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熏风拂面，万木葱茏，气温一天比一
天热。时令这位好客的主人，刚把小满送
出门外，芒种就急不可耐地跨入了仲夏的
门槛。

6月5日，芒种，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
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也是“三夏”
（夏收、夏种、夏管）期间，农事色彩最为
浓郁的一个重要农时节气。“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
此时，小满已过，夏至未至，我国黄淮流域
进入农业生产活动最繁忙的季节。农谚说

“芒种三天见麦茬”，过了芒种，就要开镰收
麦了。乡间关于芒种节气的农谚，就像藏在
草丛里的小野瓜，掂起藤就是一串，“芒种
芒种，抢收抢种”“芒种忙两头，忙收又忙
种”“芒种芒种，全家出动”。

夏季的六个节气中，芒种最富有诗
意，文学味道也最浓。台湾已故散文家林
清玄在《六月芒种》中写道：“芒种，是多
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
承担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
下的阳光，也是芒种。”宋代诗人陆游在

《时雨》一诗中写道：时雨及芒种，四野皆
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芒种”一词最早的出处来自 《周
礼》，“芒”，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

“种”是指谷黍类作物播种的节令，“芒
种”二字谐音“忙种”，表明此时正是农人
播种、下地最为繁忙的时候。乡谚说：芒
种忙，麦上场。意思是说，有芒的麦子快
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仲夏时节正式开
始。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云：“五月
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
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
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正是播
种最忙的季节，故又称“芒种”。春争日，
夏争时，“争时”即指这个时节的收种农
忙，故而民间把“芒种”称为“忙种”，可
谓是恰如其分。

我国古代把芒种分为三候，唐代诗人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芒种五月节》一诗，
生动描摹了芒种时节的物候现象：“芒种看
今日，螳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安鳥鸟往
来声。渌沼莲花放，炎风暑雨情。相逢问
蚕麦，幸得称人情。”一候螳螂生：螳螂于
上一年深秋产卵，一壳百子，到芒种时
节，小螳螂感应到了此时阴气渐强而破壳
而出。“蝉响螳螂急，鱼深翡翠闲”，螳螂
是饮风食露的草虫，捕蝉而食，故又名杀
虫；因其飞捷如马，又叫天马；因其前二
足如斧，也叫斧虫。二侯鵙始鸣：鵙是指
伯劳鸟，一种小型猛禽，也就是“劳燕分

飞”的劳，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
现，并且感阴而鸣。它的鸣声局促尖锐，
声声是别春之离愁。当然，伯劳初啭月微
明，亦是仲夏夜寻梦的美丽诗意。三候反
舌无声：与伯劳鸟相反，反舌是一种能够
学习其他鸟鸣叫的鸟，此时它却因感应到
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另外一些雀
鸟此时也不再发声鸣叫。

因芒种节气交近农历五月间，故又称
“芒种五月节”，在古代，民间多在芒种日
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位，同时
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
会。南朝梁代崔灵思在《三礼义宗》中记
载：“五月芒种为节者，言时可以种有芒之
谷，故以芒种为名，芒种节举行祭奠花神
之会。”古人讲究善始善终，农历二月二花
朝节上迎花神，农历五月芒种节上送花神
归位，花朝为始，芒种为终，一迎一送，
有去有来，离而不伤，风雅之至。迎花神
很隆重，要插花簪花，蒸百花糕，酿百花
酒。送花神也很热闹，《红楼梦》第二十七
回这样描述大观园饯行花神的情景：“至次
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
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
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言芒种一
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

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
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
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
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
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
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
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
尽。”

“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在南
方，芒种时节梅子成熟，民间广泛流传着

“煮梅”的食俗。芒种煮梅，解渴消夏，实
乃一件快事和雅事。芒种煮梅习俗，据说
开始于夏朝，由于梅子又酸又涩，难以直
接入口，于是民间创造出了多种煮梅之
法，让人大饱口福。三国时，“青梅煮酒论
英雄”和“望梅止渴”的典故广为人知，
梅也因此被赋予了特别的文化内涵。所谓

“青梅煮酒”，其实就是将青梅置于黄酒中
加热，等到青梅略微变色，趁着热乎劲儿
饮上一口，梅子的酸甜借着黄酒的醇香荡
漾开去，令人心旷神怡，齿颊留香。宋代
诗人谢逸有一首《望江南》的诗，里面对

“青梅煮酒”的描述可谓生动传神：“谩摘
青梅尝煮酒，旋煎白雪试新茶”。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
委会）

芒 种 忙 ， 麦 上 场
□□ 梁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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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骄阳似火。许多商店门口摆着
一个大冰柜，里面有冰激凌、果汁露、可
乐、凉茶、矿泉水等饮料，便宜、实惠而
得到小朋友们喜爱的莫过于冰棒，许多大
人也喜欢吃它。块儿八毛的就可以买到一
支。放在嘴里慢慢地含化，会觉得凉爽甜
润，止渴生津，去暑除热。

