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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先生1945年赴美留学，先
后在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深
造，深入了解了美国一些大学在小
麦育种上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并逐
步形成了回国后开展小麦育种工作
的战略构思——以高产、抗病、稳
产、优质为主要育种目标。与此同
时，他还奔波于华盛顿州、堪萨斯州
等美国几个产麦区进行广泛的调查
研究，收集了大量农业资料和小麦
品种资源。1946年夏天，蔡旭先生
带着收集的3000余份小麦品种资
源回国，应邀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
教。1949年，蔡旭先生发表了我国
关于小麦条锈性遗传研究的第一篇
论文——《小麦成株抗条锈病的遗
传》。这项研究结果可以说是他后
来北上开展冬小麦抗锈育种工作并
取得突出成就的前奏。

1963年，蔡旭先生组建了北京
市小麦科学技术顾问团，为北京百
万亩小麦增产寻求方法。到70年
代末，京郊小麦亩产从50多公斤上
升到400公斤。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
中期，蔡旭先生主持育成了四批20
多个小麦品种。特别值得称道的
是，蔡旭先生将上千份原始材料及

品种毫无保留地送给15个省、市小
麦产地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指导和
帮助他们开展研究。这对于我国小
麦发展堪称是功德无量的贡献。

吴兆苏先生1919年生于福建省
连江县，1938年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
农艺系（重庆）。在大学三、四年级期
间，参加过由金善宝教授指导的小麦
和烟草科学试验活动。1947年，吴兆
苏先生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
院及农艺和植物遗传系攻读博士学
位。1950年10月，吴兆苏先生克服
种种困难，与众多留美科学工作者一
同回国，受聘为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
系主任，1979年后兼任小麦品种研究
室主任。自20世纪40年代初，吴兆
苏先生一直从事作物遗传育种教学
和小麦研究，参与过“南大 2419”的
选育和推广。1951年，他用普通小麦
（南大 2419）与圆锥小麦（华西分枝
—Tg）杂交，后经多代选择育成了中
国较早的种间杂交品种“南农大黑
芒”。20世纪60年代，他通过复合杂
交育成了早熟品种“复穗黄”，利用智
利品种欧柔育成了“钟山2号”“钟山6
号”等品种。除进行新品种选育外，他
还在产量、品质、抗性等目标性状的遗
传和机理，特别是在小麦品种分类、生

态区划、休眠特性与穗发芽、抗赤霉病
轮回选择和馒头蒸制品质等方面做
了大量研究，先后发表论文80多篇。
20世纪50年代，吴兆苏先生就率先
在国内对小麦品种种子休眠特性及
穗发芽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小麦育
种，重视产量、抗病性及早熟性，而
忽视品质的选育。上世纪 70 年代
中期，吴兆苏先生应中国农业科学
院情报所邀请，组织翻译一些国外
有关小麦品质方面的论文，并撰写
成《国外小麦蛋白质遗传育种研究
的进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
积极倡导开展小麦品质遗传改良研
究。他还指导自己带的研究生就面
粉品质、馒头蒸制品质、面包烘烤品
质和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等进行
深入研究，受到国内同行的重视。

杂交小麦的开拓者范濂
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全国的小

麦遗传育种史上，范濂先生都是不
能忽略的专家。出生于1919年的
范先生，是我国小麦杂种优势利用
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即使做到副省
级领导（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他也没有离开过科研第一线。
在90岁高龄之时，范先生还在麦收

前冒着高温深入田间地头，察看优
良小麦品种生产情况。

范濂先生1942年从浙江大学
农经系毕业后，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
究生，1944年获硕士学位。1947年
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回
国。1956年到河南农学院（河南农
大前身）农学系任副教授，院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副院长。1979年任河

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兼小麦育种研
究室主任。1981—1998年任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2年被国
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河南农大官网上一篇关于范濂
先生的文章写道：“半个多世纪以
来，范濂主要从事生物统计教学和
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工作，是一位卓
有成就的小麦育种专家和生物统计
学家，是我校生物统计教研室和小
麦育种研究室的创建人，是我国杂
交小麦和小麦品质改良全国攻关研
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范濂先生在小麦杂种优势利
用、高产多抗优质新品种选育、数量
性状遗传规律、育种方法和试验统计
等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的研究成
果，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选育出抗倒伏、耐涝、抗病、抗干热风
的大穗型“豫麦1号”“豫麦3号”“豫
麦9号”等小麦品种，在黄河以南推
广种植，成为当时优秀的小麦品种。

