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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黄河边，在木栈步道上悠闲地逛逛，

看看黄河母亲雕塑，闻闻暖阳的味道，听听水

车的哗哗声，心里总是惬意。黄河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这句话不知曾出现在多少孩童

的作文本上，稚嫩的笔触写过的话留在心中，

若干年后见到黄河，便如同隔着岁月望见年

幼的自己。

这些时刻，都需要一杯三炮台。

一

如果在黄河边，我喜欢窝在躺椅上，让黄

河岸边的柳树吹拂我的脸；任由烈日裹住我，

自然有树荫替我分担炎热；或者在傍晚，风温

柔得一塌糊涂，金色的夕阳照拂在黄河边，水

鸟和鱼披上粼粼的光。

这时，三炮台总在手边。

可以细致地刮碗子，这是传统的意趣，需

要不时添水，夹杂着杏干、馓子这样的茶食；

也可以用啤酒大杯泡，这是三炮台与当下生

活的妥协，有点瓜子、青豆，就可以消磨掉大

半天的时光。

三炮台——这是甘肃的传统糖饮料。

甜是多么奢侈的物品，虽然汉朝就有了

“饴”的记载，因为稀少，这种麦芽糖只在极少

数的时候被享用。自然界的甜倒是有蜂蜜，

但岩壁上的蜜难取且昂贵，还能换取更多的

食物，自然不在普通人家的饮食范围；唐朝有

了砂糖，进而有了冰糖，糖渍食物开始出现，

但这同样也只在富有人家的食单上；宋朝时

南方富饶，新兴起来的城市阶层开始有了“城

里人”的饮食习惯，但在不种植甘蔗的北方，

去寻找一种人工的“甜”，是有极高门槛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糖依旧是紧俏的。

二斤白糖就是过年时能拿得出手的礼物，

要是再加上一包岷县点心——那可是值得孩

子们欢呼的礼物，点心并不会很快瓜分一空，

要留着细水长流地吃，人生的路长着呢，福气

都在后头呢。

糖被藏在深深的皮箱里，或者是奶奶的

陪嫁木头箱子，或者是姥姥的。作为家里的

物资总管，她们掌握着皮箱的钥匙，只有家里

来了贵客，才能在茶水里狠狠挖上两大勺白

糖。

这些甜，足够客人甜到心里头去的。

二

三炮台用冰糖，这是更加富庶的习惯，冰

糖比白砂糖要贵那么一些，一粒冰糖含在嘴

里的快乐，是无数孩子证明昔日里自己被宠

爱过的证据。

三炮台要有红枣。

可以是新疆的枣，可以是陕西的枣，兰州

的三炮台更喜用临泽的金丝小枣，但也有可

能是自己家树上结的枣儿，在丝绸之路上，一

切食物的流通都顺理成章，只要是甜的，核儿

小的，就算得上精品了。

临泽的金丝小枣是贡品，核儿细而长，肉

是金色可以拉丝的蜜，这也是金丝小枣得名

的主要原因。枣儿并不跟糖争风头，糖是现

下的甜，浓墨重彩的甜，但枣儿的甜是不动声

色一丝一缕溢出来的甜，再者，喝完三炮台，

里面的枣儿还要捞出来吃的，虽然已经被泡

得 膨 胀 起 来 ，但 枣 儿 还 是 甜 的 —— 这 是 上

佳，虚浮水肿的枣，要么枣皮是破的，要么本

身是不甜的。

枸杞多是酒泉的。

这种橙红色的小果子，几乎没有人见过

它新鲜时的样子，它一出现在大家眼前时，

就是皱皱巴巴的暗红色。因着红，才据说可

以补血，后面科学用数据证明了它的营养。

也不能说是委屈，毕竟枸杞鲜果的皮实在太

薄，不要说长距离的运输，就算从种植地运

送到县城，娇嫩的果皮都被磕破，况且在过

去 物 流 不 发 达 的 时 候 ，运 输 这 么 娇 贵 的 食

物，唯有晒干。

还得有杏皮。

杏 儿 是 北 方 的 传 统 水 果 ，房 前 屋 后 都

可 以 采 摘 。 直 到 如 今 ，还 有 南 方 小 伙 伴 从

未 见 过 新 鲜 的 杏 儿 ，这 个 结 果 令 北 方 人 又

