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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

丹参的叶子像藿香，开紫色
花，花蕾弯弯的翘翘的像葛藤
花。山坡林地多见，平原荒沟草
坡也有。我认识丹参的同时也认
识了地黄，不知道它们的大名，只
是特别喜欢它们紫蓝色和浅紫色
的花儿，星星散散地点缀在沟边
坡头，使得透亮的春光和单薄一
地的草花变得厚实起来。就是到
了现在，看见它们成群成片喝着
风，依然会喜不自胜。

在那个风清月寒的年代，懂
得的人也会去刨开花的丹参，洗
净切片儿，晒干了泡茶喝，说是
治头晕、心慌和心里痛。家里有
病人的，还专门跑到桐柏山去
刨，山里多，找见就是一大片，也
不知道是种子传播还是地下根
衍生的。到冬天，茎叶干枯了，
来年还会发芽。野丹参生长的
年代越久，根越粗，价值越高。

《本草纲目》记丹参：活血，
通心包络，治疝痛。

过度采挖，野丹参越来越少
了，幸有方城人抓住机遇，大面
积培植丹参。

方城古称裕州，丹参扬名四
海，在金代，民间就流传着这样
的歌谣：“丹参王，裕州长，品质
好，疗效良，上海、武汉药庄藏；
走水路，去留洋。 ”

据清《方城志》载：“方城疆
域之广轮，盖同古裕州，星野分
之桐柏山淮水之上游，峰峦联
络，溪涧环绕，野多陂陀膏腴，物
产桔梗、木瓜、板蓝根、丹参极
佳，乃地道之帮，医崇之上 ……
金代谓之‘裕丹参’。”

方城丹参形似人参，皮色红
赤如丹，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行销海内外，且带富
了一方百姓。

黑 豆

黑豆生长在五彩斑斓的秋
野上，棵不高，花不艳，一点也不
起眼。但是在牛、马、驴、骡充任

生产工具的年代，黑豆是非常重
要的一种作物，它是饲养大牲口
必不可少的“料”。乡间骂人，有
句话叫“再不听话挂你的料瓢！”
就是扣你口粮不让吃饭的意思。

黑豆磨成糁儿放料缸里泡
水，一瓢一瓢浇在牛槽里铡成节
儿的麦草上，让牛马们因夜草而
强壮，这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的日
常。如今电气化加机械化，牛的
价值成了饱人口腹的牛肉，喂养
的饲料和添加剂数不胜数，作为
草料的黑豆，自然就越来越少，
几近绝迹。

我曾在郊区一个树林里遇
见一棵长野了的爬秧黑豆，在小
树丛和一米多高的草丛上缠绕
了好大一片，已经结荚成熟了。
我把它的藤蔓一条一条解下来，
盘成汽车轮胎大的一团，带回家
挂在门头上，豆荚渐次炸开，豆
子儿嘎巴嘎巴落下来，听着那声
音，回味着乡野里的秋天，空阔
又丰饶，贫穷又快乐……

城里人喜欢黑五类，其中就
有黑豆。其实乡亲们也知道黑
豆好，有人吃生黑豆，每天早上
七粒，说是能生发，补肾。也有
人把地骨皮、红枣和黑豆一起煮
了吃，说是补亏。前些年，因为
整天对着电脑，眼睛又涩又痛，
母亲就用青盐牡蛎煮黑豆让我
每天吃一把，吃了一段时间，症
状果然消失了。

小儿子生性顽皮，小时候光
着脚在沙堆上垒城堡，吃饭都喊
不回来。结果得了非常顽固的
皮炎：脚上几块皮肤角质化，裂
口，不能沾水。治了一年多也不
见效。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
诊，专家只开了五元钱的药，说
如果不见效，建议用黑豆馏油软
膏，这个药消炎、收敛、止痒，对
神经性皮炎、慢性湿疹有特效。
还别说，也就是这种有很大黑豆
腥味儿的软膏治好了儿子让人
头痛的皮炎。

经检测：黑豆的蛋白质含量
高达36%，脂肪含量 16%，且富
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卵磷
脂和丰富的微量元素，其中B族
维生素和维生素E含量很高，对
延缓机体衰老、降低血液黏度、
满足大脑对微量物质的需求有
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本草纲目》：“药黑豆有补
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乌
发明目、延年益寿功效。 ”

《本草拾遗》：“主风痹，瘫
痪、口噤、产后诸风。 ”

黑豆磨面，还是中医制作药
丸的调和料，可见黑豆能与多种
中医方剂配伍。

百草园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中午，做一道葱烧鲫鱼，送些
让老岳母品尝。我在厨房里找葱，
看到菜架上只剩几棵青葱了，妻子
在一旁说：“今天早市上没有看见卖
葱的。”小暑后雨水不停，断断续续
下了十几天，地里的小葱受淹了。

过去，乡村人家，哪一家小菜
园里或房前屋后不种上几行小
葱。老家门前地里长年都长着葱，
母亲在炒菜时会喊一声：“去菜地
掐点葱叶。”我应声后，马上到门前
小菜园葱畦中掐一把青嫩葱叶，拿
到厨房里洗干净递给母亲切成葱
花炒菜。

