苏醒，粉瓣如云霞漫卷，将虎头
村浸染成流动的胭脂色。溪水携落英蜿蜒
而下，白墙青瓦的畲家院落半掩于花影
间，墙头探出的桃枝与竹影交叠，引得蜂
蝶蹁跹醉舞。

游人身披细碎阳光穿行花径，踏青笑
语与潺潺水声相和，恰似白居易笔下“长
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意境
重现。蜂群追着露珠酿蜜，惊起白鹇掠过
青空，翅尖抖落的桃瓣恰好坠入竹笠阿婆
的茶篓——这方藏在鹫峰山脉褶皱里的秘
境，正以桃花为信，邀约八方来客共赴春
宴。

历史悠久的穆云畲族乡虎头村，位于
福安西北部，白云山下秀溪河畔，距离穆
阳镇区2公里，定居繁衍着畲族吴姓217
户、1083 人。六百年前，明万历年间，
吴知几 （1479—1560），原籍泰顺县九堡
大路边 （今雪溪乡大路边村），其第七子
吴法东自浙南大路边村辗转至此，见虎形
山势俯饮啸溪，遂以“虎头”为寨，择畲
女雷氏入赘联姻，融汉家耕读与畲族山
魂，成就闽东独一份的吴姓畲族传奇。今
存族谱详载：“法东公五子散作星辰，唯
长房守土承俗，存畲语、着凤凰装、酿桃
花酒，犹记《高皇歌》里盘瓠遗风。”

桃花三月正绽放，溪水飞鸟喜来到。
每年在这个桃花浪漫的时刻，走进穆云乡

虎头村，花草散发一缕缕清香，给游人带
来阵阵春的气息，留意一下身边的美景，
沐浴花海，尽享春意。

炊烟起时，家家灶台演绎文化交融：
粳米打糕佐山蕨，烘青茶汤伴桃酿。三月
三乌饭飘香，端午菖蒲酒敬先祖，腊月糍
粑锤声与盘歌相和，将《桃花源记》的幻
境化作具象的人间烟火。

时光倒流至2005年9月，全国村长论
坛在山西大寨召开，党支书吴庆波身着苎
麻畲服，向56个民族同胞展示“数字桃
园”管理平台。当大寨红旗与畲家彩带在
论坛会场共舞，虎头村的故事被写进《中
国乡村振兴白皮书》。

今春桃花节更妖娆，万亩桃林扮盛
装，五彩缤纷迎宾客。3月21日，首届福
建“全家福安”富春诗会暨第十四届穆云
畲乡桃花文化旅游节在此拉开序幕，全国
各地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齐集这里，
榕树下、桃花间，为畲乡风采赋诗，为桃
花仙子歌唱，共赏“华东畲乡最美桃林”
盛景，同传“桃业兴邦·全家福安”故
事。

都说虎头村的兴起，来自一粒桃核的
逆袭，村中至今传诵着先祖智慧：从“穆
阳水蜜桃研究会”的科研探索，到“万亩
桃林连片成海”的产业传奇，科技让古法
农耕脱胎换骨，2公里“桃蹊大道”贯通
山外，800米生态防洪堤锁住沃土，5G基

站矗立古寨墙头，老茶农手机直播间吸引
数万“云赏花”粉丝。如今，村内户户植
桃超4亩，年产值突破400万元，晶莹多
汁的蜜桃远销沪粤，更化作桃花酿的醇
香，书写着畲乡“三产融合”的现代篇
章。2023 年，千吨蜜桃乘冷链专列直抵
沪粤商超，深加工线诞生的桃花酥更成网
红爆款，产值突破4000万元大关。

