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百 味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古 月版4
2024年5月22日 星期三

□□王雄文王雄文

走 进 交 大 西 迁 博 物 馆

初夏的一天，我专程来到交大西迁博物
馆，在此学习领悟交大人“胸怀大局、无私奉
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交大西迁博物馆位于西安交大南门内侧，
这是一座坐东向西的四层小楼，建筑面积3760
平方米，外部装饰简洁明快，墙上“陕西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青少年教育基地”等牌子
熠熠生辉。我来时，已有一批年轻人正陆续进入。

走进一层大厅，迎面是一个巨大的书籍造
型，有一米多高，上面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给
西安交大老教授的回信，背景墙上是交大西迁
时，火车奔驰，教职工们群情振奋，向科学进
军，建设大西北的浮雕。在这个大厅里，2020
年 4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西迁老教
授，祝愿他们身体安康、家庭幸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的
号召，从上海迁至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二层
和三层展厅，充分展现了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
和辉煌成就。交通大学是一所有着128年历史

的老校，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先河，学校高擎
工业救国的旗帜，率先在路、邮、电、船领域建立
专科，进而向工科大学推进，1921年正式定名为
交通大学。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毕业于此，
这里陈列着他24岁时在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四年
级学习时的奖状、最优成绩单、毕业证书等。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交大校园里流传
着三句感人至深的口号。第一句是“党的决定
就是我们的行动”；第二句是“党让我们去哪
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第三句是“哪里
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每个西迁人
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在他们看来，祖国的利
益高于一切，只有把个人的利益融入祖国这个
大家庭里，才是最光荣的。

小小博物馆，西迁大境界。博物馆里2000
多件珍贵的照片、手稿、讲义、实物资料，反映
了百年交大深厚的历史底蕴，凝聚成“弘扬爱
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主题。这里
记载了交大西迁后创造的许多个“第一”：他们

设计和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研
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发明了我
国第一台涡流式测振仪；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
JTR-1型教学机器人。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第
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扫描制式转换
及视频处理芯片也出自他们之手。

交大西迁 60多年来，累计培养了 30万名
毕业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如今他们广
泛分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培养了 30多位院
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奠定了西部工业发
展必需的高等教育基础，坚定地传承履行着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历史使命。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中午是时分，阳光洒

在校园的花木上显得格外亮丽。交大西迁人
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无怨无悔，为国奉献的精
神恰似一束阳光照进我的胸怀。西迁精神不
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已成为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中光芒万丈的一段，成为我们奋
进新时代的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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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乡 槐 花 情家 乡 槐 花 情
□□清泉东风清泉东风

周末又回了一次老家。
每次回家乡的心情特别好，路边一年四季变换的

景色也变得很宜人。一路上，路边不时有晶莹欲滴、
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槐花树掠过，叶子还没长出多少，
洁白的槐花倒是挂满了弯了腰的枝头。

到了家才知道，家乡的张家山森林公园正在举行
槐花节，又是一年槐花香，张家山万亩槐花陆续开
放。活动期间，人们除了可以赏景、骑游，还可以去
采摘槐花、吃槐花宴、品购家乡的土特产，也有为活
动助力的社火、广场舞、戏曲、鼓乐队等文化表演，更
有点经济头脑者在新鲜的槐花上做文章，塑封好利
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让人们着实在品味原生态槐
花美食的同时，也能沉浸于家乡这片具有历史沉淀
地域独特的魅力。

张家山风景旅游区是在原张家山林场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它位于蒲城、铜川交界处的高阳镇西南约
5公里处，属太白山系。随着乡村振兴和环境生态文
明建设的深入，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家乡依托张家山林场自然资源，建立了张家
山风景旅游区，让人最值得称赞的便是这万亩的野
生槐花树，每逢初夏这里槐香飘逸，香气会飘落在整
个村庄院落，会渗透到所有休闲者的身上，家家户户
都飘散着这种特有的香气。顺着绵延的山路望去，
弯弯曲曲起伏的山沟里，到处都缠绕着绿色，深绿、
墨绿、翠绿、浅绿、嫩绿，层层叠叠，美到极致。每年
四五月间，漫山遍野的槐花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也
吸引着诸多“甜蜜事业”的旅人，乡村秀岭间，随处可
见蜂农们忙碌的身影。

