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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寨筑建于咸丰年间，位于郑
州新郑市具茨山下辛店镇。人和寨
西邻新郑境内的大学南路不足千米，
北部紧靠双洎河畔和八千年裴李岗
文化遗址，南部邻南小河，东部邻滹
沱河。人和寨三面环水，人杰地灵，
这里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人和寨遗
址保护地，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文
化名寨。

人和寨的前身叫土桥寨，土桥寨
又分东土桥和西土桥。在乾隆四十
一年至道光年间，寨内掌门人不排
外，广纳有识之士，只要有能力和意
愿来寨落户的都可以接纳，并依《论
语·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之义，将土桥寨移名为人和寨
沿用至今。

1851年咸丰即位后，各路农民起
义军与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农民
起义军，建号“太平天国”，在全国形
成了农民起义高潮。清军与农民起
义军争战于中原地带，百姓的生产和
生活安全经常受到骚扰，官府腐败无
能自顾不暇，对百姓的安全问题无能
为力。人和寨当地土桥李的大户李
家，大首士李观德与大首户李驰、煤
商李松等士绅共同商议，组织邻近 30
多个乡村的人力物力，大户出资，小
户出力，筑寨防守百姓安全。

人和寨筑建设计独特，易守难
攻。寨内掌门人和附近有识之士经
过周密严谨的规划设计，筑建有 72
道丁字巷（拐）和 108道胡同，并依人
和寨三面环水的独特防守优势先后
筑建坚固的寨墙和东、西、南、北四座
防守寨门。

人和寨寨墙环四周长九里十三
步，墙高 20 多米，据老人们说，人和
寨的寨墙比郑韩古城只少了 9 个枪
垛子。为提升防匪防盗功能，在人和
寨外还筑建了第二道寨墙，寨墙高 2
米，并筑建有墙垛，架有土炮，每 20
米中间还备有自卫滚、木雷石等，以
防外侵之用。

人和寨四个寨门先后分别筑建
有门楼和炮台。南寨门外形是青砖
蓝瓦二层六角楼，第二层有四个炮台
和炮眼；北寨门东边建有北炮台，外
观与南门大致相同；东寨门也建有同
样的门楼和炮台；西寨门外没有水，
为加强寨内防护，西门建得雄伟高
大，西门的炮楼是从寨墙根底下一直
垒到寨墙顶，西门炮楼坐东朝西，南、
北、西三面都设有炮眼，炮楼内上下
设有通道连接，防守坚固严密。人和
寨寨墙上建大小炮楼近 30 座，当年
还有专职寨丁在寨墙上昼夜轮换巡
逻防守，一旦发现匪徒情况，土枪土
炮一齐开火。

人和寨内建筑风格独具特色。
寨内的四合院正房大都是“明三暗
五”式，也就是看着是三间房，走近实
际是五间房，正房的主墙砖上雕刻有
精美的花纹，屋内屋外大部分立有漆
着红色油漆的浑圆柱子，高高的门
槛，厚重的木门，门后边光门闩孔就
有 4个，精美的照壁墙和花屋檐向人
们展示着这里旧时代的繁盛。

人和寨人杰地灵，才子佳人辈
出。据记载，从寨内走出七品以上官
员就有数十人。人和寨历经百年的沧
桑巨变，古老坚实的古寨墙已不再是
这里安全的依赖。残缺的高高寨墙上
草木繁茂，花开争艳。但古老的寨墙
和寨内依然存在的老四合院和丁字街
巷依然让人感到一种雄壮和威严。如
今的人和寨，东门和西门复建了人和
寨牌楼，北门在双洎河上架上了通往
郑韩古城的大桥，寨内修复了一片老
旧的四合院，恢复建起了人和寨大戏
楼。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和建设彰显
着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生机。

♣ 史根周

百年古堡人和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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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颖先生曾提出以我国栽培稻种
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
第一级为籼粳亚种，第二级为晚季稻
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第三级为
水、陆稻生态型，第四级为黏、糯稻的淀
粉性质变异性，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
特性与形态特征。他还对收集到的
6000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
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
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
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
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黏”的
矮秆基因。