老家门前的小菜园，撒葱种或
栽葱秧都是母亲亲手去做。把菜
地整平，撒些葱种，地气潮湿，几天
后就冒出细小的葱芽。大多情况
下是去买葱秧，打垄后栽几行，葱
秧也泼皮，浇水后，第二天小葱秧
也缓过劲来，葱秆挺直了，再过几
天，根部长出新叶。麦收前小葱开
花，在叶尖结出伞状花苞，葱香味
引来采花的蜜蜂嗡嗡作响。

进入秋天，小葱叶子经不住霜
冻，母亲就栽了几行大葱秧。大葱
有手指粗，冬天气温降到零下，葱
叶冻枯萎了，葱茎白也冻不死。天
寒地冻时，市场上看不见小葱，小
菜园葱不够吃，家家去菜场买回一
捆山东大葱，一根葱有一尺多长，
能吃上几天。

大葱味甜清脆，山东人喜爱鲜
食大葱，外地人也有喜欢生吃的。
作家梁实秋《中秋菜单》一文中有

个有趣的故事，他邀请叫张心一的
朋友到家中吃饭，朋友要求：大葱
一盘，别无所欲。梁实秋特备大葱
一盘，家常饼数张。朋友以葱卷
饼，顷刻而罄，对其他菜肴竟未下
箸，直吃得满头大汗。朋友说这是
数年来第一次如意的饱餐！这是
大葱鲜食的魅力。

一年四季不断葱，春夏吃小
葱，秋冬吃大葱。大葱和小葱吃起
来味道不同，大葱味辛辣，作调料
用来炝锅，能激发出它独特的香
味，用煎饼卷着吃。而小葱味道清
香，炒好菜之后撒上葱花，起点缀
作用。

用葱做汤，还留下“葱汤”的诗
句。宋代大儒朱熹到女儿家看望，
女儿家中没有像样的食材，东拼西
凑做出一顿“葱汤麦饭”，用小葱熬
汤、麦子煮饭。女儿满脸愧色，朱
熹却很是欣慰，吃完饭后饶有兴致
题了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
补丹田麦疗饥。莫道儒家风味薄，
隔邻犹有未炊时。”夸赞葱汤能滋
补身体。

葱是居家不能少的调味品，有
时炒菜发现葱不够了，到邻居家

“借”。同样，邻居家的葱不够了，
也会到我家来“借”。“借”去的葱是
不需要归还的。香辣的大葱里，深
含着邻里间的相互关爱和友情。

葱香扑鼻，有葱的生活，多了
许多滋味。大葱那翠绿的颜色和
独特的香味，总能让人联想到家乡
的味道和那些美好的回忆。

葱香滋味长

在那个遥远的夏天，阳光如火
焰般炙烤着大地，万物都显得无精
打采。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正是
充满好奇和活力的年纪。那个暑
假，我家的“双抢”季节，一家人从
早到晚都在地里忙碌，为了那微薄
的收成，为了生活。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我站在
家门口，望着远处田间家人疲惫的
身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愿望：
我要为家人做一顿晚餐，给他们一
个惊喜，让他们回家就能吃到热腾
腾的饭菜。我决定下面条，因为在
我看来，这是最简单也最能填饱肚
子的食物。

我走进菜园，由于长时间的干
旱，园里已没有什么菜了。但在一
片翠绿的瓜藤中，我发现了一根长
势喜人的瓠子。它绿油油的皮，饱
满的果实，仿佛在向我招手。我想
起母亲曾给我们做过的瓠子面，那
美味让我至今难忘。于是，我小心
翼翼地摘下瓠子，像对待宝贝一样。

回到厨房，我削去瓠子的皮，
露出里面白嫩的肉，然后把瓠子切
丝，仿佛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我将
面条和瓠子一起下锅，看着它们在
沸水中翻腾，心中充满了期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面条终
于煮熟了于煮熟了。。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
口汤口汤，，却没想到却没想到，，这竟是我人生中这竟是我人生中
最苦涩的一刻最苦涩的一刻。。那味道苦得如同那味道苦得如同
一把利刃一把利刃，，直刺我的喉咙直刺我的喉咙，，心中瞬心中瞬

间满是失望。
家人陆续回来了，看到我主动

做了饭，脸上都露出惊喜的笑容。
三哥第一个去盛面，他满怀期待地
尝了一口，却马上皱起了眉头，母
亲尝了一口面汤，立刻明白了原
因，她轻轻地说：“是苦瓠子。”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挫
败。面条、油盐在那个年代都是奢
侈品，我竟然因为一时大意，浪费
了这么多食材。母亲舍不得倒掉
这一锅苦瓠子面，她带头一口口地
吃着，尽管每一口都让她皱眉。父
亲、哥哥、姐姐也默默地吃着，他们
没有责备我，但我心里更难受了。

那顿晚餐，我们都吃得异常沉
默。我看着家人强忍苦涩的样子，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晚上躺在床
上，我心中充满了自责和愧疚，暗
下决心，我一定要学会做饭，再也
不要让家人吃这样的苦。

时光荏苒，40多年过去了，我
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那个贫穷的年代已经远去，但
我从未忘记那一锅苦瓠子面。它
提醒着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也让我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只要有爱，我们就能战胜一切。

如今，我已是一名烹饪高手，
每当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我做的
美食时美食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的傍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的傍
晚晚，，那一锅苦瓠子面那一锅苦瓠子面，，虽然苦涩虽然苦涩，，却却
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

一锅苦瓠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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