小时候，每年在春夏之际，粮食紧张，野菜、苜蓿、
槐花经常是我们桌上餐，缺油少面的时代，是槐花相
伴着我们度过了那一个个难熬的季节。辛勤的母亲
会变着法子，用槐花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让我
现在再提起也余味不断。

再谈家乡的槐花，勾起我曾走过的艰难岁月，犹
如印在心里永恒的记忆。现如今，槐花既是春夏之交
季节的景色，也是原生态城市和乡村餐桌上的美味。
时光荏苒，一晃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父母也已不在
人世。家乡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漫步在
早已走出去的那个村庄，淹埋在岁月中断断续续的美
好时光，成了自己写作的素材和源泉。也念这年年美
好的季节，品尝着纯真的香味，如家乡年年都绽放的
槐花，时刻温暖着我对家乡的一片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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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山 黎 明华 山 黎 明
和韩班长到达

西峰索道的时候，已
是早上九点多，昏暗

的山洞吞吐着络绎不绝的游人，排队的游客
们面容疲惫却满载成就感，仿佛是刚经历一
场英勇战役的战士，在华山之巅完成了属于
他们的壮丽征程。

吱吱呀呀的缆车犹如时光机器，挣脱了
洞口的阴郁，将我们这两个尚未从黎明的亢
奋中走出的旅人，缓缓带向了白昼。我俩一
踏入缆车，便不约而同地半躺下来，心中的
情绪纷繁复杂，既有实现目标后的满足，亦
有整夜攀登的筋疲力尽。

就在缆车冲破昏暗、沐浴阳光的一刹那，
华山的真面目赫然展现在眼前。硕大的石体
直插云端，千仞如削的岩壁色泽青白如洗、
光滑洁净，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石缝
里挣扎出的崖柏钟秀神奇，恰似一幅着色浓
重的青绿山水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那些昨
晚我们摸黑攀爬过的陡峭石阶，那些被淡漠
月色掩藏的怪石嶙峋，此刻都变得清晰可
辨，这才是天下险绝的华山。

其实，我多次在疾驰的列车窗口凝望这
片崇山峻岭，每当念及“西岳峥嵘何壮哉，黄
河如丝天际来”这句诗，总有一种未曾登顶
即是对壮美山河之景的亏欠。遗憾的是每次
经过都是匆匆一瞥，未能亲身体验华山的磅
礴气势，遗憾之余心存不甘。

昨夜十点多，韩班长临时起意，提议登顶
华山之巅观赏日出，我立刻欣然响应，正好填
补心中那份欠缺。夜色中的华山被星月萦绕，
一片漆黑的帷幕将整座高山包裹得严严实实，
雄厚的华山在这样的氛围中更显庄重肃穆。

夜路昏暗，路灯微弱的光芒在黑暗中划
开一道微弱的光束，投射在被无数鞋底磨砺
得光滑且沧桑的石阶上，每一步踏在上面，
都像是与华山的灵魂对话，感受到其森严与
决绝。沿蜿蜒阶梯攀缘而上，途经千尺幢、
百尺峡和老君犁沟，这几处天险在月色下更
为峻峭惊心。“犁险于幢，幢险而犁突。”石阶
嵌入崖壁之中，垂直而立，须挽铁索而上，头
顶是繁星点点，脚下是悬崖峭壁，如临深渊，
当真是进退维谷，上下求索。

因为急于前往东峰欣赏日出，所以我们
一心向上，匆匆到达北峰，在华山论剑的石
刻旁合照留念便直奔观日台而去。原以为天
险已经悉数闯过，却不料宛如巨龙脊背的苍
龙岭兀地出现在眼前，悬崖峭壁如刀劈斧
削，绝壑千尺，若不是夜色深重无法窥见全
貌，当下我也是要如韩愈一般，坐地涕泣，脚
软投书。不知复行多少步，我们终于在凌晨
四点多站立在了东峰之巅，凛冽的山风穿林
而过，透着刺骨的寒意。我们挤进了观看日
出的人群，坐在石头上开始了漫长等待。

