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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闲趣闲

“七夕夜骑上小黄车去追闪电。”
“昨天傍晚高崖口的乌云与夕阳。”
“今天又是大晴天，继续骑车去看

夕阳。”
……
这是青年陶瓷艺术家木木微信朋友

圈经常出现的内容。她和她的先生朱阳
同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
专业委员会成员，却是因骑行运动而结
缘。两人相伴十余年以来，曾经在祖国
大江南北多地骑行。骑行运动，是他们
最大的共同爱好之一，也是他们生活中
最为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

这两年，因疫情所限，出行半径缩
短，热爱旅行的朱阳和木木将郊区的骑
行运动，当作生活中重要的内容。

“北京的骑行路线非常多，山也
多，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会进山骑
行。”木木说，特别是去年以来，他们
的工作多数为居家完成，时间比以前更
加灵活。“可以随时‘调休’，遇到好天
气，就迅速调整安排，立马出去骑一趟
车。”

虽然骑行多年，但朱阳和木木坦
言，乐趣的增长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他们将之分为几个阶段：

刚开始进山骑车，并不追求速度，
只是休闲骑行，先不说乐趣，更突出的
是身体的苦累始终伴随左右。

坚持下来，在骑行中慢慢可以享受
到不同路线、不同季节带来的不同景
色。包括皮肤感受到的空气的质感、山
间弥漫的气味。

等体能和骑行技术达到一定程度
后，可以体会在不同路线中选择不同骑
行策略带来的乐趣，接着去挑战一条条

难度递增的骑行线路，甚至去参加比
赛，从而获得运动带来的“巅峰体
验”，感受自己的坚持带来的进步。

当坚持了十几年之后，不再需要通
过挑战来证明自己，骑行便成为一种情
怀。不再激进，不再追求征服某座山，
超越某位骑手。也不再由激情驱使毅
力，超负荷骑完一条条线路。随着年龄
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加追求合理计划
下，更加从容的行程。“这个时候，即
使面对艰难，面对未知的挑战，也会优
雅地享受过程，这就是人生的一大收
获。”朱阳说。

在北京郊区，朱阳和木木喜欢的骑
行路线有两条，一条位于昌平镇的高崖
口，一条位于延庆的白河堡绕圈。

他们说，高崖口是非常棒的傍晚骑
行路线，因为视觉开阔，骑行中可以看
到北京最美的夕阳。“那里群山环绕，
山程却不长，从山脚骑到山顶约20公
里，耗时1个小时左右。再从山顶放坡
到另一边的半山腰，到达欣赏夕阳的最
佳地点。”两个人介绍，他们一般选择
开车到高崖口山顶，从山顶骑车下到山
脚，再往上爬升。“这样不需要在太阳
落山之后再放坡，减少风险。此外，这
条路线交通便利，从京礼高速西峰山出
口出，不远处就是山脚。”

相对于高崖口，白河堡路线较长，
离城区也比较远。但朱阳和木木说，这
条路线路况非常好，风景富有变化，也
很安静。“从永宁古镇出发，到白河堡

水库、千家店，再从刘斌堡绕回永宁古
镇，全程约80公里，骑行时间一般4小
时左右，我们比较喜欢专门拿出一天的空
闲时间去骑这条路线，特别是在冬天。”
木木说。

作为休闲文化的研究者，朱阳和木木
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居民
更应该合理利用好所居住城市的郊区，满
足自己的休闲需求。

“许多城市居民将假日旅游作为重要
的休闲方式，特别是暑期旅游旺季，仿佛
不远行就没有很好地休假。其实多数城市
郊区有多条休闲路线可选，并且郊区游也
并不意味着只有农家乐吃个便饭、留宿一
晚这样的形式。去郊区骑行、徒步，都是
不错的选择。”木木说，近些年，随着城
郊户外运动的走俏，网络上有非常多信息
导览，也有专门的手机App，还有相关
俱乐部，能够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服务和
体验。“我们除了平时自己骑行，也会参
加骑行俱乐部的周末活动。成熟的骑行俱
乐部都会为骑行配备后援车和技师，遇到
问题随时解决，会比自己出去骑行安全很
多。”

对于有意于郊区骑行运动的朋友，朱
阳和木木建议，首先要“做好功课”，“因
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再有一点，选择
骑行或徒步的方式出游，最好要去专业用
品商店选购合适的装备。”此外，他们认为，
扩大与骑行群体的交流，及时得到更多的
信息，掌握出游线路的路况等也非常重要。

