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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台州 有趣青年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近期，章峰异常忙碌。不久
前，他携“姜有你”姜汤面亮相
2024复旦大学·上海台州周的文
旅·人才市集，为复旦师生带来
了一份台州美食的小惊喜。现场
品尝后，速食姜汤面赢得了广泛
好评，连外国留学生也对其口感
赞不绝口。

拆开一盒速食姜汤面，只需
加入热水焖制 3分钟，一碗热腾
腾的、姜香四溢的姜汤面便能
即刻呈现，足以在渐凉的天气
中温暖人心。这碗便捷又美味
的速食姜汤面的背后，凝聚了
章峰三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和
不懈坚持。

一

2007年，服装设计科班毕业
的章峰回到家乡路桥，一直在品
牌家居定制行业打拼，在商业领
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疫情的出现，对许多人的生
活态度和人生追求产生了非常
大的影响，也由此让章峰产生
了“做一个自己品牌的产品”的
想法，并希望可以专注于“一项
长久的，高天花板的，能为之奋
斗一辈子的事业”。于是，在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他
将目光投射到乡村，试图挖掘
各个地方的特色农产品或农创
产品，当他回望台州时，“姜”元
素最先跳入视野。

“台州人爱吃姜，有各种各
样姜相关的美食。一开始我们
想做的是姜炒米，不过姜炒米
门槛较低，并且市场上已经有
类似产品，后来我们就想到了
姜汤面。”章峰说，将姜汤面做
成速食的想法最早是在 2021年
出现的，螺蛳粉的成功营销以
及疫情期间泡面的消费潜力带
给他启示，“那么好吃的、健康
的、又是非遗的，且具有台州特
色的姜汤面为什么不能也做成
速食形式呢？”

于是，章峰决定先聚焦“姜
汤面”这个单品发力。不过看似
简单的速食产品，从设想到落
地，再到推向市场，前后经过了
漫长的过程。2022年初，首版速
食姜汤面产品成型，2023年初，
产品第一次地推成功，到如今，
产品已经历经了 9 次整体升级
和改进。

当回头再看这次创业，章峰
自我评价，“我是一个不安于现
状、总想折腾的人。”他接着又
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想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些事情，做
些能真正体现自我价值、社会
价值的事情。”

二

打开一盒速食姜汤面，除了
塑料叉子和米面饼，重头戏便是
决定这碗面“灵魂”的调料包和
配料包——猪骨高汤包、姜粉
包、蔬菜汤块包、海鲜包。

为了还原姜汤面原汁原味
的风味，章峰不仅要把虾仁、鱿
鱼片、青菜、鸡蛋、香菇、黄花菜、
胡萝卜、豆腐皮等食材全都塞进
配料包，还要让这一口姜汤足够
浓郁。“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实现
蔬菜和海鲜的保鲜，以及解决姜
汤保质期短的问题。”他说。

很快，他想到冻干技术可以
破解保鲜难题。有了好的想法，
他便立马付诸行动。当时，章峰
还打包了两碗姜汤面，直接拎到

制作冻干的厂家，但由于配料繁
多，技术难度大，首次打样就花
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后来，为了
实现更好的海鲜冻干效果，章峰
又辗转联系到了业内相关龙头
企业，又经过 1年时间的磨合、5
次打样，才确定了下来。

加入姜的汤包保质期很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章峰拆成了
高汤包和姜粉包两部分。而姜粉
的选材也同样经过了精挑细选
和反复尝试，最后决定使用小黄
姜来研制姜粉，以保证姜汤的鲜
辣口感。

为了面向更年轻的消费群
体，同时也符合姜汤面的温暖
气质，章峰确定了“姜有你”作
为品牌名。在前后修改了几十
种包装方案后，一份设计简约、
方便携带、冲泡简单的速食姜
汤面正式出炉。

产品一经推出，不仅广受好
评，还满载荣誉，先后获得华夏
奖·2023海峡两岸非遗文创设计
大赛优胜奖、2024“浙派好礼”金
奖、2024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金奖等，还入选 2024 年台州特
色伴手礼。“通过这个产品，希望
让更多人了解台州味道，让台州
味道走向全国。”章峰说。