心跳不止，双腿颤抖，我和韩班长感叹着
来路的艰险，不禁回忆起了我们的军营岁

月，想起那场极端艰苦的夜间拉练。那时攀
爬的山，没有华山的秀美风光，却有着比刀
锋更凌厉的挑战。我们在荒山密林间穿行，
荆棘划破了手臂，汗水湿透衣衫，寒冷贴身
如冰；手指僵硬，脸被风刮得红肿，沉重的枪
和装具一次次把我拉入绝望。那时的身边也
是韩班长，我们相互搀扶，相互鼓励，一路跋
山涉水，跨过沟壑，攀爬岩石。那个汗水与
泥土交织的夜晚，是疼痛与坚韧共舞的夜
晚，更是友情与信任升华的夜晚。那些共同
熬过的艰辛时刻，化作了战友之间无形的纽
带，让友谊在苦难中淬炼得更为坚固。同样

的攀爬，同样的挑战，只不过那次是在部队，
这次是在华山。

如今，我俩并肩立于华山之巅，当曙光初
现，华山诸峰沐浴在温暖的朝阳之中，我们
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眼前的壮丽景色与内
心激荡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我和韩班长相视
一笑，无需多言，心怀对华山峻岭的敬畏，对
披星戴月攀爬历程的自豪，对军营岁月共同
奋斗的缅怀，以及对未来人生新篇章的期
许。日出东方，不仅照亮了华山的雄浑轮
廓，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这份共同的
经历，如华山般屹立不倒，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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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家
具，八仙桌正方
形的桌面，每边
可坐二人，四边围
坐八人（犹如八
仙），故民间雅称
八仙桌。从前在
我的家乡，八仙桌
平日里放在祭祖
用的条桌下面，吃
年夜饭、招待客
人 才 摆 放 在 堂
屋，配四条长凳
子。家里人平时
吃饭则用小桌子
和板凳，或是坐
在门墩、小凳上，
也有干脆蹲在地
上，照样吃得有
滋有味。

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渭河北岸，
那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乡民。他们大多在土里刨食
一辈子，就像我九十岁的老娘，没出
过远门，传承敬天敬地感恩祖宗的习
俗。八仙桌摆在祭桌下，春节的仪式
感隆重，必须在祭桌和八仙桌上完
成。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早晚都要祭
祖，先在祭桌上点燃蜡烛、焚香，然后
在八仙桌上摆上饭菜，作揖、磕头、祈
祷，感恩过去一年苍天保佑，期待新
的一年平安幸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八仙桌上的黑
色油漆就大部分脱落，但桌面平整方
正，桌裙上是明式雕花，桌身沉重，几个
人才能抬起来。村里人婚丧嫁娶过大
事，八仙桌常常被借走，桌底上还写了
粉笔字标记，酒席完毕，就送还回来。

抬着八仙桌出门进门很不方便。
过去家里屋门窄小，宽大的八仙桌只
能放倒侧身，一个有经验的人在旁边
指挥，几个人小心翼翼抬着，先出两条
腿，慢慢转向，再出去两条腿。当年七
叔七婶结婚，我刚好与八仙桌一般高，
娘看席招待客人，我也跟着蹭饭吃。