1933年，丁颖先生在全球第一次
进行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的尝
试，成功选育出“中山1号”，并用野生
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
稻“千粒穗”品系，当时在东亚稻作学界
引起极大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丁颖先生从植物
地理分布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生态学
观点出发，以光、温、雨、湿等气候因素
为基础，以品种类型为标志，结合土
壤、耕作方式等人为原因，把全国划分
为华南双季稻作带、华中单双季稻作
带、华北单季稻作带、东北早熟稻作带、
西北干燥稻作带、西南高原稻作带等6
大稻作带。这为我国水稻生产和组织

全国科学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2017年4月，由袁隆平先生发

起、以“南繁种世界源，中国稻世界粮”
为主题的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
坛在海南三亚召开，交流全球水稻育
种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助力中国水
稻走向世界。这次论坛，可谓群贤汇
聚，把当前我国水稻界的精英专家“一
网打尽”——在以袁隆平先生为主席
的主席团中，领衔的10位农业领域的
院士均是耀眼的业界明星。

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
民先生，长期从事水稻优异基因挖掘
和分子育种研究，在国内较早提出和
初步实践了作物分子设计育种。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旭先生，擅长植物细胞学、作物
遗传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一直
从事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遗传育种
专家、武汉大学博导朱英国先生，坚持
育种材料源头创新，培育出新型不育
系和选育杂交水稻新品种相结合，合
作育成水稻红莲型、马协型两种新的
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及多个光敏核不育
系，并实现了产业化，得到大面积推广。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德两国科学

院院士李家洋先生，主要从事植物分
子遗传学研究，他利用模式植物拟南
芥与重要粮食作物水稻探索植物生长
发育的调控机理。近年来，李家洋团
队与浙江省嘉兴市农科院合作运用

“分子模块设计”这一突破性技术育成
的“嘉优中科系列”水稻新品种，是在中
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项目支
持下产生的重要成果，是颠覆了传统
育种技术的大胆实践和成功探索，标
志着我国科学家在现代育种理论研究
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对指导未来作
物遗传改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
稻作研究室主任陈温福先生，在籼粳
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水稻超高
产育种及生产技术集成等方面做了大
量开拓性工作，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并获奖。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
科院研究员谢华安先生长期从事杂交
水稻育种工作，培育的“汕优 63”再生
力特别强，实现了再生稻在我国农业
生产上的突破，使再生稻在农业生产
上大面积推广成为现实。

我国的水稻育种专家是一个庞大
的队伍。端起碗吃饭的时候，我们要
感谢袁隆平，但也别忘了他们。

河南的水稻专家
河南的水稻育种虽然与全国先进

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但发展势头可喜，
常规粳稻育种居黄淮地区先进水平，
在高产育种、优质育种、抗旱育种等领
域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近十几年
来选育出的“豫粳6 号”“郑稻18号”

“水晶3号”等有代表意义的品种，都有
不俗的表现。

河南省粳稻育种从20世纪50年
代的引种试验开始，不断丰富育种素
材，进而开展了系统育种和杂交育种，
并在理化诱变育种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几十年来，河南在水稻优质育种、
高产育种、抗旱育种等领域取得了较大
进展，选育的不少品种在河南、山东、江
苏、安徽、河北、陕西等地大面积示范推
广种植，为我国水稻生产发挥了重要作
用。像由河南省新乡市农科院育成、
1998年通过国审的“豫粳6号”已成为
当前黄淮稻区的主栽品种。由河南省
农科院培育、2007年通过国审的“郑稻
18号”，产量高、综合性状优良，在黄淮
粳稻区有着巨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从20世纪80年代起，河南在粳
稻品种选育上开展了高产株型育种研
究，广泛引进优良种质资源，改良现有
品种材料，通过基因重组互补聚合优
良特性，先后选育出“豫粳1号”“郑稻
18号”等品种。“豫粳1号”等高产品种
在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累计推广应用
面积1000多万亩。