三

“我是路桥人，过去路桥女
人坐月子、人们过生日时会吃姜
汤面，再后来，路桥的街边也开
起了一家家姜汤面店，姜汤面成
了日常美食，”章峰回忆，“我吃
姜汤面最早的记忆是在六七岁。
姜汤面是很神奇的，很多人因为
姜而抗拒它，但喝上一口汤，又
会喜欢上它。”

这份舌尖记忆和家乡情怀，
成了他做好这件事的信心。而另
一份底气，则来自姜汤面本身。

姜汤面是市级非遗项目，有
文化底蕴，也有大众基础，“爱
闯会拼的台州人散布在全国各
地，无数在外的台州人，当他们
怀念这一口家乡味道，打开这
盒姜汤面，就有了一种寄托。”
同时，章峰认为，姜汤面并不是
一种“私有”的口味，“对于大众
来说，姜，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事
物。而对于中国数量众多的海
滨城市来说，姜更是海鲜的‘绝
好伴侣’。姜汤面，可以承载更
多人的口味。”

他还有一些更大胆的设想，
“我们是在台州美食文化中从找
到‘姜汤面’这个载体的，未来也
想通过姜汤面，给台州乡村带去
更多发展机遇，依托台州本地优
质的原料，形成速食姜汤面的加
工产业链，推动姜汁姜粉加工、
小海鲜冻干技术、米面生产等产
业化、规范化，更好地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

小小一盒速食姜汤面，寄予
了章峰最初的愿想和未来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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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林 立文/摄

一

上午10点02分，站在天台南屏
乡前杨村的牌坊前，仰头念出“南黄
古道”四个字，我心想：这就是今天
12公里的起点啦。

很多年前，曾经在南黄古道行
过一段路，赏过枫叶。这次不同，集
结了三户家庭，大人加小孩总共 11
人，包了一辆小巴士组团而来，大家
定下的目标是“从天台走到临海”。
小巴士送达起点后，将于下午在临
海白水洋镇大泛村等我们。

气温、阳光、空气，一切都是最
适合的状态。

南黄古道的魅力在风景还没
出现时就已让人为之叹服，登山队
伍蔚为壮观，各种背包、手杖、导游
旗在我们身边流动，人人都如此放
松自在。

用了将近20分钟，才走完了热
闹的前杨村。一株在阳光下黄得闪
亮的枫树前，排着准备打卡拍照的
队伍，左手边就是向上的古道。

来不及准备，涌动的队伍就带
着我们开始登山。

二

上坡的古道都是石阶，大小不
一，高低不平，“古”味盎然。眼前这
看不到尽头的队伍让我担心起一件
事：这个密度，今天还有发挥速度的
空间吗？

很快我就没空焦虑了，一是因
为沿途都是风景，二是连续上坡带
来的痛苦。

地上尽是落叶，叫不出名，深
棕、浅黄都有。暂歇时抬头，阳光被
密集的树叶分隔成无数金线。往右
侧望去，少数已红了的枫树点缀在

正在褪色的树林间。
没有任何标语，但此景让人好

像听到耳边一个声音在说：“累了你
就慢慢走。”

走不了多久，一个观景平台自
半山腰延伸，游人松散而坐，一位女
生在弹唱民谣，身旁是一个打箱鼓
的男孩，他俩背后的背景墙上写着

“悠见南山·枫林音悦会”。我不知道

她唱的是什么，然而这段伴着吉他
和鼓声的旋律，确实和这一片山太
配了。我很想也坐一会儿，但回过神
才发现，儿子和他的好兄弟们早已
爬没了影。

有12公里要爬啊，赶紧的吧！
好一段连续上坡！双腿很快就

用酸爽表达了强烈抗议，喉咙也
用一声声粗气来配合。想起某段

游记里介绍南黄古道“坡度不大，
孩子老人都能负荷”，感觉自己受
到了讽刺。

将近一个小时后，终于爬到了
第一个休息点，是一个挂着“观音
殿”牌匾、设有长凳的檐廊。喘着
粗气坐下，翻开背包，直取蜜橘，
忙不迭入口咬开，糖分和水分瞬
间拯救了我。