范濂先生的学生、小麦遗传育
种专家、河南农大农学院教授詹克慧
2004 年选育出具有优质、多抗、广
适、超高产等品质且综合表现优异的
小麦新品种“豫农 202”。这个品种
被列入河南省超级麦重大科技专项、

国家高科技发展“863”计划项目，范
濂先生一直很关注，还给予了悉心指
导。2007年，“豫农202”通过河南
省审定后，范濂先生郑重地对河南农
大领导说，“豫农 202”的选育成功，
是河南省超级小麦新品种选育的重
大突破，实现了超高产潜力和优异的
综合表现的完美结合，这是一个前景
广阔的大品种，要好好推广。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范濂先生
的引领下，近年来河南农大小麦育
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 年
至2008年，先后有“豫麦68”“豫农
9901”“豫农 201”等7个通过国家
和省级审定的豫农系列小麦新品
种，主持完成了国家转基因专项、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国家跨越计划、
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河南省超级麦育种重大科技攻
关等十几项重大科技项目，每年发
表学术论文20余篇，培养出一大批
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2009 年6月6日，范濂先生90
寿诞当天，河南农大举行了设立“范
濂奖学金”仪式，河南农大领导满怀
激情地介绍了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小
麦遗传育种专家、农业教育家50余
载所做的贡献——范濂先生和他的

学生们一直坚守在实验室、试验地和
大田里，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最终化为
中原大地上一望无际的金色的麦浪。

2016年5月1日，范濂先生因
病医治无效于郑州逝世，享年 97
岁。5月6日《河南日报》刊登消息
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范濂同志逝世
表示悼念并对家属表示慰问。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
席张宝文表示悼念并对家属表示慰
问。朱镕基同志表示悼念并对家属
表示慰问。

麦田里的战狼
在小麦品种中，河南还有一个

堪称与“郑麦 9023”同样辉煌、在全
国叫得响的当家品种——2005年
通过国家审定的“百农矮抗58”。它
的产量一般每亩在550~600公斤，
高产示范田突破700公斤，推广后
很快成为全国小麦主导品种，多年
来在黄淮南部麦区种植面积一直稳
居第一。截止到2016年，“矮抗58”
种植面积累计达到2.3亿亩，实现增
产 86.7 亿公斤，增加经济效益170
多亿元。有人估算，全国
每 8个馒头中就有 1 个来
自“矮抗58”小麦。 43

连连 载载

“60后”作家东西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新生代作家的
代表，与李洱、毕飞宇、迟子建、红
柯、邱华栋等都是同时代优秀作
家的翘楚，而且都是颇具先锋精
神的作家，具有极强的艺术自觉
和叙述能力。东西长期保持创作
活力，擅长从新闻结束的地方再
度出发，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展现
社会的饱和度；善于在面对复杂
的现实生活时，打通个人经验与
公共经验的边界，其小说语言简
洁精炼、准确圆融，并对现代小说
文体形式有深入思考。

东 西 耗 时 四 年 创 作 的《回
响》，讲述了女刑警冉咚咚在侦破

凶案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曾
偷偷在酒店开房，于是，她既要侦
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两条线上
的心理较量同时展开。小说名为

“回响”，结构上也具有回响式、回
音式的特征，奇数章写案件侦破
进展，偶数章聚焦爱情心理。作
品通过讲述案件侦破过程，将命
案侦破化为叙事的内驱力，在紧
凑的节奏、抽丝剥茧的逻辑演绎、
翔实缜密的心理剖析中，揭开隐
秘的往事与人性的谜题，既呈现
了现实之复杂，又描写了在广阔
社会背景下人性之幽微与心灵之
浩瀚，因此也被称为“心理现实主
义”小说。

荐书架

♣ 仇宇浩

《回想》：以推理的方式写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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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幅明

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坚守者
读过王绶青先生一些代表性的

作品，聆听过他的诗歌朗诵会，有一
个突出的感受：他是一个从开始写作
就有明确方向的诗人，且终生相守，
不改初衷。这或许是破解他成功的
一把钥匙。

古人说“取法乎上”。 王绶青取
法古典和民歌，几十年不变，成为民
族诗歌传统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
者。显然，古典和民歌并非唯一的取
法对象，除此，还有五四以来的新文
学、外国文学，等等。存在着多种选
择。何谓“上”？毫无疑问是指各种
经典。他选择古典和民歌，是因为与
他与生俱来的美学倾向产生了契
合。所以，他的处女作《汗衫》的起点
很高，1955年在《河南文艺》发表后，
又被选入 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 的 河 南 青 年 文 学 创 作 选 集《晨
歌》。是处女作，又是成名作。今天
读来，仍然不过时。因为它表现了一
个永恒的主题——爱，且用朴素蕴藉
含蓄的手法写出。实践证明，他选择
了正确的方向，选择了一条适合他本
人又能给人以启示的阳关大道。