河南还先后育成“新稻6811”“水
晶3号”“方欣1号”“花粳2号”和引进

“黄金晴”等优质水稻品种。这些品种
的推广应用为河南原阳大米赢得了

“中国第一米”的荣誉。河南选育的“花

粳2号”1985年被评为部颁优质米。
河南稻区利用这些品种的稻米进行产
业化开发，树立了河南稻米品牌，也展
示了河南优质粳米的竞争实力，大大
推动了河南优质稻米的发展。

河南还利用气候、地域等条件和
丰富的稻种资源，在特种稻育种方面
开展研究与应用推广，先后选育出“中
牟糯稻”“新香糯”“香稻丸”“黑帝”“原
香 1 号”等糯稻、香稻、有色稻品种。
这些特种稻的开发应用为河南食品加
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原料支撑。

2003年11月21日，由河南省原
阳县提供的40克水稻种子搭载我国第
18颗返回式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在太
空遨游18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河南省
农科院和原阳县农科所共同承担起了
太空水稻的选育工作，经数十位育种专
家艰辛遴选、4年的定向培育，在2007
年获得了一个富含硒、铁、钙等微量元
素，外观饱满晶莹，口感良好的水稻新
品种—— 黄蕊太空营养稻，为这次太
空水稻育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2011年1月20日，由著名水稻
育种专家谢华安任组长的农业部咨询
调研组来到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对该院姬生栋教授主持的水稻远
缘分子杂交育种技术进行咨询调研。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姬生栋对水稻
远缘杂交育种技术进行研究，探索现
代育种技术，利用玉米裸露DNA片段
进行水稻分子育种，获得了基本稳定
并且拥有应用价值的种质资源176
种，有的株型很像玉米，单株稻产量超
过250克；有的粒型酷似小米，经检测
营养成分是普通水稻的11倍。咨询
调研组专家认为，姬生栋通过水稻远
缘杂交和诱变育种技术创造了一批新
的突变体及育种新材料，这些种质资
源对培育水稻新品种是有价值的。
2012年，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与新乡市农业科学院合作利用远缘分
子杂交育种技术育成的高产优质粳稻
新品种“玉稻518”通过河南省审，
2015年通过国审。

说起河南的水稻育种专家，第一
个就是信阳市农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青林。不夸张地说，他是河南水稻
育种的“一哥”。

1982年从河南农大毕业后，王青
林就来到了目前全国最大的中稻生产
地级市信阳，这里也是全国中籼稻的优
质高产区、全国优质中糯稻的集中产
区，水稻生产占河南全省的七
成以上。处在这样的区域，王
青林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38

连连 载载

该书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
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经典著
作之一。阿尔弗雷德·韦伯致力
于 从 文 化 社 会 学 的 角 度 考 察 不
同文化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变
迁做出历史哲学层面的解释，即
解 释 各 个 文 化 在 其 本 身 的 成 长
和 发 展 区 域 中 的 本 质 和 真 实 情
况 。 他 将 文 化 的 发 展 分 为 不 同
层级和阶段，完整描绘了从原始
文化到古典文化，再到亚洲、欧
洲等发达文化，直至现代文化的

人 类 历 程 。 他 将 文 化 放 归 其 原
生土壤，强调人的自发性创造对
历史的推动作用。

阿尔弗雷德·韦伯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文化图
景，栩栩如生，思想丰富，也让我
们意识到，一切文化都在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如作者所言：“既
往是现在的明镜，而现在则是焚
毁以往的木柴。二者相加，经过
诠释，便为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的人们打开了认识的途径。”

荐书架

♣ 文 景

《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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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娥

栾花如蔻
我家门前有一片层金叠翠的栾

树，给单调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盎然的
生机。她们挤挤偎偎挺立在台阶外的
石崖上，站成了一排葱郁的风景，推开
窗子便相互愉悦，她们听我叩击键盘
的清凉，我看她们微风中摇曳的诗意。

