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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漪

“春日生白茅如笋。 ”在河流纵横交
错，水系发达的故乡，一束束茭白在水
中潜滋暗长，生机盎然。

入夏后，茭白已呈葳蕤壮茂之状，
在水边铺展出一片浓郁的清凉翠色。
南宋文人许景迂看到长势旺盛的茭
白，写下“翠叶森森剑有棱，柔条忪甚
比轻冰”的生动诗句。

茭白清洁素雅， 口感爽滑清香，是
药食兼具、滋补颐养之佳品。李时珍《本
草纲目·草八·菰》（集解） 引苏颂曰：
“春日生白茅如笋，即菰菜也，又谓之茭
白，生熟皆可啖，甜美。 ”

茭白是乡间常见的蔬菜，可以从春
夏一直吃到深秋。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
农忙时母亲从田间劳作回来，有时顺手
在塘边沟畔折几支青叶包裹的修长茭
白回家，将其褪衣洗净，拿一根给我们
生吃，另外的做菜。

茭白可与各种食材搭配做菜，怎
么做都柔滑爽口 。 茭白与青毛豆相
遇，简单翻炒即成美味。 先将铁锅烧
热 ，置油 ，等油热后 ，把剥好的青毛
豆倒进锅中爆炒，然后将切片或切丝
的茭白倒入翻炒到熟 ，再加盐 ，撒一
把葱花，出锅盛盘即可。 看似简单的
一道农家菜， 只有青青白白两色，吃
起来却满口鲜嫩。茭白炒肉也是一道

美食，茭白吃油颇多，清爽与肥腻互相调和，恰到好处，浓油赤
酱，肉片肥而不腻，茭白味鲜爽口。 茭白与鸡肉、鸭肉相配，烹
出的菜肴都是入味留香，一旦动筷，根本停不下来。清代袁枚在
《随园食单》 中对茭白入肴有这样一段记述：“茭白炒肉， 炒鸡
俱可。 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 煨肉亦佳，须切片，以寸为度，初
出瘦细者无味。 ”

茭白古称“菰”，属于先民种植的六谷（稻、黍、稷、粱、麦、菰）
之一，在我国历史悠久。 《西京杂记》有言：“菰之有米者，长安人
谓之雕胡。 ”雕胡，即菰抽穗后黑色的籽实，据说将其当作米饭蒸
煮，又香又糯，曾是古人招待上宾的主食。 难怪西晋张翰“因思吴
中菰菜羹、鲈鱼脍”，感慨宦海无常，悟得人生所求，便辞官归乡，
这也是成语“莼鲈之思”的来源。 唐代李白借宿农家，受主人菰米
款待后留下了“跪进雕胡饭，月光照素盘”的诗句。

到了宋代，人们发现“菰”染了黑粉菌病后，不再开花抽穗，
反而因病变刺激茎部， 形成肥大的纺锤形肉质茎， 口感鲜美甘
甜，于是将错就错，不断改良品种，将“菰”从一种粮食作物演变
成为一种水生蔬菜， 其可食用的根茎部分因此被称为菰笋、茭
笋、茭白。

变身为时蔬的茭白，因其白芽似笋，嫩若皎玉，深受文人雅
士垂青。 南宋诗人陆游钟爱茭白，邻人送他茭白，他品尝后欣然
吟诗称赞：“酒香菰脆丹枫岸， 强遣樽前笑口开”“秋江菰菜喜新
尝，盐酪亲调七箸香”“芼羹菰菜珍无价，上钓鲂鱼健欲飞”。 陆游
盘中的茭白比美酒香、比鲈鱼鲂鱼都肥，可谓品尝人间烟火，抖
落一身诗意。 明末史学家张岱给茭白极高的赞誉， 并描写道：
“（法相）寺前茭白笋，其嫩如玉，其香如兰，入口甘芳 ，天下无
比。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蔬食之美 ,一在清，二在洁，
茭白则堪担其美。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也写道：“我有一
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
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

人间有味是清欢。 清隽和芬芳就是茭白的滋味，它浸润着
我们的味蕾和心田， 幸福绵长的味道其实就是母亲的味道、故
乡的味道……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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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伟

定格的视频中，井下无极绳连续牵引
车正牵引着两辆罐车，罐车内装有不同物
料。我和工友们紧盯画面，查看跟料工人
的站位、 劳保用品及通讯器材的佩戴，
以及巷道地形和周围防护设施的使用
状态， 始终没有发现影响安全行驶的地

方。 见我们不作声，安全管理部的王科长
用手指了指罐车， 众人的目光迅速聚焦
到罐车内部，个个眉头紧锁起来。

“视频找茬” 是我所在的煤矿安全培
训的一种手段， 就是从网上或实际生产中
收集一些关于现场工作的视频素材， 让大
家从中寻找违章之处， 揪出不合规定或不
利安全的点位，以此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

