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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旦”精神
震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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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小杂粮在世界杂粮生
产中占有较大份额，素有“小杂
粮王国”之美誉。比如，我国谷
子的种植面积与总产量稳居世
界第一，荞麦、黍子种植面积和
总产量排世界第二，蚕豆则占
了世界产量的一半，绿豆、红小
豆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
一，燕麦、豇豆和小扁豆在全球
也占据主要地位。

杂 粮 中 的 蚕 豆 ，李 时 珍 称
“豆荚状如老蚕，故名”。四川
人把蚕豆叫作胡豆，江南一带
称之为立夏豆，宁波人则叫它
倭豆，还有些地方叫它佛豆等。

普遍认为蚕豆起源于亚洲
西南和非洲北部。在死海北面
的古城杰利科遗址中发现有公
元前 6250 年的蚕豆残存物，在
西班牙新石器时代和瑞士青铜
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中也发现了
蚕豆种子。

据《太平御览》记载，蚕豆
是 张 骞 出 使 西 域 时 带 回 的 豆
种。而“蚕豆”一词最先见于南
宋 杨 万 里 的 诗 序 中 ，其 诗 云 ：

“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软
欺 酥 。 ……”根 据 一 些 古 书 记

载推测，蚕豆可能在宋初或宋
以前传入我国，最早在西南川
滇一带栽培，元明之间才广泛
推广到长江下游各省。目前我
国四川种植蚕豆最多，其后依
次为云南、湖南、湖北、江苏、浙
江、青海等省。

蚕 豆 的 吃 法 五 花 八 门 ，大
可做粮食，中可做菜肴，小可做
零食。鲜嫩的蚕豆与大米饭一
起蒸煮成“蚕豆饭”，即是主食；
炒煮烹饪，即成美味菜肴；干蚕
豆可加工成水煮蚕豆、油炸蚕
豆、五香蚕豆、怪味蚕豆、蚕豆
罐头、膨化蚕豆等零食。

绿豆也称青小豆，在非洲、
欧洲、美洲等热带、亚热带地区
广泛栽培。我国南北各地均有
种植。绿豆并不见于先秦国人
的食谱，而是由西域传入，但具
体传播路径不是很清晰。学界
认为绿豆起源于亚洲东南部。
我国云南、广西等地发现过野
生绿豆，这些地区也被划进绿
豆的起源中心之内。

我 国 是 绿 豆 产 量 第 一 大
国，栽培主要集中在黄河、淮河
流域及东北地区。其他种植绿

豆较多的国家主要有印度、泰
国、缅甸等。

在 人 们 的 生 活 中 ，绿 豆 还
会 以 豆 芽、面 条、丸 子、粥、凉
粉、粉丝、粉皮等形式出现。除
此之外，绿豆还可以做绿豆汤、
绿豆米、绿豆饭、豆沙馅、绿豆
糕、冷饮等。

地理大发现
1299 年，《马可·波罗游记》

在欧洲出版。马可·波罗声称
他在元帝国有着 17 年的生活经
历，向读者描绘了一个工商业
发达、繁盛昌明、繁华富庶、交
通便利、城市壮观、财富遍地的
中国，勾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
无限神往。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萌 芽 ，西 欧
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急需扩
大对外贸易，富庶的东方成为
他们渴望攫取财富最重要的地
区。而对全社会有着重要影响
的教会，也希望将基督福音传
播到全世界，因而积极支持探
险家们到东方去、到中国去。

当时，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主
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但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控制在奥斯

曼帝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手
中，从中国、印度运往欧洲的丝
绸、瓷器、香料等商品经层层加
价，成本大大提高。这些商品到
达欧洲，又主要控制在意大利人
的手中。于是，日益强大的葡萄
牙、西班牙等国期望开辟欧洲与
亚洲的海上贸易通道。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欧亚海
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可能。
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于 14 世纪
经 阿 拉 伯 传 到 欧 洲 并 得 到 普
及，解决了长途航行迷航的问
题；欧洲的造船技术也于 15 世
纪大幅进步，新型多桅多帆、轻
便快速的大船被制造出来；地
圆学说被欧洲人接受，绘制地
图的技术大大提高，欧洲人认
识到环球航行是可能的。