大约缘于固有的特质和品性，她
们有许多好听的名字，而我则更喜欢
她的乳名——木兰。因为她们木质
清香，花开如金，可以散发出蕙兰一
样淡雅的气息，家乡人也都喜欢这样
叫她。

小时候，老家门前也有几棵高
挑的木兰，她们初生的嫩芽粉嘟嘟
红绒绒的，大老远就招你的眼。就
这样羞怯怯的，赶在万木萌发之前，
给大地带来了一抹春意。娘也稀罕
着这苍凉的春色，但她的心思远比
风景长，她会小心翼翼地掰掉木兰
的嫩芽，焯去青涩，清水浸泡后，与
春节留下的腊肉一起熬炒，便是一
盘风味独特的山珍美味。最简单的
做法是加入佐料煸炒，然后掺入半
熟的大米搅拌均匀蒸菜干饭。这是
豫西山区特有的食谱，饥荒岁月中，
山野菜的碧绿浸染了老百姓生命的
颜色，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无穷的回
味。草木的清香氤氲着烟火的气息
在饭碗上蒸腾，你的味蕾记忆了这

样的美好，就和这片土地以及这片
土地上的万物，有了解不开的情结。

与我为邻的这棵栾树，非常羸
弱，大的也不过胳膊那么粗，自打我
住来后，她们一年一个样，好像和我
五行相生，一个劲儿往上蹿，最大的
三把匝不住，以至于旁逸斜出越过院
墙，探头探脑地伸到我家院子来做
客，用鲜亮明艳的色彩填补了院落丛
林与天际相衔处的空白，那深翠间的
一抹明黄，苍茫中的几缕浅绯，清凉
里的一丝暖意，是天赋异禀的画家也
无法抵达的臻境！

想想她们一家子也不容易，树根
扎在临水的石墙上，靠风儿送给她们
一些瘠土维持生命。动了恻隐之心
的我，沿着她们生长的崖壁，筑起了
29级台阶，帮助她们保持水土，稳固
根基，也许草木有心吧，她们努力地
生长，开枝散叶，亭亭如盖，不仅长成
了葳蕤葱茏的护庄林，也温婉成了一
道苍翠靓丽的风景，我们相互成全了
自己。

木兰也有一树花开的热忱。一
簇簇金黄的栾花舒缓地站在枝头，青
翠的绿叶托举着她们的高洁和明艳，
玲珑的花朵恰似含羞的豆蔻，橘红的
花蕊宛若一点绛唇，嫩黄的花羽是舒
展的水袖，形姿如起舞的少女，传递

给你含蓄委婉的美感。
这时，你才能真正体验“精彩震

撼，绚烂人生”的花语。在众多的色
彩中，黄色尤为贵气，具有中和之色，
自然之性，万古不易，充满着希望和
活力。作为中华帝王龙袍的底色，她
们有着无上的至尊。

开花时的栾树门庭若市，喜盈盈
打开花心迎接精灵们的到访。最用
心也最真诚的应该是蜜蜂，它们嘤嘤
嗡嗡在花蓬上飞舞，把吸喙扎入花
蕊，沉醉在馥郁的花香中。

始终认为，栾树是知性的，她们
感知了我的孤独，竭尽美好陪伴我，
不惜耗费周身的养分从春末开到秋
至，金灿灿亮若星海，抬眼处皆为花
影，幽幽花香漫过心田，洇染了我的
草木本性。

微风吹过，金黄色的花片簌簌飘
落，好像漫天洒落的花瓣雨，难怪台
湾人称她“金雨树”，浪漫而唯美。坐
在铺满落花的台阶上，无穷的落木让
你的思绪一片空灵，至繁至简的自然
之美，会让你感觉人生的苍白，会有
一种反省让你顿悟：一生孜孜不倦的
名利追求，远不及一棵树四季轮回中
自然绽放的淡泊更为从容。