暮色四合时，古戏台亮起全息投影：
桃花精魄化作畲娘，吟唱着“林尽水源，
便得一山”的古调，指引游客穿过时光隧
道——这边厢，茶姑指尖在嫩芽上跳起

“一芽两叶”的采摘舞；那边厢，桃酒坊
飘出电子民谣《山哈新韵》。陶渊明或许
未曾料想，他笔下避世的桃花源，会在

21世纪的虎头村，绽放出“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文明新态。

当春风再度吹皱啸溪河，虎头村已从
深闺秘境蜕变为“全国文明村镇”候选
地。穿行在桃蹊大道的诗人忽然驻足——
身着凤凰装的畲家阿妹巧手分拣鲜果，竟
与石壁上“人面桃花”的摩崖如此相似；
山风裹挟着唐宋的平仄掠过花海，将“春
归无觅处”的怅惘，酿成“全家福安”的
当代诗行。

在这片被科技唤醒的古桃源里，每个
花苞都蓄着一整个春天的叙事，等待为下
一个六百年的传奇，落下灼灼的注脚绘就

“人面桃花相映红，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时代画卷。

人面桃花共春风
□ 叶子清

初春的烟雨迷蒙中，我们来到社口
镇坦洋村。村边清溪流淌，远山起伏，
茶园青碧。世界静谧，水墨画一般美。

村口耸立着一座三合土夯筑的四方
形土黄色碉楼，10 多米高，有点遗世
独立的样子，碉楼的一面墙上挂着一枚
放大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除了邮票和
邮戳外只有四个字：中国·坦洋。

夯土碉楼、牛皮纸信封，都是几十
年前的旧样子，人造于此，是在暗示这
个村子曾有过的辉煌传奇。

哲学家本雅明说，传奇是“可流传
的经验”。意指值得人们津津乐道的过
去。

坦洋村，还真有值得人们津津乐道
的过去，那是几个时代的茶叶传奇。

100多年前，一款来自中国的名叫
坦洋工夫的红茶以醇香馥郁的高贵品质
征服了英伦，震惊了世界，并在 1915
年夺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这款漂
洋过海、声名远播的坦洋工夫就发源于
这个狭长不过一公里的小山村：坦洋
村。

《福安县志》 记载，最鼎盛时期，
坦洋村就有万兴隆、丰泰隆、吴元记等
36 家茶行，商贾云集，洋行入驻，雇
工3000多人，每年制干茶2万多箱。所
产红茶远销英、法、荷兰等欧洲国家，
年出口量超万吨。坦洋村不仅被誉为

“闽东茶都”，而且奠定了中国红茶在世
界的名声和地位。

这是何其大的骄傲！于是，在当年，
从海外寄往坦洋的信件，无须冠以省、
府、县之名，直书“中国·坦洋”，即可送达
收信人手中。于是，在当年，富甲一方的
坦洋村，时有匪扰，村里人建起高耸的
碉楼，组建武装自保。

碉楼和“中国·坦洋”的信封成为
坦洋工夫传奇的物证和隐喻。

我们向村里走去。脑中始终萦绕着
一个问题：为何一个村庄的名字成就了
一款世界名茶？

我们懂得，传奇的诞生离不开天
时、地利、政通、人和。

白云山东麓的坦洋村，依山傍水，
气候温润，唐代已有零星茶树种植，规
模化始于明代。村民以种茶为生，早期
以绿茶为主，通过水路（坦洋溪）运往
福州、广州等地交易。

1851 年，坦洋村万兴隆茶行胡福
四根据从武夷山引入的小种红茶制法，
以当地坦洋菜茶为原料，创制红茶成
功。制作此茶颇费工夫，坦洋诸茶庄商
议，以“坦洋工夫”为名，因工艺独
特、香气馥郁，迅速成为外销名茶。

天赐的高山云雾和嘉木奇茗；人为
的灵感创制；便利的水运交通和海上丝
绸之路；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强于印
度、锡兰茶叶的竞争力……一个闽东小
村与世界连接的传奇就这么发生了。

一首民谣如此唱出坦洋村当年的热
闹与繁华：“茶季到，千家闹，茶袋铺
路当床倒。街灯十里亮天光，戏班连台
唱通宵。上街过下街，新衣断线头。白
银用斗量，船泊清风桥。”