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源头：一个

是《诗经》，属于功用诗学，或广义的
现实主义，由于是孔子删定，一直被
列入儒家经典，三千年来一直占据着
主流诗坛。另一个是《楚辞》，屈原的
《离骚》，属于表现诗学，或广义的浪
漫主义，哲学基础来自道家。一个重
客观，另一个重主观。这两个源流，
几乎是中国诗歌的全部。民歌是两
个源头共有的。《诗经》和《楚辞》，都
有明显的民歌风，《诗经》中的“国
风”，不少即民歌体。现当代产生的
一些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流派，某种意
义上，都是这两个源头的延伸。有学
者认为，王绶青的诗歌属于现实主
义。但我认为，这只是王绶青诗歌的
特色之一，而不是全部。他同时继承
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传统。他的
不少山水诗和纪游诗，情景交融，情
理交融，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
统一，人品与诗品的统一。

王绶青对杜甫诗风的自觉继承，
尤显可贵。王绶青写过两首关于杜
甫的诗《杜甫诞生窑》和《笔架山》，表
达了对杜甫的崇敬。在《笔架山》中
他写道：“诗与人民同歌哭／诗与泥

土共呼吸／诗与江山同荣辱／诗与
童心共生死……心要像纸一样净／
身要像笔一样直／天下‘人’字最难
写／写好‘人’字才是诗！”他从杜甫
身上悟出了诗家三昧。他的诗同样
也是与人民同歌哭的。上世纪 70年
代，他写下林县人民艰苦创业修建红
旗渠的长诗《斗天图》，产生过广泛影
响。此诗写进了《中华文学通史》第
八卷，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代表作之
一。上世纪90年代初又写了《重访红
旗渠》，获过大奖，并收入多种重要选
本。王绶青是具有人民意识的诗
人。他写红旗渠，是为一个时代的民
魂国魂作传。他深入林县采访，与杨
贵同志和红旗渠的建设者们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他不仅写红旗渠、小浪
底，还写焦裕绿、申纪兰等时代楷
模。晚年又致力生态诗、环保诗的创
作，如长诗《地球咏叹调》等，充满了
因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危害民族生存
的忧患。卫辉市曾授予他“人民的诗
人”的贺匾。这是一个崇高的称号。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诗人，有几人配称
这个称号？读者在他诗歌里可以感
受到一个大写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他同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具有包容心
和正义感，深受同代人好评、晚辈人
爱戴。

王绶青对诗歌无比热爱，60年间
从未中断创作，坚守方向，孜孜以
求。他坚持以生命写诗，以真情写
诗，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人格力
量。他是民族化、大众化诗风的不懈
探索者。在相当多的诗人受时风影
响、不再讲究诗的押韵和音乐性时，
他始终坚持押韵。他尝试叙事诗、抒
情诗、自由体、民歌体、新古体诗等多
种形式的创作，硕果累累。艺术的美
具有各种形态，各种形态本身并无高
下之分。押韵与不押韵，都是诗人的
选项，无可厚非；但节奏感对于诗歌，
不可或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
属于韵文的一种，曾是诗与歌的统一
体，《诗经》、汉乐府、宋词，都是可以
演唱的歌词，音韵优美，朗朗上口。
押韵的诗便于记忆和朗诵，有利于传
播。王绶青对音乐性的坚守，对炼意
炼字的坚守，形成了他有别于他人的
清新厚重的独特诗风。

在王绶青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
谨以此小文，表达对诗翁的深切缅怀。

百姓记事

♣ 郭震海

葫芦巷
李铁头的豆腐脑一出锅，葫芦巷就

醒了。此时天色微亮，东方微红。
赵家肉夹馍、王家鸡蛋灌饼、魏家

小笼包子、霍家大油条……纷纷登场，
各种香气混合、交织、弥漫开来，沸腾了
整条葫芦巷的清晨，吸引着匆匆走过小
巷的人，也吸引来几只流浪的老狗，还
有一只瘸了腿的小花猫。

不过，对于葫芦巷而言，这只是一
天之中最为短暂的序曲。上午九时过
后，随着青青美容店的门“咣当”一声拉
开，李铁头、赵家婶他们就该退场了。叮
叮当当、哗哗啦啦，一阵响动过后，仿佛
有人施了魔法，各式各样的早点摊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登场的是几名
清洁工，她们就如中场的报幕员，手里挥
舞着扫帚“哗哗哗——”地一路扫过那黝
黑发亮的石头街面后，一家家店铺就在
她们的身后正式开张了，此时的葫芦巷，
一天之中的大戏才算真正开始。