诧 异 又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这 并 非 什 么 难 种 的

稀罕水果，为什么在南方没有呢？

橘生淮南这个成语不就说尽一切了么。

杏儿极多，只能晒干，晾干的杏皮有酸

甜、极酸各种口味。三炮台中，它提供的是香

气，是夏天挂在树梢上的酸涩，是秋天成熟的

多汁，是冬天怀想春天的期待。

再加上桂圆。

南方的水果，赭石色的壳儿，黑红的肉，

黑亮的籽儿，这是三炮台中为数不多的南方

水果。说明了中国传统养身学说如何深入人

心，小枣、枸杞、桂圆都是典型的热性食物，可

以滋阴补气；冰糖、杏皮属于中正平和的食

物，某种程度上可以搭配万物。

三

如此说来，三炮台还缺几味凉性的材料。

绿茶，未曾发酵过的绿茶略清苦，刚好压

住红枣桂圆枸杞过于霸道的热，于是一杯茶

盏中，呈现出端方有礼的君子风度。

这是最普遍的几样，如今人们追求一种

丰盛饱满的食物审美，选够八样，才显得郑重

其事，庄严不凡。

没有香气、存在感不强的核桃仁和芝麻

也有幸入选。

在宁夏，这种茶还被称为八宝茶，但兰州

人仍然称之为三炮台或者碗子。

三炮台的得名，则在于刮碗子的器皿，与

炮台有某个角度的相似，因此咬文嚼字地说，

三炮台是外观上的审美，八宝茶是原料的命

名。

在黄河边，绿色的茶叶已经泡成丝丝缕

缕的叶片，红枣的香气正当时，而此刻，母亲

河畔的你，可否感到安适和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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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阴铺野换新光，薰风初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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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兰州，倘若不去黄河，总是个莫大的遗憾。

盛夏来临，很多人喜欢聚在黄河边，岸上的花儿都开得任性烂漫，植物清新的香气

毫不客气地蔓延着，这几年，黄河边游人如织不是形容词，而是一种诚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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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枸杞

瓜州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北麓的干旱

荒漠区，是甘肃省枸杞栽培最大的县区之一。

瓜州地域辽阔，属大陆荒漠极干旱气候区，降水

少，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瓜州枸杞鲜果果实饱

满，色泽鲜亮，干果果粒大，质柔软，肉厚，籽粒

少，具有枸杞特有的甘甜滋味，也是甘肃地理标

志名品。

瓜州枸杞灌溉用水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

土壤养分供应管理采用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

的平衡施肥方式，瓜州枸杞具有明目舒肝、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预防心血管和白内障

