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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而生的青田，是灵动的。这份灵动流淌在山野间，也
成就了青田田鱼的美名。在青田，田鱼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
一缕乡愁，一份荣光。

讲到青田，难免要提到青田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
型山区县，县域土地资源稀缺，农用耕地更是匮乏。

如何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优势，青田的先民
们有着自己的智慧。早在汉朝，把水稻和瓯江彩鲤（田鱼为瓯
江彩鲤变种）养在一起，就是倔强的青田先民们与紧缺自然条
件“要饭吃”的第一次“抗争”。水稻的落花成为鱼儿的食物，
鱼儿成长的同时能够帮助消灭稻田中的害虫、杂草，排泄粪
肥，翻动泥土促进肥料分解，又为水稻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瓯江彩鲤在青田先民的驯化下，逐渐演化为观赏性和食
用性兼具的田鱼。“稻鱼共生系统”这种相辅相成的农业生产
系统，让青田人的饭碗满了起来，也让青田人的钱袋子鼓了起
来。

2005年5月1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5
个古老的农业系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代表中国，入
选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当时，它不仅是
中国唯一一个，也是亚洲首个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关
注此唯一入选世界农业遗产项目，勿使其失传”。

这份荣光，也一直激励着青田在传承和保护农遗文化的
路上不断前行。2022年7月，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青田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亲致贺信并作出重要指示，成就了青田的高光时刻。

青田人一直不吝啬于分享成功的果实。2023年6月，承载
着青田人民深情厚谊的3000斤青田田鱼鱼苗从青田出发，一
路向着祖国的西南进发，到达了与青田结对开展东西部协作
的四川省古蔺县，在落地了万亩稻鱼共生示范项目的德耀镇
凤凰村，全村70户养殖户纷纷前来免费领取鱼苗，青田田鱼也
成为了维系青田、古蔺两地友谊的“锦鲤”。

而那些漂泊在海外的青田游子，更是对家乡的一碗田鱼
干炒粉干念念不忘。这些通过传统的蒸、晒、熏等方式制作而
成的田鱼干，带着满满的烟火气息。食物落到胃里，漂泊的心
才真正放进了肚子里。

穿越千年而来的田鱼，带着青田一路向上发展的痕迹，却
依然灵动地在岁月的长河里欢游着，就像青田人的意志，从不
囿于某一方天地，永远要做那只奋力越过龙门的锦鲤。

孙云弋

《青田十大怪（一）》
青田十大怪：田边喝咖啡是老太，披萨当作麦饼卖，讲青田话的是老外，七成人口在国外，海水涨到西门外，千亿存款任你贷，生吃火腿肚不坏，石头可以抵房贷，农遗稻鱼誉中外，全球好

货随心带……青田是著名的华侨之乡，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交融，这里也出现了不少新奇事儿。对此，本报推出《青田十大怪》专刊，带大家一起体验青田的独特生活方式。

点石成金，源自中国古代神话，说的是一位仙人用手
指一点，就把石头变成了金子。这则颇具神话色彩和传
说意味的故事，在浙南山区的青田县却“轮番上演”。温
润如玉的质感，细腻如丝的纹理，让青田石成为了如黄金
般的存在，充当起了如流通货币般的等价交换物。

还房贷、付首付这类原本用纸钞、数字货币才能进行
的交易，用一块石头照样“行得通”。到底有多么价值连
城，才能与动辄百万的房屋相提并论？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座小城，揭开奇石背后的神秘面纱。

灯光冻、封门青、薄荷冻、田墨……这些婉约柔美、清
丽脱俗的名字，均来自于青田石。早在1700年多前的六
朝时期，就有墓葬用青田石雕刻成的动物做祭品。到了
明代，许多青田冻石块料直接运销南京等地，被文人墨客
作篆刻印材。

就这样，这些如玉一般剔透的石头在水墨江南“风靡
一时”，成了拥有厚重历史沉淀的“千年丹青”。源远流长
的历史为她在时光流逝的扉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难掩她本身的天生丽质和缤纷绚烂。

上天似乎对青田石格外偏爱，几乎把所有的颜色都
印染其中。黄、白、青、绿、黑、灰……它五彩斑斓，却尚
青、尚淡，不妖艳、不张扬，宛如一幅石上丹青，凝固的神

韵呼之欲出。
色彩缤纷、光泽秀润，质地细腻、软硬适中，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的玉石，像被女娲耐心雕琢过般，成为了不少人
眼中的稀世珍品，在世界大舞台展现她的风采与美丽。
她的源远流长、她的色彩斑斓、她的风情万种，都成为了
她“千金难求”的前言。

慢慢的，她的名气跟随着华侨的脚步一同走向了世
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奇石。来自世界各地的“石雕商
贾”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石头的故乡一览它绝美浮华的
真容。

由此，“石头可以抵房贷”的俗谚在民间逐渐流传开
来，并逐渐成为了行业内交易的一种手段。

华侨广场上对弈的儒雅老人、流连茶馆品茗的温柔
大婶，都是这段过往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他们的印象
里，早在十多年前，“以石换房”就一度成为潮流。仅2011
年一年，青田就用这种模式成交了65套商品房，总销售
额达 6000 多万元。抵扣的 600 多件青田石雕及各类原
石，总价值达2000多万元。如此，这种以石换房、抵押房
贷的模式在石头的家乡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了青田人
独有的情怀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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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了吗？”这是中国人见面最常问的一句话。食在青田，早C晚
A是常态，早上一杯coffee(咖啡)，晚上一杯alcohol(含酒精的饮料)，而这
中间，青田人会选择一顿西餐。

地处浙西南的青田是著名侨乡，有38.1万海外华侨华人遍布全球
146个国家和地区。绵延的岁月里，无数青田人从山城走出去，将中国文
化传到世界各地，也将异国文化带了回来。在“侨”的纽带下，西餐在青
田落地生根，丰富青田人的味蕾，也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断改良、创新，
形成青田独特的侨味。

走在青田县城的大街小巷，嗅觉神经很容易收到来自食物的信号。
意面、披萨、原切牛排、海鲜饭……具有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各国风情
的西餐厅精心烹制着欧洲各类特色美食，吃西餐早已成为青田人的生活
常态。

全长1770米的临江东路作为特色街区远近闻名，有着近100家西式
咖啡酒吧餐厅，全世界的美食似乎都聚集在这里。这里的烹饪手法以正
宗西式为主，能满足西餐爱好者对细节追求——按严格的西餐礼仪走完
头盘沙拉、汤、主食、甜点四步流程，将西餐的仪式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消费升级和迭代，西餐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红酒西餐行业日益
成为归国华侨投资兴业的热门选择。目前，青田共有酒庄、西餐厅、咖啡
吧600多家，红酒西餐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6万人。

行业繁荣催生人才需求，青田利用侨团、商会等海内外平台，引进
1000多名华侨技能人才回乡投身西餐产业，成功落地“西餐大师”食品工
业体验式平台项目。

从2018年开始，青田启动“西餐大师”人才培育工程，建成全球首家
“西餐大师”全球人才培训中心，邀请英国葡萄酒基金会、国际精品咖啡
协会等国际认证机构，系统培训西餐师、品酒师、西点师、咖啡师、红酒营
销等人才。

短短几年，一支“能说、能品、能鉴、能推广”的“西餐师傅”系列特色
人才队伍，从青田走向世界。

味蕾穿越百年，历史悠久的华侨文化底蕴锻造了青田西餐的成长基
因，而随着时代不断创新前行的青田，也必将让“西餐大师”这块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 舒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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