为 获 取 亚 洲 的 香 料 ，葡 萄
牙王室先后资助多位航海家开
辟经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
度洋到达亚洲的航路，最终于
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开
辟了到达印度的新航线。

葡萄牙人开辟经南非到达
亚洲的航线并以《阿尔卡苏瓦什
条约》确立了对该航线的保有
权，西班牙人急于开辟一条到达
亚洲的新航线。1492 年，西班
牙伊莎贝拉女王资助克里斯托
弗·哥伦布开辟从大西洋向西航
行通往印度洋的路线。哥伦布
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一片大
陆，即美洲大陆。哥伦布至死都
认为他到达的这片大陆就是印

度，至今美洲原住民被称为“印
第安人（Indian）”即缘于此。

不甘心的西班牙王室又资
助斐迪南·麦哲伦继续寻找通
往印度的航线。麦哲伦的船队
于 1519 年从西班牙出发，横渡
大西洋到达美洲，在美洲东海
岸一路南下，最终找到了通向
太 平 洋 的 通 道 —— 麦 哲 伦 海
峡。当时，太平洋被欧洲人称
为“南海”。麦哲伦进入“南海”
后，经过 100 多天的航行，发现
这 片 辽 阔 的 水 面 一 直 风 平 浪
静，心情大悦，给“南海”起了个
吉祥的名字——太平洋。1521
年，麦哲伦的船队渡过太平洋
到达东南亚，找到了西班牙人
梦寐以求的“香料群岛”，但麦
哲伦却在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
死亡。此后他的船队经印度洋
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大
西洋，于 1522 年返回欧洲，完
成 了 人 类 历 史 上 首 次 环 球 航
行。此后，法国人、荷兰人、英
国人相继进行了环球航行，开
辟出新的航线，使世界开始走
向整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
展，并使全世界物种有了更充

分的交流与传播。
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时，这

里有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
相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这两个帝
国可谓面积广袤、人口稠密，但
并没有哥伦布期望的香料和黄
金。而美洲是人类文明三大农
业起源地之一，印第安人培育了
大量农作物。15 世纪之前，美
洲与世界其他几大洲基本处于
隔绝状态，其他地区的农作物没
有传到美洲，美洲的农作物也没
有传到其他地区。新航线的开
辟，使欧亚大陆没有的农业作物
如玉米、红薯、土豆、棉花、花生、
辣椒、菠萝、烟草、西红柿、可可
等传播到了欧洲、亚洲，极大改
变了欧亚人的食物结构，维持了
更多人的生存，极大推进了社会
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对中国人食物
结构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也产
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开 通 ，大
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食谱，但增
加的主要是果蔬、调味
品、杂粮等，主食并没有
太大的变化。 13

作为一位重要的作家，孙犁成名已
久，但却从未大红大紫过。因为收入课
本的缘故，大家都知道《荷花淀》。但在
《荷花淀》之外，大家又似乎对孙犁所知
不多。其实，除了小说，孙犁的散文创
作同样达到了经典的水平，获得了很高
的评价。孙犁的散文，独树一帜，有一
种繁华落尽归于平淡的“大美”，阅读他
的散文，对读者形成了很强的挑战，需
要读者有阅历，善感悟，这可能使一些
喜欢华丽辞藻的读者望而却步。但经
典终归是经典，经典的意义在于它不因
时光流逝而失去光彩，而是在时间的考
验中愈发光彩夺目。孙犁的散文，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对这样一
位作品如精金美玉一般的作家，首先需
要我们去阅读，而不是被先入为主的偏
见或者某种消费心态所左右。阅读，进
入作家的情思和世界，一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本书即由孙犁后期创作的散文作品
组成，由文化学者、孙犁研究者卫建民编
选。编者长期研究孙犁，对孙犁的作品
可谓烂熟于胸，对孙犁作品的价值也有
很深的体悟。全书分为七辑，包括描物
写景，回忆儿时和故乡，回忆故旧，谈论
创作，每一篇都是精心之作，合起来看，
读者可从中感受到孙犁的风格和思想。