葫芦巷，笔直的一条小巷子，何故
得此不顺畅的名字，无人晓得。有人
说，是当年一个李姓家族，在此做葫芦、
卖葫芦，祖传制作，手艺精湛，声名远
播，吸引着千里之外的买家。当时，在
李家的带动下，整条巷子全成了卖葫芦
的商铺，由此得名。

也有人说，此为传言，无据可依。
当然，大家只是闲来议论一番，鲜有较
真儿者，唯独巷子里有一位钱姓男子是
个例外。

这男子颇爱读些古典小说，虽说干
着粗笨的营生，整日里却是一副学者打
扮，一身得体的布衣，一副金边眼镜，人
送外号：钱教授。这位钱教授为了葫芦
巷这个名字，费了好些年精力，用他的话
说，自己专为理顺葫芦巷而生，这是他的
使命。听者会撇撇嘴说：“呆瓜一个！”

钱教授不“呆”，只是固执，他认为这
葫芦巷原来有座葫芦庙，庙里住着一个葫
芦僧。他的根据是《红楼梦》里有描述：

“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
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
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
作葫芦庙。”

有了这葫芦庙，才有了贾雨村寄居
葫芦庙，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当然，任凭
钱教授如何游说，无人相信，不过这钱教
授不管，整天抱着一大摞资料，还有一块
破瓦片研究，直到终老。钱教授的离去
丝毫也不影响葫芦巷的热闹，在几轮城
市改造中，这巷子也在几轮大拆迁中化
险为夷，这得益于巷子两边的古建筑，也
得益于那条磨得油光发亮的青石街。

上午，巷口的一家德国餐厅，音乐
很是霸道，不容分说就往人的耳朵里
钻，招惹得过往的行人不由得就会扭
头，目光透过巨大的玻璃橱窗往里看。
橱窗里时常坐着一些悠闲的人，他们或
男或女，临窗而坐，享受着冰镇的啤
酒。开服饰店的“小蛮腰”，在店门口欢
快地迎着进店的顾客，一开口就像给老
熟人说话似的：“哎哟哟，就等你了，快
来看看吧，刚刚进了一批国外新货，款

式和做工好得没法说。”“小蛮腰”欢快
地喊着，看到来者并没有认真听她的
话，这些人腿向店里迈着，眼睛却瞅着
街上一个男子，此男子身穿运动装，身
后背着帆布包，手里的快板打得很欢，
他边打快板边喊：“耗子药！花钱不多，
一治一窝！”

“快板男”走过李兴旺开的古玩店
时，一个胖家伙正在店前，为一个紫檀
木手串和李兴旺讨价还价，他们在无声
中进行，打着手势，手指频频去按计算
器，当然他们都不是哑巴，因为彼此语
言不通。两个女子走过，回头望见李兴
旺古玩店门前的胖家伙后，一个说是法
国人，另一个说是比利时人，她们闲聊
着争论着，拐进了一家名曰“韩国城”的
服饰小店。

一位父亲领着上学的孩子，边走边
感叹道：“生活，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真
实的世界。”楼顶上，一个披着休闲马甲
的摄影师，频频按下快门。

葫芦巷，喧闹的葫芦巷，各种服饰
商品满足着各种肤色的人，各种文化、
信仰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着、交融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放中满是包容。

葫芦巷，像头发丝一样的一道小巷
子，是中国的葫芦巷，也是世界的葫芦巷。

仲景行医图（国画） 房巍

如果有人质疑郑州文化
你可以大声地告诉他——
郑州就是一部书，郑州就是一首诗！

你可以对他说——
郑州这部书，从一万年前就开始谋篇布局
始祖山上的岩画就是插图
九千年前的裴李岗人
就在石磨盘上用石棒研磨第一行句子
六千年前的大河村人、西山人、青台人
就用丝绸线装，用彩陶盛酒
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和他的氏族
五千年前的双槐树人
就仰望星空，融合部落，耕耘黄土
四千年前的王城岗人
就定鼎华夏，划定九大章节
三千六百年前的隞墟人
就围着杜岭方鼎载歌载舞
他们都是郑州这部大书的作者
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元素