我单方面宣布：蜜橘是南黄古
道最佳补给品！

像我一样疲倦的游人们坐了一
会，又忍不住站起来拍照。观音殿边
上的几棵枫树，叶色是柠檬般的亮
黄，人们聚在树下发出连声赞叹。

由于体力储备不同，我们小队
已有 9人爬到了观音殿上方，他们
在微信群里讨论，去临海的方向似

乎应该往下走。
岔路口的路牌也加深了困惑，

向上是“望海尖”，向右是三个选项
“红枫林”“龙潭叠瀑”“秋香滑道”。

“你们到临海的话爬上去没错
的！”一位戴着红色鸭舌帽的老大哥
听到我们的讨论，主动提供了援助。

他也往上，顺路一起走。
老大哥50多岁，说话带有浓重

的广东口音，一聊，果然是广东人。
“我来台州做香（生）意的，南黄古道
爬了很多器（次）了。你们器（去）临
海大换（泛）岑（村），就是往上爬，往
下走很多瀑布和昏（枫）树，那个看
完就回头路走回南屏啦。”

老大哥边说边爬，气息丝毫不
乱，经由他提醒我们才知道，原来今
天走的不是大环线，而是单程线，全
程不到 12公里。“环线是要从大换
（泛）村再走回来的。”大哥说。

得知真相之后，更加感慨自己
的体能好差。

又爬了近 50分钟，途中和等候
我们多时的小队成员们会合，吃了
三个蜜橘、一小块巧克力，终于到
了山顶。

一小块空地上，建有几间石头
屋，其中一间是“济公殿”。

看着济公“坐”在殿中，不由惭
愧，耳畔好似听到他哈哈大笑。

过了“济公殿”，石板路突然被
土路代替，路面平坦，坡度消失，心
情大好。孩子们在路上捡拾树枝当
手杖，笑声顺着风声四下飘荡。

将近半小时之后，真正的考验
来了：下山古道。

三

和上山的石板路不同，这一段
连续下坡以土路为主，脚的支点都
是不规则突出的石块。孩子们身体
轻盈，但一着急就多次滑坡险些摔
倒，我们只能牵着手仔细寻找落脚
点，但又不能太慢，因为倾斜的地面
会加重膝盖和脚踝的负担。

高度集中注意力加剧了体力消
耗，忽然一阵尖叫声，抬头一看，真
乃绝景！

在悬崖下方，是一片广阔的梯
田。如此壮阔的美景，是对每一个坚
持到这里的人最好的奖励。

下午将近两点，我们终于踏上
了平缓的水泥路，很快到达了目的
地——大泛村。孩子们笑着围在田
边一组人物铜像前，铜像雕的是两
个读书人、一个书童。南黄古道自北
宋初年开设，盛于明清，无数临海书
生自此翻山越岭进京赶考，往来商
贾也带着挑货队伍，把食盐、绿茶、
布匹、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带去天
台乃至更远处贩卖。

大泛村口又遇趣事，路牌写的
是“黄南古道”，和南屏村的“南黄
古道”互成镜像。古道名字取自“南
屏、黄坦”首字，起点不同，称谓自
然不同。

行至村中的古桥，小队最后一
次休息，大人们交流的是各自酸痛
的部位，孩子们仍然精力旺盛，在溪
水边比谁的石子扔得远。

将近5小时的徒步，仔细回忆，
最深刻的体会竟然是“独处”。上山
时的热闹，很快就因为个人体能原
因转变为“独自前行”。无论沿途攀
登者是多是少，你心里都会很静。你
知道，谁都无法代替你走完石板路，
因此很长时间里，你眼里只有这一
步路和下一步路。