“加入口碑比较好的俱乐部是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刚入门的朋友来说。休闲虽然
是个人行为，但是要想获得更多的乐趣，加
入一个群体，和这个群体中的人多交流，可
以得到更丰富多彩的体验。”

骑行骑行，，去城市之外看最美夕阳去城市之外看最美夕阳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在写字楼待久了，走到户
外，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心情
格外舒畅。”资深驴友刘铭，有
点中了徒步的“毒”，“在户外拥
抱自然，感觉打开了一片新天
地。”

背着重重的行囊，徒步穿
越30-50公里，在人迹罕至的
地方安营扎寨……提起户外徒
步，也许总会想到这样的场景，
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户外徒步
分为很多级别，大部分初级线
路强度并不大，一般玩家都可
以完成。”刘铭告诉记者。

“7月中，我刚带着四岁半
的女儿和几家驴友相约在河北
蔚县的蝴蝶谷，玩了两天。”刘
铭说起最近一次露营，就是一
次极为轻松的拥抱自然。“蝴蝶
谷是蔚县地区高空草甸脊梁之
一，类似张北附近的空中草原，
是驴友徒步露营的圣地。”刘铭
说，夏季那里各种颜色、各种姿
态的野花遍地绽放：蓝莲花，野
菊花，雪绒花……还有很多叫
不上名字的花，蝴蝶在花丛中
自由嬉戏，连蟋蟀的鸣叫，都是
空旷而孤寂的,几家孩子玩得
甚是开心，而大人们也感觉仿
佛置身于画中。

“那里大大小小的营地很
多，很容易就找到一片控场安
顿下来。由于几家孩子都不大，
我们就选择在营地周边徒步，
走个三五公里，累了就回到营
地帐篷休息，很是惬意。”

“70后”的刘铭谦虚地说，
他的徒步资历并不深，从2012
年才正式接触徒步。“当时我家
住在丰台，家边上有一个徒步

小圈子，每晚上 7-8点，在卢
沟桥有个1小时的徒步活动。”
他参加了几次后，觉得徒步这
种形式挺好，但1小时的强度
有点小。后来就慢慢入圈，跟着
一些驴友走起一天的“香巴拉
线”（香山八大处拉练），再后来
就开始涉及2-3天徒步线路，
在户外住 1-2个晚上。“那时
几乎每个周末都出去。周一到
周五都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下，
周末到郊外放松身心，和驴友
聊聊户外圈的事，或者找个山
谷，看看书睡睡觉，对于大脑和
心灵都是一种放松充电。”刘铭
说，那时北京周边的三大高峰
他都经常去，灵山、海坨山、百
花山都有几条较为经典的线
路，适合入门级的驴友，随后也
去了山西五台山逆穿50公里，
虽然距离有些长，但安全性较
高；还有河北的老掌沟，既适合
越野自驾的户外爱好者，也有
多条不同级别的徒步线路，适
合从初级进阶的驴友。

刘铭说，一般初级驴友的
露营装备普遍偏重，男生基本
在45-55斤之间，使用65-75
升的背包；而进阶的驴友为挑
战5-7天的线路，基本会更换
部分装备，降低负重，给食物和
饮水预留空间。

从2012年到2018年6年
间，刘铭不仅走过北京、河北、
山西、内蒙、辽宁、江西等地30
余条线路，他也从最初的初级
户外玩家慢慢进阶，不仅自己
和朋友玩，还偶尔做小型团建
活动的领队。

刘铭说，他们不仅崇尚自

然、亲近自然，还爱护自然环境。
“在驴友圈有个不成为的规定，
即不在山上留下一片垃圾。”刘
铭说，别看他们装备很多，但吃
完喝完的垃圾一定会背下来，到
山下再扔。他们还经常在海坨
山，京西古道，蟒山等地做青山
捡垃圾活动，就是为了保护好自
然环境，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大
自然的美。

“有一次为组织东灵山单天
登山徒步活动，我提前去探路。”
刘铭说，他到达门头沟聚灵峡景
区时下着小雨，穿好雨衣后继续
前进，小雨逐渐变成小雪，在到达
主峰前，天气放晴，站在东灵顶遥
望西灵，山谷里都是云海……“那
天我一个人在山顶发了半天呆。
一天内见到雨、雪、云海等多种自
然气候，这就是走出户外，才能感
受到的自然界的魅力。”

“这些年，我们这批驴友都有
孩子，徒步穿越的强度有所降低，
但户外的生活方式却从未停止。
一般我们会选择 2-3天的北京
周边线路，带着孩子一起感受露
营徒步的乐趣。”刘铭说，他已和
朋友约好，这个“十一”带着一家
人去河北老掌沟。“老掌沟我已经
去过7-8次了，秋色风景最佳。
每到9-10月份，金灿灿的树叶
挂满枝头，再加上傍晚的夕阳，绝
对是人间天堂般的美景。”