你可以对他说——
郑州这首诗，从三千年前就开始构思
两千五百年前吟咏《郑风》的郑国人
是最早的郑州诗人
紧接着，列子把诗意写进寓言
子产、韩非子把诗意写进法治
潘安写出的诗行英姿勃发
杜甫把自己写成了一代诗圣
白居易把自己写成了一代诗豪
李商隐把人生写成了垂泪的蜡炬
刘禹锡把民生写成了竹枝词
宋代的文豪、词人
每每到嵩阳书院寻找灵感，推敲诗句
他们都是郑州这首长诗的作者
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和节奏

当然，你还可以告诉他——
今天的郑州日新月异
今天的郑州有高度和速度
今天的郑州有宽度和厚度
今天的郑州有风度和气度
今天的郑州人同样笔耕不辍
还在以嵩岳为刀，以千禧塔为笔
还在以黄河、贾鲁河为墨
谱写国际化现代化的皇皇巨著！

长葛西北处有一座小山，名曰陉
山。山北属新郑，山西归禹州。辞书
上对“陉”字的解释为“山之终也”。此
山正是秦岭向东一脉终止处。

陉山不是很高，海拔高度还不到
330 米。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陉山就有一仙，这个仙不是人们
敬奉的神仙，而是一个为民造福、清正
廉洁的名人——子产。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长葛、禹
州、新郑均为郑国所辖，郑国的国都就
在现在的新郑。郑国有一大夫叫子
产，曾陪伴三朝君主，执掌国政 40余
年。他执政时期，正是晋楚两国争霸
时期。从地理位置看，晋在郑国北，楚
在郑国南，小小的郑国正处两霸之
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时正是
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大变革时
期。子产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多事
之秋。

子产治国殚精竭虑。在内政方
面，他根据郑国国情制定国策：一是把
修德爱民作为立国之本。二是把民生
放在首位，发展国民经济。三是制定
国法民规，以法治国。把整个郑国治
理得民富国强，政通人和。在外交方
面，他凭其才干，巧妙地周旋于晋楚两
霸之间，游说各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
弊，有理有节有据，不卑不亢，使晋楚
两霸口服心服无可奈何，郑国得于国
泰民安，天下太平。因此，子产深得郑
国人的爱戴与尊敬。子产死后，郑国
人颂道：我有子孙，子产诲之；我有田
畴，子产植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连鲁国的孔子闻子产而死也痛哭流涕
曰：古之遗爱也！

子产虽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
又执掌郑国大政40余年，但因他一生
廉洁奉公，家里一贫如洗，死后竟无葬
埋费用和葬埋之地。郑国人被子产廉
洁奉公的精神感动，在郑国掀起了一
个捐助子产葬埋费用和葬埋之地的热
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捐助的金银珠
宝、钱财粮物及风水宝地不计其数。
有一青年男子无物可捐，就把身上佩
带的玉佩解了下来。有一女子同样是
无物可捐，就把头上戴的珠簪取了下
来。但子产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
对捐助之物分文不取不用，背着父亲
的遗体爬到了荒芜的陉山，找了一处
石坑，把父亲遗体放在了里面，又扛来
山上特有的红石，为父亲垒了一个红
石墓。子产真可谓生不贪民财，死不
占民地。

子产儿子的这一举动，又一次感
动了郑国人。他们纷纷上陉山背红
石为子产垒墓，把子产红墓垒得又高
又大，润色可爱。在背石垒墓中，还
传出了一个神话：说是子产的精神感
动了一位叫石婆婆的神仙，她也连夜
上山为子产背石块垒墓去了。谁知
她背着巨石尚未走到子产墓前，雄鸡
叫了，天也亮了，她就化作了石头永
远停在了那里。至今，那传说的石头
还在，是一巨大的似人形的石柱，高
有数丈。一块巨石平躺在石柱顶上，
此巨石东西长一丈五尺，南北宽一丈
有余，厚有五六尺之多。人登其上，
可晃动可作响，成了人们上陉山必看
的一道景观。

后来，人们又在子产墓前修了一
座子产庙，还把九九重阳节定为陉山
古会。这一天正是子产逝去的日子，
人们把这一天定为古会，是对子产的
怀念。古会这天，几十里地的人们纷
纷到此登上陉山，焚香祭祀，念经讲
善，整个陉山遍山香火，烟雾如云，经
声如潮，甚是壮观，可见人们对子产的
敬佩与怀念。

至今，子产墓仍在，子产庙仍在，
九九重阳节古会仍在盛行，向后人传
说着一代名人爱国奉献、爱民如子、廉
洁奉公的故事。

诗路放歌

♣ 吴元成

郑州就是一部书

史海钩沉

♣ 史留昌

子产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