荐书架

♣ 苗 露

《时常有风吹过我心头》：时光淘洗过的“大美”

史海钩沉

日出东南联日出东南联（（书法书法）） 罗罗 鸣鸣

♣ 张向前

清醒者的痛苦
每至端午节，小心翼翼剥粽子吃

时，总会想起那个清醒而痛苦的诗人
——屈原。

屈原是楚国的宗室贵族，在他心
里，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他把家国沉
重的担子放在自己肩上，换来的却是身
心俱疲，乃至失望心碎。君臣驾着楚国
这辆旧车滑向深渊的时候，他想独力挽
救它，不料却被反向作用力抛出战车。

公元前 304 年，刚刚亲政的秦国
国君秦昭襄王嬴稷派使者给楚国送来
一封书信，信中宣称把上庸归还给楚
国，并邀请楚怀王熊槐去两国边界黄
棘正式举行签约仪式。

“现在秦国内部不稳，各诸侯国加
快合纵步伐，齐国派使者来楚就是力
证。为了破坏合纵联盟，秦国必定会继
续执行破坏齐楚联盟的国策，故在此时
来献地示好。千万不能相信秦国，以免
将来吃亏。”对于秦国这种又拉又打反
复无常的把戏，屈原早已洞悉。

“就你头脑清醒，孤和大臣们都糊
涂不堪？我看你还是多虑了。”楚怀王
断然否决了屈原的判断。

如约来到秦国边界重镇黄棘的楚
怀王，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隆重接待。
晚上，秦王还以国宴欢迎他。爱慕虚
荣的楚怀王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黄棘会盟”的顺利进行，让楚怀
王忘乎所以。楚国再次与齐国断绝了
一切外交关系。

回到楚国郢都后，楚怀王为了宣
示自己在“黄棘会盟”的成就，特地举
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听着群臣的恭维
之声，楚怀王志得意满。唯有坐在角
落里的屈原，独自埋头喝酒。

趁着酒意，屈原当着怀王和众位
大臣说道：“黄棘之行，何功可庆？何
喜可贺？秦国归还的地方本来就是楚
国之地，如今归还，他日仍可夺取，有
什么值得庆贺？”正在兴头上的楚怀王
岂容他人置喙，一怒之下，罢免了屈原
的官职，并将他驱逐流放。受此沉重
打击的屈原，默默地走出了郢都。

为了防止楚齐合纵，秦国先后两
次出兵攻打楚国，斩杀楚军两万余人，
占据八座城池。正当楚怀王被秦国打
得晕头转向时，忽然接到秦王派人送
来的书信：“请楚王到秦国武关会盟，
商谈秦楚永世友好的办法。”楚怀王见
信后，瞻前顾后而犹豫不决。

“此次秦国伸出橄榄枝，肯定是希
望两国交好。再说两国交战不斩来
使，秦国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难
大王。”怀王的次子子兰怂恿前往。

复官后的屈原与大臣昭睢却一致
反对，上奏道：“秦乃虎狼之国也，不可
信。大王，自古就没有胜利者主动示
好的。这一定又是秦王耍的政治阴
谋，大王你千万不能去。”

“怀王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看
着微胖的怀王登上马车，前往武关会

谈，屈原心中一颤。
果不其然。楚怀王一到武关，就被

劫持到了咸阳，成了秦国的阶下囚。此
时，怀王才后悔没有听屈原等人的劝
告。楚怀王虽然昏庸，却也是一个有血
性的君王。当秦王逼他割让巫郡、黔中
郡时，遭到了怀王的严词拒绝。