哪怕途中无数次懊丧，抵达终
点时，必定是欣喜。

南黄古道：
秋之美，尽在呼吸之间

台传媒记者林 立/文 王佳丽/摄
台州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

在蜕变，与此同时，台州的山林
之间，又珍藏着一种亘古不变
之美——古道。

深山内的石板路，凝结了古时
台州的繁华，沿途风景，自古时一
直美到今天。

天台南黄古道，与北京的香山
齐名，乾隆帝御笔题词“南山秋
色”，说的就是南黄古道深秋的
美景。

同在天台，霞客古道也是徒
步爱好者的心头好。这条路线的
第一个导游，就是旅行家徐霞
客。他以饱满的情感、专业的文
案，为后世旅行者介绍了沿途的
风景。走完这条古道，你可以礼
佛国清寺、问道桐柏宫、撞钟高
明寺、听瀑石梁、赏秋华顶、洗心
琼台……

天台的景区由这条古路，串联
成线。在这条路上，步行了多少公
里不再重要，看到了多少风景才
是追求。

仙居苍岭古道西起缙云县壶

镇镇的苍岭脚村，至仙居县横溪
镇的苍岭坑村为止，全长约 25千
米。这是一条浸透了咸味的古道。
古时行走于此的主力军是盐贩，
他们为了人们舌尖最渴求的味道
翻山越岭。古道一路尽是险峻山
路，两侧大山夹峙，被誉为“浙江
西南第一岭”，险峻之极在风门。
因为攀登难度大，苍岭古道是资
深驴友们的热衷挑战地，被纳入

“华东十大徒步线路”之一。
“苍岭丹枫”是这里的著名一

景，深秋时枫叶铺满山道，攀上
高处回首望去，红枫如丝带环绕
群山，使人在极限挑战中获得无
限能量。

仙居的另一条知名古道是公
盂古道，因为被誉为“华东最后的
香格里拉”的公盂村而闻名。公盂
村四面奇峰环绕，峰顶海拔在
1000 米上下，村庄坐落于山峰怀
抱中的小小盆地间，梯田连绵起
伏，树木葱郁，空气清新。沿着古
道穿林过山，炊烟袅袅、稻子金
黄、层林尽染。

临海茶辽古道，名字就透着底
蕴。

宋代以来，这条路就是温台
两地通往绍杭的官道。路如其名，
古道的特色之一就是“茶”。茶
辽，也叫茶寮，即茅棚搭的小茶
楼。千年之前，往来商客游人在
这条古道上行脚时，最享受的
事，就是在古道深处的茶辽村里
歇歇脚，喝上一壶村民们提供的
本地茶。今天你还能在茶辽古道
沿途看到几十株上百年高龄的
枫树，此外还有遮天蔽日的竹
林，数不尽的松树、樟树。当所有
树木焕发出秋天的魅力时，游客
们宛如落入了秋所酿的酒坛中，
如痴如醉。

黄岩义城岭古道，起于黄岩头
陀桥，经潮济等至义城岭头，全长
12 千米，古道入口为北洋镇联丰
村。走入义城岭古道，便踏入了幽
静之境。古道旁的百年古枫静默
不语，但走得久了，石板路上的落
叶在脚下发出的声响，会让你聆
听到历史的呼吸与倾诉。

温岭南嵩岩山道因南嵩岩知
名，南嵩岩素有“神山佛国”之称，
位于方山之南，南嵩岩与黄岩的
北嵩岩彼此相望，遥相呼应。攀向

南嵩岩的山道，沿路两侧都是枫
树。红枫赋予了古道诗意，但这诗
意既古朴也清新。

无论在哪一条古道漫步，走得
久了，心最静时，你会突然明白，所
谓过去，从来没有消失，因为在古
道上每走一步，都有古时的回声。

台州古道，千百年不变之美

大泛村古桥大泛村古桥观音殿旁枫树观音殿旁枫树悠见南山悠见南山··枫林音悦会枫林音悦会
章峰章峰（（中中））的的““姜有你姜有你””姜汤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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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辽古道茶辽古道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