茶季没到，我们来了。既然“船泊
清风桥”，那就去看那个繁华时代留下
的沧桑记忆：清风桥、茶行横楼、王家
宅院、天后宫、真武廊桥、碉楼……一
众老物旧院，点点古意散落在新的村落
里。

村边一条白练似的溪水与我们如影
随形，曰坦洋溪。如今一眼见底的坦洋
溪曾是坦洋茶叶运往三都澳再运往世界

各地的黄金水路。有溪便有桥。村尾的
清风桥和村口的真武桥见证了旧时盛
景。

清风桥为石拱桥，造型古朴，饰有
石雕栏杆和吉祥图案。相较清风桥的简
洁古朴，真武廊桥雄伟气派得多，始建
于 1737 年，大跨度的石拱，桥上建廊
屋，飞檐翘角，线条优美，被诗人誉为

“人间彩虹”。
坦洋村下街，走过一段坡路，一座

三层长方形的黄墙黑瓦建筑便是丰泰隆
茶行旧址，茶商施光凌所建。每层 11
开间，为制茶工房，也是坦洋村迄今保
存最完整的早期红茶制作工场。修旧如
旧的横楼，保留了原有茶叶加工厂格
局，萎凋室、发酵房、烘焙室、仓库等
都一如当年。

坦洋村的旧码头还在，但窄窄的河
床已无从想象当年盛况。从溪北至溪
南，不必走清风桥，直接踏着溪水中的
石墩便可过溪。码头边保佑茶商一路平
安的天后宫留存完好。天后宫始建于
1850 年，外形仿造福州台江福安会馆
样式。“坦洋人倚仗便捷的水运条件，
将大批茶叶通过船运舶载，直通远洋，
妈祖成为坦洋人祈求水上平安的精神寄
托和保护神。”朋友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上茶路受阻，
坦洋村和它的坦洋工夫随之沉寂。如此
算来，坦洋工夫辉煌了近百年。其后的
岁月，坦洋工夫几起几落，终究没有回
归鼎盛，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难
解的疑惑。

传奇告一段落。新的传奇正在谱
写。

21 世纪以来，坦洋工夫重回人们
视野，开始在国内外频频出圈：在第十

届巴拿马中国贸易展览会上，坦洋工夫
红茶作为中国主要参展品重返巴拿马；
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坦洋工夫入选
中国全球合作伙伴及唯一指定用茶；建
立农业智慧茶园；规范坦洋工夫茶制作
技艺；研发新品种，原料的多样性丰富
了坦洋工夫的风味……

村子中央有许多茶行，供往来客商
品鉴选购。同行朋友选了一间位于交叉
路口、古色古香的茶店，名“福见坦
洋”。一位清秀的女店主热情接待了我
们，她漂亮的四五岁的女儿在屋里跑来
跑去。她说今天本没有来店里，因一小
事儿临时来，没想到碰到了我们。

落座，烧水，泡茶。泡的当然是坦
洋工夫，话题也离不了坦洋工夫。

店主是本村人，世代做茶供给销售
商，新开这家店是想接触一线消费者。
我们谈起坦洋工夫百年前的辉煌过往，
前几年的红火，这几年的冷遇……我说
岩茶、铁观音、白茶、红茶总是风水轮
流转，你就静待佳音，待那个火热的市
场重新降临。有商业经验的朋友建议赋
予坦洋工夫新的故事，比如知雅女士的
下午红茶，这样才有精准的定位。老板
频频点头称是。随后拿出一泡“老品
种、新工艺”的坦洋工夫，茶汤出来，
色似黄金，果香、花香四溢，入口有几
分岩茶的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我们
连喝了好几杯。

店主说她要把茶行开到宁德、福州
甚至外地去，让这么好的坦洋工夫再一
次走出去。自信的笑容在她的脸上洋溢。

坦洋村的故事，是一部“因茶而
兴，与茶共生”的传奇。如今，古老茶
香与现代活力在这里交织，每一片茶叶
都成为新传奇的开始。

在这里，每一片 叶都是传奇的开始
□ 石华鹏

千亩桃花灼灼开 李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