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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山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5.1%，钟灵毓秀，大自然馈赠

了许多美丽的珍奇。走上街

头，询问霍山有什么，市民会用

独特的方言热情而自豪地为你

描述霍山丰富物产。霍山是药

材之乡，现有药园5万亩；霍山

是茶叶之乡，现有茶园 13 万

亩；霍山是毛竹之乡，现有竹园

45 万亩，为江北毛竹第一大

县；霍山是蚕桑之乡，5万亩桑

园成就全省十大蚕桑基地县之

一……另外，还有竹器、根书等

工艺品，葛粉、百合粉、茶油等

生态保健食品，红灯笼泡椒、山

菇、木耳、竹笋、蕨菜等土特

产。

最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

恐怕当属霍山石斛了。这是

一种医药价值很大的植物，

俗称米斛，当地人又叫它龙

头凤尾草、皇帝草。清代赵

学敏《本草钢目拾遗》记载

称：“霍石斛出江淮霍山，形

似钗斛细小，色黄而形曲不

直，有成球者，彼土人以代茶

茗。”中国药典会委员，石斛

属研究专家包雪声教授在

《中华仙草之最》中说：“如

果说世界上确有什么仙草的

话，这种仙草应当是霍山石

斛。”因此被誉为“中华仙草

之最”“健康软黄金”。

钟灵毓秀多物产

体会民俗风情，观市井生

活得去东大街。当夕阳的余晖

涂抹小城的时候，藏在岁月时

光中的东大街开始在静谧中律

动，白墙青瓦下的青石板上，人

流穿梭，小摊贩叫喊着悠久的

乡调，静静听，还有清新朴实的

庐剧声韵。庐剧是霍山的宝

贝，更是骄傲。在发展过程中，

庐剧形成了上、中、下三路。霍

山则是上路庐剧的发源与发祥

主要地区，音乐粗犷高亢，跌宕

起伏，称为“山腔”。

不仅仅是庐剧。小孩子追

逐的叫喊、四弦书的抑扬铿锵、

木匠铺的拉锯声，各种腔调交

融，形成幸福的生活乐章。你看

一些老人，有的躺在椅子上，轻

轻哼着山歌，有的剥着栗子说笑

聊天，他们淡然的表情把幸福传

递给每一个打量他们的人们。

在霍山，无论是大酒店还

是小酒馆，拿出的都是迎驾

酒。酒名迎驾，自然有传说：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至

时称衡山国的霍山县。据传，

官民到城西槽坊村附近的水

陆码头迎接圣驾，选一民间绝

色美女捧美酒敬献汉武帝，帝

饮后大悦，“迎驾贡酒”由此得

名。天子远去，多情的霍山美

女相思成河，化作“睡美人”，

等待亘古的爱情。

迎驾集团是不能不参观

的。它位于霍山县佛子岭风

景区。应该说是山的葱翠和

水的妩媚孕育出迎驾贡酒的

天然丽质。在迎驾酒文化博

物馆里，人似乎置身汉代，酒

神仪狄、狩猎场、晾甲滩，带着

远古气息和动人故事，让清冽

的酒满溢文化的芳香。

霍山产茶历史悠久、茶文

化底蕴深厚。据清光绪《霍

山县志》记载：“霍山黄芽之

名已肇于西汉。”《史记》中记

述：“寿春之山有黄芽焉，可

煮而饮，久服得仙。”霍山茶

叶从唐朝开始兴盛，列为贡

品，明清为皇家御用。

霍山县茶文化发展办公室

主任张胜轩告诉说，全县茶叶

总产量5050吨，涌现出了绿力

生态产品有限公司、抱儿钟秀

茶业有限公司、霍山雨佳有机

茶有限公司等茶加工企业。

霍山人喝黄芽是很讲究

的，好水好器具，午后时光里，

冲上一杯茶，坐在自家门口，品

味茶的丰满色泽，沉醉在阳光

与茶香交织的气息里。

霍山茶叶市场云集了各种

名茶、有机茶、无公害茶和其它

农副土特产品。安徽山葛老天

然食品有限公司是六安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总经理许跃

飞告诉说，他们立足于大别山丰

富天然的百合及葛根资源进行

深度开发。此外，也开发茶叶、

石斛等农产品。正因为走绿色

之路，“山葛老”牌远近闻名，还

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

霍山玉石

霍山玉又名黄蜡石、淠河玉、大别山红宝

石，主要成份为玉髓，含量大于99%，结构为

隐晶质，摩氏硬度为7。它丰富、美丽的沁色

最让人着迷，给人无限古朴、浑重之感。

2004年，一个叫李正白的奇石爱好者在

淠河发现了五彩斑斓的石头，同时，被深深吸

引的还有他的好友王钟鸣、杨成春等。于是，

好奇心趋使他们不断地研究，通过查阅大量资

料后得知，这种石头叫黄蜡石，是珍稀的“岭南

名石”。

2008年，霍山玉正式确认的检测报告

被公布，另据安徽著名玉石专家张敬国教授

考证，5300 多年前的凌家滩玉器为霍山

玉。一传十、十传百，到淠河里寻玉的人越

来越多，精明的人开始收购霍山玉，价格逐

渐走高。如今，霍山拥有玉石一条街，规模

较大的霍山玉石公司集开采、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

一直觉得，美食在乡村。因为那里纯美，

原料是土生土长的，带着泥土气息。

夜晚的霍山县城宁静、含蓄。在街头闲

步走着，寻找“霍山味道”。一家土菜馆老板

的推荐很多，什么佛子岭活水鱼、竹笋柴把

鸡、石斛老鸡、王八投塘、葛根糕……一听名

字就知道都是大别山“符号”。

邻桌两个青年边吃边聊。听口音是老

乡，一打听其中一位小李还真是老家门口的，

于是拼成一桌。

小李一行是参加户外旅游来到霍山，刚

从白马尖回来。他不断赞叹白马尖下的心愿

农家乐，老板蔡胜明，大家喊他老蔡，他白手

起家，自2002年堪踏出白马尖至龙井河大峡

谷景区，使之成为安徽省十大户外徒步旅游

路线之一以来，围绕主峰又另外堪踏出四条

旅游路线，并为沿途景点一一命名。通过这

些户外徒步旅游路线的推广,出租户外装备、

向导、餐饮、土特产，创造性地开展形式多样

的农家乐旅游项目，被评为安徽省农家乐旅

游示范点、安徽省五星农家乐。

带着醉意走出酒店，甜润的空气带着各

种回味润入心脾，涌起的感觉也许只有留恋能

够形容。

（本期策划图片由霍山县旅游局提供）

东大街的市井生活

清冽迎驾满芬芳

黄芽里的闲淡时光

山水精灵霍山玉

回味悠长的“霍山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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