三年之后，楚怀王客死秦国。得
知情由的屈原，禁不住掩面大哭。

楚顷襄王继位，让屈原又一次看
到了希望。他劝楚顷襄王任用贤能，
远离小人，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
仇雪耻。不想，这样的劝告不但没起
好作用，反而招来令尹子兰和大臣靳
尚等人的仇视。他们经常在顷襄王面
前说屈原的不是。

“屈原总跟别人讲，大王忘了对秦
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
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
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他
说的这叫什么话？”

楚顷襄王与他爹反应一样：大
怒。不久，屈原被革职，再次被逐出楚
国郢都，流放湘南。

“为何偌大的楚国就没有我的一席
之地，为何就没有一片无谗言的净土？
如今山河破碎，楚国，你的命运为何如
此坎坷。”无比失望的屈原仰天长叹。

扁舟徐来，船上站着一位渔父：
“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何会落到这样
的地步？”

“举世皆浊，而我独洁；众人皆醉，
而我独醒。”

“圣人不拘泥于外物，而能随世俗
一起进退变化，您为何不与世同浊同
醉，偏要独醒自异而遭到放逐的厄运？”

“我听说，刚洗完头的人，一定要
掸去帽子上的尘土。刚洗完澡的人，
一定要抖尽衣服上的泥土，怎能让清
白的身躯接触污浊外物。我宁可投身
湘水，葬身江鱼腹中，怎能让高洁的品
质，蒙上这世俗尘埃。”

渐行渐远的渔父唱道：“沧浪之水
清时，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
浊时，可以用来洗我的脚。”

后来，听说秦军占领了楚国郢都，
毁坏了宗庙和陵墓，屈原心如死灰。

农历五月初五，神情枯槁的屈原
来到汨罗江边，咏叹：“民生禀命，各有
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
曾伤爱哀，永叹喟兮。世浑浊莫吾知，
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
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唱罢，屈原抱石自沉，把自己的文
化坐标融进端午这个传统的节日里。

一个个粽子，就是一首首楚辞，
《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粽子
飘香的季节，人们总会想起屈原。咸
香或甜蜜在唇齿间绽放，诗词或故事
在头脑中映现。只是人们在往江里投
粽子时，不知这个楚国的三闾大夫是
喜欢甜的，还是喜欢咸的呢？

想到小满时节满目的生机
也在你的房前屋后
我便在家乡的院坝前坐着等你
还是那把多年前打造的糙木凳子
上面还有你磨砂的气息
所有与你有关的万千事物
都与家乡的主题有关

放眼望去
对着远山扯开嗓子吆喝一声
啁啾的鸟鸣和不知名的昆虫
隐入青纱帐
茁壮成长的田野
点缀着青瓜与荷叶的清香
在香气里，宽阔的产业道路
串起一个山梁与另一个山梁

余音绕着高梁镇陈家沟
按下去，又浮上来
沟里有鱼塘和花田
五颜六色的乡间挺直了腰背
以振兴的姿势
伴随疾驰而过的城际列车
得意地述说家乡的幸福未来

初夏即景
“扑通扑通扑通……”
几只小青蛙跃上水面
响声传到风里
风拂过一排又一排的秧苗
还有一株又一株的红樱桃树
你可以嗅到从万物拔节到丰收的味道

白天，可以见到蔚蓝的天空
夜里，可以数到闪烁的星星
我们在院坝，坐在草垛旁
抬头望着那轮皓月
低喃嫦娥奔月的传说
月亮温柔地看着我们默默地走动

在夜色里起身
见到凌晨一点家乡的模样
草垛里余温尚在

诗路放歌

♣ 贺红江

家乡（外一首）

灯下漫笔

♣ 桑明庆

端午艾草香
端午与艾草相连，端午节的到来，

自然让人们想起了浓香滚滚的艾草。
民间有俗谚曰：“菖蒲驱恶迎喜庆，

艾叶避邪保平安。”每当端午来临的时
候，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家家户户都要
挂上一把艾草，此时，那略带蒿草味的淡
淡清香，氤氲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乡村
的街头巷尾。这种习俗是从哪朝哪代
兴起的，人们已不得知了。但千百年来，
这种风俗的延续，让人们从心底期待这
淡淡的清香，能够驱散世间的邪恶和心
中的阴霾。