这天，按照矿上的安全培训计划，采
煤区二班职工来到安全管理部的安全教
育培训中心，接受安全培训。 负责培训的
王科长利用投影设备， 播放了一个关于
巷道运输的视频。 他按下视频暂停键，画
面就此定格。

“谁能说出视频中的端倪？ ”王科长开
口询问，众人瞪大了眼睛，顺着他手指的罐
车，有人小声说：“难道是罐车存在问题？ ”
“对，还是有人能够看出来的，就是罐车里
有问题。 ”听王科长这么一说，大家认真辨
识起内部装着的物料来。 牵引梭车后拉
着两辆罐车，前面的装着木料，后面的装
着铁链。 见我们一脸疑惑，王科长走近投
影幕布， 用手贴近视频中的罐车说道：
“这明显就是梭车后连着轻罐车，最后是
重罐车，这样的布局肯定有隐患。 ”

无极绳连续牵引车是采煤面常用的运
输设备，主要由控制系统、绞车绳、梭车以
及道路滑轮系统组成，可以适应于上下坡
及拐弯的巷道运输。 我们日常重在学习各
种相关规章制度以及操作要领，至于罐车

装什么物料，怎么布局还真没想太多。 针
对于我们的疑惑，王科长说，安全工作要
着重于细节，运输物料是为了供给生产所
需，但罐车的合理布局也很重要。 说话间，
他指了指后方的重罐车， 解释重罐车在
正常牵引下不会暴露问题，但遇到下坡情
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我们再次瞪大了眼睛。王科长
解释道，重罐车下坡时重心下移，会给前方
车辆一个重作用力， 如果前方是重车，完
全能够抵消这种作用力， 相对比较安全。
如果是视频中这类情况，后面的重车在下
坡过程中，给前面较轻的罐车施加压力，
就会出现跳车或架空离轨现象， 加之正
在移动或拐弯，就很可能发生事故，影响
安全运输，严重时后果不堪设想。

王科长的分析简单透彻，大家信服地
连连点头， 只见他按下继续播放按键，视
频中果然出现刚刚分析的结果———运输
过程中，无极绳连续牵引车发出“吱吱”的
响声，明显受到罐车施加力的影响，尤其
是中间装有木料的轻型罐车，在下坡或拐

弯时声音更加刺耳。
见我们恍然大悟， 王科长接着讲到了

“安全有方”，即安全要讲方法和策略，规章
制度都是在一次次的事故和警醒中建立
起来的，但有的却需要悟性，将悟性转变
成为方法，就像今天所学到的合理布局。
“煤炭行业是个高危行业，在漆黑的井下
巷道里，用一颗‘安全有方’的悟性之心，
时时刻刻警惕危险和隐患， 及时排除并
杜绝，才能确保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才
能确保煤矿长治久安。 ”

（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冀中股份新三矿）

■甘武进

“二月的高原还有些寒意， 但已经是百花
盛开了。 在万花丛中 ，马缨花最显眼 、最鲜
艳、最迷人。”在《花木间的智慧：民族植物学
自然笔记 》这本书中 ，作者说 ，在考察路上 ，
随时都能听到马缨花和马缨花节的故事。 为
了纪念勤劳勇敢 、美丽 、善良的彝族姑娘咪
依鲁 ，每逢农历二月初八 ，彝族百姓都要举
行马缨花节 ， 彝族同胞以花的名义过节 ，高
原人民因花相聚。 作为云南彝族的一个重要
文化符号 ， 这个节日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 至今繁茂的古茶花和漫山遍野的马缨
花，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发现很多植物具有利用价值，他们总结、积累
了关于这些植物的知识，并代代相传，汇集成
许多蕴藏丰富传统植物学的知识宝库。 《花木
间的智慧：民族植物学自然笔记》就是民族植

物学家龙春林的科普作品集， 它以西南地区
十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
依赖的植物资源为切入点 ， 融会民族植物
学 、博物学 、民族生态学 、植物资源学等学
科， 讲述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各类植物资源认
知、识别、命名、用途、用法、保护、传承的传统
知识，为我们揭开了民族地区植物生存发展的
科学秘密，以及少数民族同胞与植物相生相伴
的人文故事。

春天吃花宴是傣族的传统习俗。 凉拌攀
枝花 、烩石榴花……一餐十几道菜 ，每道菜
的食材都以鲜花为主 。 在泼水节 ，傣族家家
户户都要吃一种由石梓花和糯米做成的吉
庆粑粑。 这是一道经典的甜食 ，刚出锅的鲜
花、糯米、芭蕉叶的清香巧妙融合在一起 ，口
感绵软，但又有嚼劲，冷食更香甜可口。傣族
群众称其为“毫糯索”，“糯索”正是傣语对云
南石梓花的称呼 。 据说很多年以前 ，西双版
纳的罗梭江畔生长着云南石梓 ，每到花开的