每年正月，亲朋好友到来，我们待
客总要搬出八仙桌，请他们上座，敬茶，
敞开心扉说话，情感融洽。一般吃两顿
饭，早餐臊子面，面是“薄、筋、光”，汤是

“煎、稀、汪”，味是“酸、辣、香”。午餐是
七碟子八碗子的凉菜热菜，香气扑鼻，
小酒佐菜，八仙桌见证了春节的热闹繁
华和家庭的亲情与温馨。

八仙桌晚上也很忙碌。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公社电影放映队常到村
里来，八九十年代，村里人过红白事，
也放映电影。八仙桌被早早抬出去，
放映员选择好位置，把放映机轻轻放
到桌上，然后在桌子腿上用绳子绑牢
一根拴喇叭线的竹竿，挂上一个照明
电灯。紧接着把电唱机放到桌上，打
开盖子放唱片，大喇叭里便播放出悦
耳的歌声。孩子们兴奋地呼喊着穿过
大街小巷，大人们也陆续前来。夜幕
降临，电影开场，人们的脸庞在黑暗中
发出晶莹的光来，兴奋、紧张、喜悦，有
说有笑，其乐融融。

光阴如梭，岁月匆匆。长大成
人后的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村里的
劳动力大转移，不少进城打工的人
在县里市里买房定居。村里逢年待
客用的是有转盘的圆桌或是可以伸
缩的高档餐桌。过红白事有餐饮服
务队，所需用品一应俱全，电视、电
脑、手机淘汰了露天电影，我家的八
仙桌基本派不上用场了，在门房一
隅落满了灰尘。

寂寞的八仙桌，那些和它一样苍
老的缕缕木纹、块块污斑，静静地目
睹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容，
那么坦然，风轻云淡，花开花落，一年
又一年……

“她的心像月亮一样，永远很
净，充满诗性。”一位诗人这样评
价画家张臻。

翻阅《张臻的画集》，发现她
的山水画中多有月亮，或圆成弯，
或悬在山顶或挂在树梢，或晶莹
剔透或朦朦胧胧，都使得画面生
动饱满，仪态万千，令人回味无
穷。当然，这只是张臻画作的一
个特点。

认识张臻，是今年春天的友
人相聚。她漫步在苦楝树下，嗅
着清香的苦楝花，静静地望着头
顶上圆盘似的月亮。她说自己非
常喜欢这样的夜晚，因为花，因为
月亮，她希望在这样的夜晚一直走下去。

张臻是一位著名画家，曾任陕西省妇女书画协会
主席，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西安民族书画研究院副
院长，陕西省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曾经从事工
艺雕刻，成绩优秀，积累了丰富的创意和设计制作经
验，后转中国画创作，特别是进入中国画艺术研究院
学习，受李可染等大师言传身教，逐渐形成了清新简
妙、湛然淡远的风格，受到许多国画大家的称赞和广
大群众的欢迎。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研究室主
任、美术理论家、评论家水中天评论张臻的画：“单纯
自然，写来闲闲有趣，颇得古人之长。其中一些佳作，
确实有笔愈简而意愈长的韵味。”著名书画评论家李
彬认为：“张臻作画，看似粗疏的随意挥洒，实则处处
深藏着苦心经营。哪怕一笔一画，都包含着深邃的立
意和丰厚的含蕴。”“她的作品品种很少，品位很高。”

熟悉张臻的人都知道，张臻是一个酷爱读书、有
饱学的人，她认为画家的画就是个人的文学修养。为
了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张臻发奋读书，勤奋学习，中
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小说、散文、诗歌、随
笔、杂文，历史、地理、医学她都认真去学，尤其喜欢诗
歌，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雪
莱等诗人的诗歌，张臻可以随口朗诵。因为她有渊博
的知识和学问，所以她的画与众不同。

张臻的生活充满艰辛坎坷，但是在困难和挫折面
前，她一直乐观从容地面对。最不如意的时候，她唯
一的办法就是读自己喜欢的书，画自己热爱的画。有
月亮的夜晚，她依然会去赏月，坚守自己的纯净和诗
性。张臻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朗诵。为唱歌，她还用
心学了美声。这些困难和挫折不但没有击垮她，反而
磨炼了她的意志和精神，使她更加强大起来。阅读她
的画作梅兰菊竹，欣赏她的山水河流，都可以看到她
的画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阅读她的画也使人精神振
奋，昂扬向上。