在刘铭心中，还有很多向往
的线路并未涉足，略有遗憾的他
却又充满憧憬，“我现在经常带着
孩子一起户外露营，就是希望她
也能喜欢上这项亲近自然的生活
方式，希望我没走过的线路，‘户
二代’可以替我实现。”

露营+徒步 打开新天地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处暑刚过，秋天的海风为夜晚的沙滩
送来第一缕清凉。即使不是周末，海南省
三亚市大东海的两块沙排场地也是人声鼎
沸，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场上的情况。一声
清脆的哨声响起，球场上一边的年轻人瞬
间调整位置，接发球组织进攻，刹那间，
高高传起的排球被用力扣杀在对面的沙地
上，周围的观众无不赞叹惊呼，呐喊声甚
至盖过了远处一层又一层的海浪声……

“我们海南人都非常热爱这项运动，小
时候，家里的长辈会带着我四处去打沙
排，哪怕是去偏远的乡镇也会有一两块沙
排场地。”刚刚在场下观看比赛欢呼声最盛
的何贤坊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从小练球
的他目前也是海南大学排球队成员。

最早出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滩上的
沙滩排球，被誉为“21 世纪最杰出的运
动”之一，老少咸宜，趣味性足的特性使
它风靡了全世界的沙滩。而海南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让沙排运动的爱好者众多。

每年定期在琼海举办的海南省大学生
沙滩排球锦标赛，更是一年比一年热，
2019年吸引了来自全省9个市县10所高校
代表队参赛。

“沙排只有两个人在场上，彼此之间的
默契程度是打好沙排的关键所在。”何贤坊
说，他经常会约上身边的三五好友到沙排
场上角逐，除了磨炼技术，和不同的人相
遇切磋也是一种快乐。“由于海南的沙排氛
围好，很多外省的沙排爱好者会专程来海
南打球，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朋友。”

来自哈尔滨的崔学成就是来自外省市
的沙排爱好者。年过60的他依然常年奋战在沙滩排球的场
上，用他的话说，这项运动不仅强身健体，还能延缓衰老。

“1998年，哈尔滨有了第一块沙排场地，从那时开始，我
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和传统硬排相比，沙排对人数要求
少，也不会轻易受伤，非常适合业余排球爱好者。”如今已经
退休的崔学成，随着休闲时间的大量增加，也开始辗转于南方
各大业余排球比赛，打沙排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近几年，我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福州闽江公园等地都
打过沙排，但兜兜转转，还是觉得海南的沙排氛围更好。海南
气候好、沙排场地又多，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球，很多本地人都
是从小就开始接触沙排，几乎人人都能打几下！”崔学成兴奋
地对记者说，“我几乎每晚都会在大东海、临春河村、田螺村
等地打上两个多小时。除了三亚，有时也会约着朋友去琼海、
澄迈等地打打业余沙排比赛。”

“沙排不仅仅是年轻人的运动，许多年龄比他还大的人也
都是他的球友，大家每天乐此不疲地活跃在沙滩上，虽然皮肤
晒黑了，但收获的却是健康与快乐。”崔学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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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面线糊，外地人知之甚少，但吃过的人大多喜
爱有加。

在泉州，24小时都可以吃到滚烫的面线糊，白天面线
糊店铺遍布大街小巷，夜间八点过后，面线糊的摊点也出
现在街头。泉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面线糊开启，也以一
碗面线糊画上句号。

面线糊以细如丝的面线熬制，汤色清澈，面线稀疏微
稠，晶莹剔透，极其撩人食欲。泉州人吃面线糊讲究颇
多，清糊作底，根据食客的喜好加上各种佐料，再搁上几
滴当归泡制的白酒，撒一点胡椒粉，十来秒之间，一碗香
气袭人的面线糊即可上桌。面线糊的配料事先做好备用，
包括卤大肠、卤蛋、卤豆干、醋肉、海蛎、鱿鱼、蛏肉、
猪肝、猪腰、猪血等数十种，食客各点所需，但油条却是
面线糊恒久不变的标配。

油条在滚烫的面线糊稍微浸泡，吸收了碗里面线糊及
佐料的味道，油条的香味更为丰富，口感细腻润滑，让人
回味无穷。

泉州人以面线糊为早餐。清晨上班或办事的路上，一
碗佐料丰富的面线糊，即可保证上午的热量和营养，令人
精气神十足。夜晚，三五好友聚餐喝酒，酒酣耳热之际，
回家的途中，在面线糊摊点来一碗面线糊清汤，暖胃醒
酒。面线糊承担着泉州人一天的能量补充和解乏之需，渗
透于每个日子。