季节 ，江面上就漂满了金黄的花 ，当地人就
给这条江取名糯索江 ，后来才慢慢叫成了罗
梭江。

纳西族重文化、识礼仪、淳厚质朴，在数千
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是兄弟”的
环境伦理观念。去过丽江旅游的人应该都品尝
过纳西族的特色小吃———鸡豆凉粉，但却不知
道食材的来源。 对此，《花木间的智慧：民族植
物学自然笔记》这样描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白沙乡，平均海拔高达 2500 米，再加上土地多
为沙地，土壤贫瘠，保水能力差，很多粮食作物
根本无法生长。而恰恰这样的环境与耐寒耐旱
的鸡豆一拍即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为
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

每年端午节，各种病邪毒虫最为活跃。 为
驱虫辟邪， 瑶族百姓很早就通过药浴保健养
生，瑶族当地也广泛流传一句民谣：“若要长生
不老，天天洗个药水澡。 ”瑶族药浴由来已久，
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治
婴儿病痫的药流浴方。古人用草药煎汤沐浴洁
身，体现了中医的辨证施治原则。据统计，瑶族
使用药浴植物已有上百种， 药方大致 328 种，
主治 47 种疾病。随着瑶浴名声日益扩大，其悠
久的历史、神奇的功效，也引起了中外医药界
的广泛重视和认可。

书中的故事和内容，全部源自龙春林和团
队的多年实地调查和研究。他们将植物学知识
和民族文化有机联系起来，通过朴实无华的文
字和生动的田野写实娓娓道来，让蕴藏在民众
中的聪明智慧充分释放， 并且用公众易于接
受、生动而有趣的方式进行科普，呼吁和倡导
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工作中来。

这本专著图文并茂、生动翔实，尤其是贯
穿于全书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
学理念，为科普创作和科普宣传提供了有益的
探索和路径，也为读者认知大自然、感受不同
生命方式开启了一扇窗。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视频“找茬” 安全有方

植物蕴含人文叙事
———读《花木间的智慧：民族植物学自然笔记》有感

百百味味

■王国梁

父亲是农民，多年与土地打交道，对指引
农事的二十四节气感情颇深。 对他而言，每个
节气都是一个色彩不同的节日。

大暑是一年中最酷热难耐的时候，父亲
却很开心：“热怕啥？ 天热有瓜果可以吃，可
以享口福！ ”后来在老舍先生的文章中读到
“最热的时节，也是口福最深的时节”时，我
才发现， 父亲与老舍先生的感受竟是一样
的———季节用炎热考验我们的同时 ，也会
赐予口福 。 不过 ， 父亲是种瓜种果的农
民， 他那份口福， 需要付出加倍的汗水 。
热浪翻滚时 ，他要在田里收拾瓜园 ，在桃
园里打理果树，有时在最热的午后，他以做
饭为借口打发母亲和我们回家，自己留在瓜
园和果园里忙碌。

我们都明白， 每一个西瓜、 每一个桃
子， 都凝聚着父亲的汗水， 但他从不觉得
苦，尤其到了大暑这天，还会兴高采烈组织
全家吃 “瓜果宴”。 父亲的大暑瓜果宴，有
对暑热的对抗，有对节气的生动解读，也有
收获的欣喜，更有对家人和自己的奖赏。所

以，我们姐弟从小就知道，最热的大暑并不
是那么令人讨厌， 反而充满了温情甜蜜和
快乐幸福的味道。

园子里的瓜果，是父亲用辛勤劳作换来
的。 选种、育苗、成长、开花、结果，这个漫长
的过程，他全程参与，所以果实成熟后，他最
开心。 这几年的大暑瓜果宴，父亲一改往日
只吃小果子的习惯，
选择长得最大最好
的瓜果来品尝。 尤其
每次捧起一个大西
瓜，他都会满足且得
意地说：“瞧瞧这瓜，
长得多好！ ”

西瓜 、 甜瓜 、黄
瓜 、桃子 ，父亲的园
子里应有尽有。 他将
西瓜切成一瓣一瓣，
摆在雪白的瓷盘里，
红艳艳的西瓜，就像
一朵盛开的花。 等一
桌好看的瓜果宴摆
好 ，红的鲜艳 ，绿的

水灵，看着都要流口水。父亲一句“开吃喽”，
我们便拿起自己喜欢的瓜果，尽情享受。 我
一边吃，一边说：“爸，你种的瓜果特别甜，真
好吃！ 我在华子家吃过西瓜，他家的西瓜不
如咱家的甜！ ”姐姐跟了一句：“爸爸种的桃
子最好吃，咬一口桃汁就流到手上了，吸溜
一下都是甜的！ ”母亲笑笑：“那当然，你爸
是种地的好手，不管种啥，都是咱村的头一
份！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当年生产队队长
说的！ ”母亲的语气里都是欣赏，父亲听了，
哈哈大笑起来。

大暑天热，吃着父亲的瓜果宴，我们的心
中一片清凉。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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