有人问张臻如何画好中国，她的回答很简单：用
好中国的毛笔。她说外国的画就是用块和色彩来表
现，是光与色交相辉映的色彩感觉。中国画讲究的是
笔墨关系，关键是要处理好线条。张臻认为，凡·高的
画之所以画得好，是他的画里使用了中国线条，使他
的画有冲击力。创作中，张臻特别注重对外国画的学
习和使用，所以她的画作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譬
如她的获奖作品《晓风慢拂》《牡丹》《一篮春色》《朝
霞》《春风又吹的季节》等。

张臻很重视向别人学习，她坚持深入生活，到自
己认为最值得去的地方采风。她多次去新疆，她非常
喜欢胡杨，创作的《西部情怀》很受画界赞扬。她从美
国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创作了《美国民居》。张臻深入
生活，埋头创作，不怕苦、不怕累的做法已经成了她的
习惯。她觉得这样做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享受。

因为张臻的画，我和友人去采访了她，她讲了自
己学画、作画的故事。结束时已是下午太阳西斜的时
候。张臻送我们到小区外，道旁的苦楝花还在盛开
着。张臻说苦楝花很美，味道也很香，可惜没有月亮。

友人笑着说：“张老师，你就是月亮。”
是啊，张臻就是一轮圆月啊！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
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什
么，哭得好伤心。”史铁生在《奶奶的星星》一文
里这样写道，是奶奶给了他世界的最初印象和
童年的美好回忆。

回望生命之初，我关于童年的记忆，也多
是关于奶奶的。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心安。小时候父母在
外地上班，我跟奶奶住在韩城矿务局建安处的
一个简单温馨的小院儿内，有奶奶简单美味的
饭菜，有我银铃般的笑声，有童年的桩桩趣事，
小院承载了我最快乐温馨的童年，给了我亲情
的安心。长大后，我知道了“此心安处是吾
乡”，生命赠予我心安的，不就是孩提时和奶奶
一起的生活吗？小小的我好似奶奶的小尾巴，
奶奶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奶奶干什么我就干什
么。奶奶每每想起这些有趣的往事时，都说

“那时候都没有自己单独出去的时候，走哪跟
哪”。她虽然嘴里看似不停埋怨着我，脸上却
带着笑容，目光慈爱温柔，她的小小“埋怨”是

洋溢着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温暖。在童年的记忆

里，奶奶不仅像是灯塔一样伟岸的存在，更是
无所不能的超人化身。印象最深刻的是奶奶
包的饺子，半个手心那么大，塞满了奶奶的“爱
心”。一粥一饭是奶奶对孙辈真挚的爱，我不
爱吃菜，奶奶为了让我多吃菜，变着法子把各
种蔬菜包在饺子里，吃肉的同时，也吃下了蔬
菜。在奶奶的饺子里，那些蔬菜变得像糖果一
样好吃。奶奶的饺子是如“满汉全席”般存在
的盛宴，是童年最美味的供养，是亲情最温馨
最自然的传递和流动。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欢乐。那个时候没有
手机、没有网络，每天跟着奶奶择菜、捡豆子、

掰玉米……这些事情构成了我简单却欢乐的
童年，这些往事现在想来熠熠发光，成为回忆
里的珍珠。每当我玩累了、跑累了，便随时随
地坐下来歇着头靠在奶奶的膝前，奶奶永远
支撑着我，我时不时抬头问她累不累，奶奶总
是摸摸我的头，笑着说：“不累。”后来，从书本
里学到一个词叫“承欢膝下”，不就是描述的
这个画面吗？

四季轮回，岁月更迭，多少春夏秋冬转瞬
逝去，转眼间我就要离开小院儿去远方求学
了，那时我不知道上学意味着什么，只是懵懂
知道上学就意味着不能每天和奶奶待在一起
了。渐渐长大的我和奶奶的分离成了必然，但
与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却时常在我眼前闪现。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有奶奶的韩城。
三十年前，奶奶牵着蹦蹦跳跳的我，三十年后，
我牵着步履蹒跚的奶奶。曾经，奶奶用爱来陪
伴着我；如今，我也用更多的陪伴来爱奶奶……