许多外地朋友，在泉州品尝了面线糊之后，即念念不
忘，其喜爱的程度甚于当地泉州人。

几年前，我接待一位从北京到泉州讲学的大学者，飞
机抵达厦门机场已是晚间九点多，这位学者谢绝了他在厦
门任职的学生盛情安排，马不停蹄直奔相距百余公里的泉
州，就为了当晚能吃到正宗的泉州面线糊。

还有香港媒体一位大咖，世界各地几乎走遍，但只要
到泉州，面线糊是必吃的美味。这老兄甚至像泉州人一
样，老练地在面线糊中加油条。一次他到泉州，夜半三更
思糊心切，微信群里招呼大家上街吃面线糊，没想到立即
得到众人响应。

闽南地区大多有面线糊，但外地朋友评价，泉州的面
线糊最为地道好吃。面线糊低调内敛，名曰为糊却清澈敞
亮，其作为泉州最有代表性的美食之一实至名归。

我以为，面线糊犹如泉州的城市性格，一碗清糊容纳
百味，即使包含了山珍海味绝世佳肴，也以面线的形象出
现，其色不变，其性不改，不骄不躁，淡定自如。这也正
是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格与品质。我不禁想起曾在
微信群看到的对话，几位群友讨论各地的美食，大家都以
自己家乡的美味引以为傲，其中一个群友发言“我在福建
泉州吃过面线糊，我向你们炫耀过吗？”引得大家好奇：面
线糊是什么东西？

低调而内涵，简单而丰富，这就是面线糊的泉州。

面线糊的泉州
赵小波

深秋八月，海南的阳光依然热烈，从三亚出发，沿海榆
东线高速公路往海口方向驱车半小时就到海棠湾区的南田鸿
洲共享农庄。农庄四周高山环绕，各种热带植物如绿色地毯
依山势层叠覆盖，沿路两旁，是翻滚着水花的山泉。打开车
窗，山谷间吹来的凉风让人清新满怀，一扫酷暑之气。一幢
幢造型各异的茅草屋顶客房依山而建，一条条小路在橡胶林
里穿梭，把各个客房互联相通，让游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

在农庄入口的台阶处，一部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拖拉机
制造厂出产的拖拉机依然屹立，台阶书写着“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几个红色大字分外耀眼，许多游客纷纷在此驻足拍
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归侨、知青聚集到南田，开垦
创业，给无数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青春回忆。曾几何时，农
场橡胶平均亩产不到30公斤，为了转生产、调结构，农场
将低产的橡胶园更新后分给职工种芒果、香蕉等各种热带经
济作物。转型之路虽然艰辛，但却效果显著。一幢幢造型别
致的“芒果楼”陆续屹立起来，一部部崭新的小轿车走入职
工之家，“调结构、转产业”的成果让农场职工尝到了甜头。

那些当年农场知青和职工用泥巴和茅草糊成的简陋木
屋，如星星般散落在青山绿水间，农庄本着“不拆除历史建
筑、不拆传统民居、不破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等基本规
则，全面系统地恢复和提升农场聚落的生态功能。农庄着重
打造的“光阴故事”田园共享体，在每片橡林、芒果林、香
蕉地挂上图片说明，让游客感受浓郁的华侨文化、农耕文
化、特色休闲文化。

“我们还结合地形地貌特点，把农庄周边打造成综合性
运动公园，满足来这里游客的各种需求。”农庄负责人介绍
说。只见远处一群穿迷彩服的游客分成若干队伍，拿着“武
器”隐入茂密的橡林丛中，拿出自己的胆量和智慧，与伙伴
们斗智斗勇……丛林穿越，原子飞车，空中滑索，山地滑
草，丛林野骑，极限泵道，汽车越野，真人CS对战，全地
形摩托等几十个专业项目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在经营者心中，始终坚守“共建共享共致富、农业农庄
农为本”的理念。农庄通过职工保底入股模式，在保障职工

“不离家、不离土、不离园、就地就业”的共享原则下，利
用南田农场闲置资源进行共享，探索以合作和租赁式经营模
式，全力推进“农旅+休闲体育运动+亲子研学+康养”四
大产业融合，努力创建着中国南部一站式文化体育运动康养
旅游目的地。

“动”“静”两相宜的共享农庄
本报记者 陈启杰

尖印象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