端午时节，艾草在不同人的眼里有
着不同的馨香。苏轼在他的《浣溪沙》中
咏道：“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
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
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
人。”作者把人们带入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之中，让人在欣赏美丽的同时，也让人闻
到了浓浓的艾香。你看，柔软的青草和
长得齐刷刷的莎草经过雨洗后，显得碧
绿清新；在雨后薄薄的沙土路上骑马不
会扬起灰尘。不知何时才能抽身归田
呢？阳光的照耀之下，田野中的桑麻欣
欣向荣，闪烁着犹如被水泼过一样的光
辉；一阵暖风挟带着蒿草、艾草的熏香扑

鼻而来，沁人心肺。但作者更在感慨，我
虽身为使君，却不忘记自己实是农夫出
身啊。这便是初心吧，这便是不忘来路,
始知归处吧。

艾草的馨香在“药王”孙思邈和“药
圣”李时珍眼里，便是对生命的呵护和中
医文化的传承。传说“艾”字最早起源于
唐代，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所取。孙思邈
自幼跟随父亲学医，经常到山上采集草
药。一天，孙思邈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到
附近的山上玩耍，有个小朋友不小心扭
伤了脚，疼得哇哇直哭。孙思邈瞥见树
丛中父亲常用来入药的一味草药，便采
了几片叶子放到嘴里嚼烂敷在小朋友
脚踝关节处，过了一会儿，这个小朋友的
肿痛就开始逐渐消失，随即问孙思邈是
什么药，孙思邈思索片刻，想到之前小朋
友疼痛时一直发出“哎”的叫声，便说就

叫“艾”吧。从此，“艾叶”这个名字一直
用到今天。李时珍在踏遍千山万水，口
尝百草之后，写成了不朽的《本草纲
目》。书中他对艾有过这样的描述：以叶
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
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
等效。他把艾草称作“医草”。后来他还
发现，将艾草用于灸法，有温煦散热的作
用，可以疏通人体经脉，加速气血的运
行，激发人体正气，从而让人由内而外激
发活力。

艾草的馨香，在儿子的眼里，就是
母亲的味道，就是浓浓的母爱。那一年，
由于多种原因我的脚受了凉，这种凉，就
像脚底下踩着一块冰凌一样有挖骨的
感觉，真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六月飞
雪”。夏天不敢穿凉鞋、不敢开空调、不
敢扇电扇，晚上睡觉，即使再热的天，也