站在栾树下，仔细聆听，似有佩
玉之声泠泠作响，那是她的果荚，在

秋风抚慰下弹奏的天籁之音。一抬
头，栾树枝头点缀着胭脂色的花房，
像是少年时娘糊的灯笼，被谁淘气地
挂在了树梢上，灯笼里面坐着栾树的
胚胎。熟透的种子呈暗褐色，光滑圆
润，用彩线串起来戴在手腕上，与从
前的记忆美丽相迭，是小女人温婉的
欢喜。

我不知桃杏李树一朝花落，有多
少阳光雨露的滋养才初显幼果，又有
多少星移月满才成熟可采。与其在
繁华落幕时悲哀，何若于盛景中孕育
新生？似乎栾树更懂生命的真谛。
她们像风华绝代的少妇，簪花缀玉，
环佩叮当，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一串
串浅红深绯的三棱形果荚，积攒起成
熟的财富，酷似旧时元宝迎风飒飒，
昭告着财源滚滚奔腾而来，于是她们
又有了大俗大雅的别号“元宝树”，赋
予了“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

秋风瑟瑟时，栾树已调好最梦幻
的色彩，在某个清晨或是黄昏，眸光
掠过时，她们会呈现给我极具夸张的
惊艳，我私以为层林尽染就是从栾树
开始的！

大自然的本身是平等的，相互依
赖中共生共存，在乡野的山谷，我看
到了自然的宏伟，在峭立的崖壁，我
感知了生命的神奇。

五色幡
从中原向西
跨一匹现代白马

海拔渐渐隆起
黄土高原、青藏高原
五色幡在山上
五色幡在高地

风顺着它挥舞、卷舒
每时每刻 用力地诵读
风越过蒲公英的花蕊
越过土拨鼠的洞穴
经幡之语 流布万物耳畔

我还看见牦牛走出哲学家的步伐
只见它一边细细聆听
一边咀嚼草汁

扎尕那的山谷
山坡上的鼠尾草长成紫色拂尘
遍野的银莲花轻轻与牦牛接吻

茶糜子伸出根根铁戟 捍卫透明的毛果
蚕豆棵挂满一粒粒饱涨的豆荚
远处的青稞蔓延至低垂的云朵边

它们习惯在山谷的云雾里 隐秘一生
而激流的马鬃
在河床里翻滚 汹涌着难以驯服的烈性

她们
喜欢看她们的背影
无论年轻或是年老
身材都那么好看
走姿那么轻盈劲挺

背上的辫子长长
从少年伴随到老年
她们的裙角与手中的佛珠
飘散出一种不同的风情

最是那沧桑而明亮的笑意
有来自命运深处的照亮

诗路放歌

♣ 尚新娇

甘南写意

人与自然

♣ 王 灿

妖娆的红薯
我的少年生活，是在南阳盆地“东

大岗”旮旯里的一个偏僻乡村度过的，
那里丘荒岭秃，土地薄瘠。黑土洼地
上种植着小麦、苞谷、绿豆等农作物，
漫坡沙砾地上栽满了红薯。

过罢惊蛰，猫了一冬的农家人从
红薯窖里取出节子红薯（剪秧扦插的
红薯，也叫晚红薯、剪口红薯）开始育
苗，叫“下红薯母”。选择一块背风向
阳的空地，挖成长4米左右、宽1米左
右、深30厘米的池子，把积攒的牛铺
砸碎摊平约七八厘米厚。将精挑优选
的“薯娘”头向上尾朝下有坡度地摆平
摆满“孕床”，晒一晌午头太阳，覆上一
层厚厚的细碎草木土粪，泼足井温
水。在“孕床”周边等距离地插满弯成
弓形的筷子粗细的竹竿或者白蜡条，
蒙罩上塑料薄膜。这样，圆拱形的“孕
室”就算建成了。而后，隔个十天半月
隔薄膜观察观察，如果缺墒了，在晴天
中午揭开薄膜洒点水，保持“孕床”干
湿均匀。

