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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B6

远方 风情

的

途中 风景

的

舌尖 美食

的

从台北出发，沿着台九线南下至

311

公里

处，向东转即可抵达罗山村。 罗山村是一座位

于花东纵谷南端的村庄，东面紧靠海岸山脉，

北依九岸溪，南临螺仔溪，西邻秀姑峦溪，依山

傍水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罗山村得天独厚的生

态环境。

罗山村不仅拥有高山、河流、瀑布、温泉等

自然景观，还拥有独特的泥火山地质景观。 罗

山瀑布周边由泥构成的泥火山，不仅是游客必

赏的景点，还是罗山村引以为傲的泥火山豆腐

的食材来源。

在罗山村，我们尝试制作了泥火山豆腐。

从筛选黄豆、用传统石臼研磨黄豆、调配豆浆

与泥火山水的比例，到熬煮豆浆、压模，我们跟

着制豆工人体验着前所未有的乐趣。

石臼磨豆看似轻松简单，但实际操作却很

难。 传统石臼重如千斤顶，并不容易推动，身

强力壮的年轻人推上几圈后已是汗流浃背，更

别说娇弱的女孩子了，看来，做个合格的制豆

达人实属不易。

黄豆研磨完成后，新鲜制成的豆浆可供游

人先品尝一番。由于豆浆在制作过程中没有任

何添加物，黄豆香气更显浓郁，味道醇厚。

品尝过豆浆，制豆达人继续向我们示范如

何熬煮豆浆，告诉我们压模的技巧。他说，若想

自己在家中制作豆腐也不难，虽不能采用传统

器具制作，但选择合适的豆浆研磨机、掌握好

制作的技巧，一样可以做出好的豆腐。

辛勤劳作后，制豆工人说要好好犒劳一下

我们， 他端出前一天准备好的泥火山豆腐，让

我们尽情品尝。 制好的泥火山豆腐呈米黄色，

表面粗糙且布满了细小的洞孔，颇有手工制作

的质感。尝了一口，泥火山豆腐口感扎实，虽不

如嫩豆腐滑嫩，却很有韧劲。

从花莲火车站出来， 我们打了辆计程车

直奔海滨街

103

号的民宿。 坐在车上，我问张

老师我们到哪儿，她说“来看海”，我说我知道

是来看海，我问的是我们住哪儿，她说，“来看

海”。

“来看海”是我们要入住民宿的名字。 就

像它附近那个“被浪打到”一样。 实际上，海滨

街上的民宿的名字大多与海有关，因为，到花

莲的游客可能都是为海而来。

台湾不缺海， 我也看过台湾很多地方的

海，但对这次在花莲看到的却印象深刻。 现在

想想， 这不仅仅是因为花莲独特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种类繁多的海岸景观， 更是因为自由

行没有了以往繁重的工作以及分秒不差的行

程安排，身心得以彻底放松，眼前的景致也就

变得更加赏心悦目了。

载着几十名游客的游艇缓缓驶出花莲

港，一个名为“赏鲸豚之旅”的休闲体验项目

即将开始， 游客们根本不会想到， 半小时之

后，大家的激情会被瞬间点燃，欢呼声会一次

又一次响彻在东太平洋湛蓝的海面之上。

而此时，坐在船头的我多少有些恐惧，双

手牢牢抓住栏杆， 伸在船外的双腿也紧紧贴

着船身。 我身旁的广东游客梁嘉敏则显得很

轻松，她把装着手机的“自拍神器”高高举起，

微笑着把自己和游艇、大海收入画面。

游艇向东驶进， 两岸的建筑逐渐变得稀

少，直至一栋也看不到了，海水的颜色愈发的

深，目之所及，只剩下海与天两种极其相近的

蓝色自然地拼接在一起， 所有人都在努力远

眺，希望能第一个找到鲸豚的踪影。

“快看，那边。 ”船开出大概十分钟，所有

人都被喊声所吸引， 大家的目光聚焦于远处

一个若隐若现的白点， 不少人举起了相机。

“不是，好像是一个浮标。 ”有手快的游客通过

照片放大得出了否定的结论， 大家又回归了

平静。 这样的情形又出现了几次，每次兴奋都

好像到了嗓子眼儿，却又不甘地落回到心里。

解说员也适时地鼓励大家，“花莲东海岸

平均深度超过

300

米， 来自赤道的洋流带来

了丰富的鱼类，又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每年

3

月至

10

月会有很多鲸豚在这里活动觅食，看

到的概率很大的，今天的天气条件很好，应该

可以看到，大家不要着急……”

解说员的话十分钟后就应验了。 前方的

两只快艇突然降低了速度，而在它们不远处，

几个黑色的海豚背鳍迅速地移动着， 后边拉

出的细白水花清晰可见。 船长没有急着追赶，

因为很快， 我们的游艇附近也出现了那些灰

黑色的身影。

“哇，哇……”伴随着大家的喊声，十几只

海豚伴在游艇右边一同前行，它们不断跃起、

下潜，跃起时头部最先探出水面，激起的水花

形成了一个洁白的“花环”，随即露出健硕的

腰身和黝黑的背鳍，最后潜入水中，水面上只

留下大大小小的水花，动作连贯而优美。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

庙，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流泉，有

300

年的玉兰树，

200

年的藤萝花，是

一个绝妙的地方。近

20

年前，我骑自

行车去过一次， 当时古寺虽已破败，

但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

难忘。 ”季羡林先生曾写下这样一段

文字，文中所提到的那座辽代古庙便

是位于北京海淀区阳台山东麓的大

觉寺。

前往大觉寺当天，因恰逢“早高

峰”，又遭遇雾霾围城，一路上慢慢悠

悠还真有“腾云驾雾去拜佛”的妙境。

公交车绕经圆明园、颐和园，过百望

山、温泉镇，终于停在了“大觉寺站”。

沿缓坡一路向上， 步行约

15

分钟便

抵达了大觉寺。

这座建于辽代（公元

1048

年）的

寺庙，至今已存在近千年，寺内有古

树近

160

株， 千年的银杏、

300

年的

玉兰、古娑罗树、松柏等，碧绿一片。

春天的玉兰花、秋天的银杏叶，衬着

寺院内的红墙绿树， 美得亦真亦幻，

不可不观。 走在清幽的禅院里，有些

不敢相信所感受到的一切。好像迈进

了门槛，寺院外卖山货的小商贩的声

音就变得遥远，漫步上桥，身后的一

切都归于平静。大觉寺背靠林莽苍郁

的青山，一股清泉从山上涌出，四时

不竭，汩汩流入禅院，我便缘清泉而

上，寻觅古刹中的秋日奇观。

其实此行我不为参禅，只求望一

眼古刹里的银杏叶。 无量寿殿前，左

右各有一株千年银杏树，格外引人注

目。乾隆皇帝还为此树留下赞诗：“古

柯不计数人围，叶茂孙枝缘荫肥。 ”银

杏粗壮的树干因 年 代 久 远 而 变 得

疙疙瘩瘩 ，像打着命运的绳结 ；巨

大的根系向四面八方延伸，拧到地

底。 如此厚重的根基，摇晃出几十米

高的枝叶 ，微微泛黄的叶片如折扇

般舒展，舞动在风中，相交在云里。因

为还没到深秋，银杏的叶子大部分还

很碧绿， 只有外缘的一圈叶片镶上

了金色的裙摆 ， 地上的片片落叶，

也仅仅铺出一小片金黄。 大觉寺的

秋，看样子要轻轻地到来，然后悄无

声息地漫开。

飞旋吧，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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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火山豆腐,你尝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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