要用厚被子捂住，就是这样，也没有感到
有多大的暖气儿。母亲听到我的脚受冷
后，很是着急，她在三里五村到处打听治
疗的方法。后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个药
方，用艾叶、生姜、辣椒、透骨草等中药熬
水泡脚可以治疗。母亲听后高兴得不得
了，随即找齐了这几种中药。我到家后，
母亲把她新割来的艾草摆到我面前，像
是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详细告诉我如
何熬药、如何泡脚、应该注意什么。我捧
着艾草，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馨香，这馨香
淡雅、纯洁，没有一点杂质，瞬间便钻进
鼻腔，再由胸腔而进入肺部，不容商量地
直接沉淀到了心底。在随后的日子里，
我按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晚上熬制药水
泡脚。每当艾草在锅里水中熬制翻滚
时，整个屋子都塞满了这浓浓的艾香，此
时，我感觉这味道就是母亲的味道，母亲
仿佛就在我的身旁。每当我把受凉的
双脚，泡在热乎乎的艾草药水里的时候，
那暖流会从脚尖传递到脚板，再通过血
液传递到心脏，而后传遍全身。这种温
暖，好像我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抱里一
样温馨陶醉。而今母亲已远离我们而
去，从此我成了没娘的孩子，这个世上再
也没有像娘一样疼爱我的人了。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头戴
金冠压双鬓，当年的盔甲又披上
身，帅字旗飘入云，斗大的穆字
震乾坤……”那清奇俊朗婉转百
结的豫东豫西黄金融合的唱腔，
那临阵出征巾帼女杰的英武形
象，如久违的豫韵乡风扑面而
来，让人忍不住对她的精彩表演
和令人流连忘返的舞台艺术形
象如醉如痴……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
“五大名旦”之一的马金凤先生
近日百岁驾鹤远行，笔者深切缅
怀之余，绕耳不绝还是老艺术家
那无与伦比的声腔艺术和浮现
在眼前“帅旦”艺术形象。

马金凤先生生于山东曹县，
六岁随父学唱河北梆子，素有

“七岁红”之誉。八岁乞讨到古
都开封，拜豫剧名家马双枝为
师，改唱豫剧。后又辗转豫西洛
阳，用她毕生精力和艺术追求成
功塑造了一个个不可磨灭的舞
台艺术形象，而最令人们津津乐
道的还是她的豫剧代表作《穆桂
英挂帅》。剧中马金凤塑造的巾
帼英雄临危受命，胸怀家国的情
愫萦绕在几代河南人的心中。

“帅旦”这种角色在以前的
豫剧舞台上闻所未闻，她经过京
剧大师梅兰芳的指点，又有自己
的独自“心悟”，认识到演员必须
围绕剧情、人物进行，一切表演
程式、动作，都必须能准确地塑
造 人 物 ，通 畅 地 表 达 人 物 情
感。在《穆桂英挂帅》中马金凤
先生塑造的穆桂英既有贤妻良
母的柔情似水，又有巾帼武将
的英武气概。她又借鉴了著名
京 剧 武 生 盖 叫 天 的“ 丁 字 步 ”

“云手”等动作，与旦行的水袖
结合在一起，创出刚柔相济的
舞蹈身段，极大地增强了艺术
表现力，使得穆桂英端庄凝重
之中又透出挺拔的英武之气。
后来《穆桂英挂帅》唱响祖国大
江 南 北 ，大 放 异 彩 ，成 为 豫 剧

“马派”的代表作品。马金凤先
生通过对《穆桂英挂帅》反复锤
炼，加工融合，创出戏曲艺术中
一个新的行当——“帅旦”。

其实，一个豫剧表演艺术家
经过舞台生涯的长期淬火，都有
她们独到而凌云绝顶的声腔艺
术和表演技能。马金凤先生素
来有“文戏武唱”和“武戏文唱”
的心得体会。她那袅袅婷婷的
豫东调二八板的乡音既是“新朋
初见”，又似“故友重逢”。无产
阶级革命家邓拓、著名作家老舍
都对该剧赞赏有加。

《穆桂英挂帅》中“捧印”一
折，既有青衣、刀马旦、武生的某
些演技，后又统一加工，运用叙述
性声腔艺术而形成一个独立的艺
术行当——“帅旦”。而马金凤先
生在穆桂英这个人物身上，特别
表现了“穆桂英”的复杂性，深刻
性。杨家满门忠烈，几代人为国
驰骋沙场、血洒疆场、前赴后继，
使得“穆桂英”捧印时刻百感交集
泪如雨下……而“出征”一折，辕
门炮响，催阵鼓鸣，又使得一个巾
帼英雄华丽转身，魂胆飞扬……

百 年 岁 月 百 年 风 雨 ，“ 帅
旦”乾坤流传是春秋大义和家
国情怀，豫声豫韵永相伴百姓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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