疾 病 的 功 能 。 瓜 州 枸 杞 蛋 白 质 含 量

12.50g/100g，脂 肪 含 量 2.32g/

100g，类 胡 萝 卜 素（以 β-类 胡

萝卜素计）含量 95.00mg/

100g，具 有 很 高 的

食 用 药 用 营 养

价值。

临泽小枣

魏晋时期，临泽地区就开始栽植小枣。《临

泽县志》中记载：“核小味甘，鸭翅渠所产优于沙

河”。

临泽县地形特征是“两山夹一川”，是张掖

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屏祁连峻峰，北蔽合

黎 峰 峦 ，中 部 是 平 坦 的 走 廊 平 原 。 地 势 南 北

高、中间低，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临泽属

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肥沃的土壤、涓涓的祁

连雪水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优良

的临泽小枣。临泽小枣味道香甜，营养丰富，

口感清爽，肉质细嫩紧实，营养丰富，有养血安

神，润肺止咳，调和诸药的作用，还具有延年益

寿之功效。临泽小枣自古以来享有盛名，是独

具特色的地方名特产品，也是生产保健食品的

良好原料。

苦水玫瑰

永登县苦水镇历史悠久，依山傍水，以“中

国玫瑰之乡”闻名于国内外，生产的苦水玫瑰被

定为兰州市花。

据《永 登 县 志》记 载 ：清 道 光 年 间 ，永 登

县 苦 水 镇 李 窑 沟（现 下 新 沟 村）有 个 叫 王 乃

宪 的 读 书 人 ，进 京 赶 考 ，返 回 途 中 从 西 安 带

来 几 株 玫 瑰 苗 ，栽 在 院 内 观 赏 。 由 于 玫 瑰 极

适 宜 当 地 的 气 候 土 壤 等 自 然 条 件 ，生 长 茂

盛 ，枝 多 花 繁 ，花 香 四 溢 ，浓 香 袭 人 ，深 为 人

们 所 喜 爱 ，于 是 家 家 户 户 竞 相 栽 培 。 不 过 数

年 ，各 家 房 前 屋 后 、厅 堂 院 落 都 栽 满 玫 瑰 。

因 这 个 品 种 最 早 在 苦 水 引 种 并 长 期 栽 培 ，不

断 选 育 ，最 终 形 成 的 地 方 品 种 ，所 以 称 之 为

苦水玫瑰。

苦水玫瑰是钝齿蔷薇和中国传统玫瑰的

自然杂交种，中国四大玫瑰品系之一，世界上

稀有的高原富硒玫瑰品种。具有生长茂盛、花

色鲜艳、香气浓郁、产量及出油率高、抗逆性强

等特点，其用途广泛，集观赏、油用、食用、药

用、酿酒及香料等多种用途于一身，可用来制

作千层月饼、玫瑰饼、糕点、造酒等。另外，其

玫瑰精油属于浓香型玫瑰精油，是制作烟草、

肥皂、淡香水和高级化妆品的关键原材料，在

芳香疗法、化工、食品添加剂、医药等行业发挥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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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泽小枣

陇上茶饮——三炮台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在中国历经几千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西湖龙井、六

安瓜片、君山银针、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等都是

茶中珍品。而到了黄河之都的兰州，许多人对茶的

记忆，就停留在了那个带着细碎小花的别致茶碗和

茶碗里那令人垂涎的茶香与甘甜。兰州人嗜饮茶，

从 茶 具 、茶 叶 到 配 料 都 十 分 讲 究 。 有 句 玩 笑 话 说

“宁丢千军万马，碗子不能不刮”，说的就是兰州最

有名的茶——三炮台。

茶具

三炮台的茶具由茶盖、茶碗、茶座三部分组成，

因整套茶具形似古代的炮台，故称三炮台碗。三炮

台碗设计十分科学，底托碟是饮茶者端的，碟中间

有个圆坑，刚好可以把碗底凸出部分放进去，非常

稳妥，碗中的茶水一旦溢洒出一些，会有碟子接着，

不至于洒在手上或身上。相传三炮台是唐代德宗

建中年间（780 至 783 年）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

成都发明的。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常常烫到

手指，于是崔宁之女就巧思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

杯。为了防止喝茶时杯易倾倒，她又设法用蜡将木

盘中央环上一圈，使杯子便于固定。这便是最早的

茶船（即茶座）。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人

人称便。

用料

甘肃地处西北，冬季气候寒冷，饮食偏重牛羊肉

类，茶叶成了人们饮食习惯中的必需品，而一开始销

售到西北的边茶又苦又涩，虽然可以解决人们对茶饮

的需求，但口感着实不佳。于是兰州人民开始尝试往

茶中放一些枣干、冰糖、枸杞加以中和。到了清朝末

期，三炮台的用料演化到了八种之多，因此用料最全

的三炮台也被称为“八宝茶”。一碗上等的三炮台，茶

叶以春尖茶和云南下关沱茶为最好，再配以桂圆、杏

脯、葡萄干、红枣、枸杞、菊花(玫瑰)、冰糖等八种辅

料。呷上一口，茶的清、干果的香、冰糖的甜便掺和着

浸入了丝丝神经，香甜可口，沁人心脾。

饮用

喝 三 炮 台 碗 子 茶 时 不 能 一 次 喝 尽 ，而 要 一 手

提碗，一手握盖，并用碗盖随手顺碗口由里向外刮

几 下 ，然 后 把 盖 子 盖 得 有 点 倾 斜 度 ，再 用 嘴 吸 着

喝 。 这 样 一 则 可 以 刮 去 茶 汤 面 上 的 飘 浮 物 ，二 则

可以使茶叶和添加物的汁水相融。兰州本地人一

般 不 会 拿 掉 上 面 的 盖 子 去 吹 飘 在 上 面 的 茶 叶 ，也

不会大口吞饮，要小口小口地慢饮、慢品。一边饮

用，一边不断添加开水，直到糖尽茶淡为止。如此

这般，慢慢刮、慢慢品，在享受清香的同时，还可以

观 赏 到 碗 中 茶 汤 的 色 泽 和 碗 里 的 活 色 生 香 ，故 而

被亲切称为“刮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