对我来说，永远不变的，有奶奶的地方才
是家乡，是心安的、温暖的、欢乐的家乡！

葫芦谐音“福禄”，因外形圆润优美，用途
广泛，是增寿、降瑞、除邪、保佑子孙的吉祥物，
历来深受国人喜爱。

葫芦名称五花八门，有瓠、匏、壶、壶卢
等。据说最早由“壶”与“卢”两种盛酒器皿，与
葫芦形状和用途相似，所以人们将壶卢合二为
一起名葫芦。葫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植
物，种植历史悠久且地域广泛。

葫芦生长期呈青绿色，每年四五月份，葫芦
碧绿清脆，正是食用的最佳时节，有助于提高免
疫力。过去关中乃至西北农村，家家户户院墙
都爬满了绿油油的葫芦藤。从墙根攀缘而上，
整个院子显出勃勃生机。母亲采摘入馔，或凉

拌或清炒，一口下去，爽口清雅，似乎将初夏的
早热全都消减了。葫芦吃法多样，既可烧汤又
可做菜，还可以制成饮品，如葫芦茶、葫芦酒
等。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葫芦，今天才知道，葫
芦的苦味源于“苦素”。

《诗经·幽风·七月》载：“七月食瓜，八月断
壶。”到了八月，葫芦青皮泛黄，父亲将十几只
葫芦小心翼翼地剪下，均带着一搾长的葫芦
藤即“龙头”，然后把小葫芦用绳子绑好挂在
房檐下晾晒，以备留用或送人。大葫芦用菜
刀一分为二，掏净内瓤清洗干净，过上十天半
个月，等葫芦水分蒸发殆尽，一把纯天然的手
工水瓢便制成了。

葫芦外形多样，常见肚大嘴小。成熟后外
壳木质化，中空，经处理可作各种用途。李时
珍《本草纲目》载：“葫芦既可烹晒，又可为器。
大者可为瓮盎，小者可为瓢樽，为舟可以浮水，
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
其利溥矣。”

古时候名门大族多在家中中堂位置，放置
一只大葫芦，认为能化煞收邪、趋吉避凶。民
宅则在屋梁下悬挂葫芦，称为“顶梁”，认为可
吸收住宅阳气，能有效抑制不良气场，使家居
平安。讲究人家，用红绳串五个葫芦称“五福
临门”。现在有些地方仍流传旧俗，夫妻结婚
入洞房前，需持一劈两半的葫芦饮“合卺酒”，
意为夫妻百年后可合体，这“卺”便是葫芦的一

种。因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被人们视为
子孙万代的吉祥物。

人们钟爱葫芦，不仅因为它能蔓延，多果
实，符合人类繁衍子孙和多子多福的愿望，还
因为葫芦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葫芦味甘、性
寒，可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杀虫止痒、除烦止
泻，对胰蛋白酶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能起到降
糖效果。葫芦的蔓、须、花、叶、子、壳均可入
药，俗语说“葫芦虽小，浑身是宝”，而现在科研
人员正提取葫芦素，研究专门治疗肿瘤与癌细
胞的药物。古代医书则记载，葫芦可治麻疮、牙
齿松动，对各种疮尤其有效。《后汉书·费长房
传》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此
处“壶”即葫芦，是成语“悬壶济世”的来历，常
用来比喻医者救死扶伤的品德。后因药铺多
用葫芦分装药材，故“悬壶济世”又代指中医。

葫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街
上随处可见葫芦头、冰糖葫芦、油葫芦，这些都
是葫芦的人间烟火气。其实，越日常越使用才
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最好方式。葫芦还有广泛
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与之有关的日常用
语、成语、诗文很多。

秋季成熟时，满棚的葫芦品种繁多，有燕
脖葫芦、油锤葫芦、水滴葫芦等，不一而足，让
人目不暇接。而我徜徉葫芦架下，体味着“小
葫芦大肚量”的道理，似乎化身为七个葫芦娃，
给人们送去福禄和希望。

□□高晨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