半月二十天，原本平整的粪面上，
裂开缝儿鼓起了一个个小包儿，一棵
棵白白嫩嫩的幼芽儿不安分地探出了
小脑袋，俏皮地眨巴眨巴眼睛，打量着
外边的世界。此后，五七天一变模样：

长高了、发紫了、变绿了、叶片伸展开
了……真是“薯女”十八变，越变越好
看，不知不觉间“孕室”里绿莹莹的薯芽
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薯姑娘了。随着
天气逐渐变暖，“孕室”内温度增高，怕
烧坏薯芽，往往白天掀开薄膜，晚上盖
上。几天后干脆晚上不盖了，让薯芽儿
沐浴着阳光自然生长。等到薯芽儿壮
实之后，就准备往大田移栽了。

“九九”解冻之后，把秋冬耕过的
敞垡地耙碎耱平，施足底肥，翻犁一
遍，打成埂。一般一埂一行，两埂之间
的低处叫“地山沟”。

谷雨栽上红薯秧，一颗能收一大
筐。“谷雨”前后是栽种红薯的最佳时
间。挑选最硬实的待字闺中的薯芽
儿，一棵棵拔下来，缯成把儿，剪去有
病的薯根，蘸上防病治虫的药液，放到
箩筐内，运到大田里。薯农顺着田埂

用脚锛每隔尺把儿远刨一个坑窑，用
瓢浇上定根水，把薯芽儿斜摁到窑窝
里，待水洇干后，扶正苗，将碎土轻轻
地壅到根部，按压瓷实，叫“封土保
墒”。栽红薯挑水是重体力活，正常年
景，棒劳力可在坑塘或河沟里就近取
水。如逢久旱，往往需要从很远的地
方担水甚至返回庄上拉水。薯芽栽上
几天后渐渐挺直了腰杆，舒展的嫩叶
像一个个小芭蕉扇。再过一段时间，
薯苗披散开来，像一个个“老鸹窝”，远
远望去，岗坡上葱茏着勃勃生机。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耕松土、
拔草追肥……伴随着一次次的劳作，

“老鸹窝”里甩出了“头发辫”，一根、两
根……若干根。薯蔓越拖越长，叶子越
扑棱越大，仿佛一条条可爱的青蛇仙昂
着头向周边匍匐蔓延。绿汪汪的藤蔓
爬满了地块，也铺满了农家人的心田。

夏姑娘裹挟着充沛的雨水匆匆赶
来，薯藤叶蔓如同气吹似的嘎吱嘎吱
使满劲疯长。暗红色的蔓茎，葳蕤青
翠的叶片，紫色的叶脉，宛若一条条血
管向藤根流淌着甘醇的雨露和丰富的
营养。悄然间薯藤主茎节上钻出许多
密密麻麻白白嫩嫩的细长卷须，好似
红薯的脚爪，紧紧地扎进地表。为了
让主根结出大个红薯，需要适时翻秧
扯断这些须根。翻秧的活路简单但不
轻省，红薯地里没有遮挡，火辣辣的毒
日头如芒刺背，薯农圪蹴着一挪一趋
地把薯蔓挑起来，翻过去，再挑起后翻
过来捋直顺，随手薅净旁侧的杂草。
稠密的薯秧被翻过来，缕缕清风从垄
沟间愉悦地自由穿翔，秧叶重新呼吸
到了新鲜的空气，返青后愈加蓊郁
了。翻完几亩地的红薯秧，皮肤往往
被晒得黢黑发亮，整个人如同碧绿薯
海里的一条黑泥鳅。

秋分前后，绿意婆娑的薯藤茎蔓
渐渐放缓了生长速度，大部分养分都
输送给了地下的薯瓜。

寒霜降过，泛黄的薯叶变褐了，枯
萎了，一块块薯田恰如一张张墨绿的
毡毯，镶嵌在深秋的原野上，将浅丘漫
岗装饰点缀得辽远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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