冰棒又名冰棍、棒冰、冰糕。其制作
方法比较简单，一般是选择水、糖、果
汁、牛奶、食用色素和香料等混合搅拌在
一起，放入模具中，并在中央插入把柄冷
冻成冰块经扣出包装而成。也有的是在冰
棒快要成型时，在上面淋上溶化的奶油或
巧克力覆盖在表面使其凝固，以增加冰棒
的口感。还有的加入熟制的绿豆、红豆、
山楂等食材，制作成绿豆冰棒、红豆冰
棒、山楂冰棒等，形状多为长方形和圆柱
形。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冰棒最盛行
的时期。每逢夏秋之际，会有许多小贩
骑着自行车或背着冰棒箱子走街串巷叫
卖。如有人买冰棒，便打开箱子，掀开
里面的“小棉被”，将冰棒迅速地取出来
买卖成交。一天下来，收入是可观的。
但遇到天气转凉，冰棒卖不完，得送到
冰棒批发点贮存起来，否则过了一夜冰
棒溶化掉了，会亏本的。那个时候，企

事业单位防暑降温福利有相当一部分以
冰棒代替，一人有工作，全家享受。甚
至有些手头拮据的人家，领回的冰棒舍
不得吃，拿去变卖几个钱作为生活补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冰箱的普
及，到了90年代，许多人经常批发几十支
冰棒囤积在家里，随时随地从冰箱里取出
来大快朵颐。一些能干的主妇宅男，利用

冰箱冷冻室，还自己制作冰棒，甜香味
的、水果味的、奶油味的、巧克力味的随
人所欲，丰富多彩。

网上传言，冰棒是一个叫弗兰克·埃珀
森的美国人发明的。1905年，他还只是一
个11岁的孩子，一天和大人一起用搅拌棒
调制一种甜饮料，没想到做到一半就遗忘
在门外的走廊上。第二天清晨，埃珀森发
现饮料已被寒冷的天气冻成了固体，而搅
拌棒还竖直地插在上面。他好奇地拿着木
棒舔了舔上面的冰，发现味道好极了。由
此得到启示，于 1923 年制作成功了冰棒，
并申请了“冻在棒子上的冰”专利，正式
作为商业产品出售。

其实，最早发明冰棒的是中国人。《诗
经·七月》云：“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
纳于凌阴。”表明远在周代，人们就在隆冬
季节凿取冰块，储藏在冰窖里供夏天饮
用。当时王室里还专门设有取冰用冰的官
员，称为“凌人”。《周礼·天官》 记载：

“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
凌”，并说到了第二年春天，才将冰放入鉴
中。鉴是古代的一种藏冰青铜器，在出土
的战国文物中就有此物，形状有点像方
鼎，内有巧妙的机械装置，中央设有一
壶，可以放酒或其他食物，壶能翻转，冰
就藏在里面。

迨至唐代，冰制品开始增多，每当炎
夏，皇帝常将宫廷里制作的冰块赐给臣子
们。白居易的《谢恩赐冰状》云：“今日奉
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
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市
场亦有许多卖冰者，记述唐朝时事的《唐
摭言》载：“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
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
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
散。”

清朝时期，中国的制冰业已相当普
及。尤其是北京城，每逢夏季，许多店铺
都有冰制品出售，沿街叫卖冰制品的比比
皆是。《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暑伏以
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
得硕亭的 《草珠一串》 也记载：“儿童门
外喊冰核，莲子桃仁酒正沽。”许多学者
考证，这“冰胡儿”和“冰核”即是冰
棒，只是称呼的不同。一些诗人骚客还写
下了吟咏冰棒的佳句。如杨静亭的《都门
杂咏》：“新搏江米截如肪，制出凉糕适口
凉”、杨米人的 《都门竹枝词》：“卖酪人
来冷透牙”等。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制冰
设备的推广，冰棒生产已成为中国的一大
冷饮业，仅上海就有多家生产冰棒的工
厂。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冰 棒 的 发 源 地 是 中 国
□□ 谈宜斌

5月14日，在著名作
家叶永烈逝世一周年之
际，“中国科幻经典重释
及当下开发——叶永烈
经典科幻作品研讨”学
术 沙 龙 活 动 在 北 京 举
办。活动之前，主办方
发 给 我 的 活 动 主 持 稿
里，还在“自由交流时
间”里给我安排了发言
时 间 。 见 此 ， 除 了 感
谢，似乎还有一种“意
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感觉……

“意料之外”是因为
从 1981 年到现在的 40 年
间，我虽然每年都在媒
体上发表或长或短的文
章，却从来不敢试笔科
幻创作。对于我来说，
科幻创作“心中有，笔
下无”。可是，沙龙活动
主办方有朋友知道我是

“科幻迷”，是叶永烈作
品的忠实读者，还对叶
永烈科幻作品中的食品
药品做过一些研究。这
样，我能置身这个沙龙
活动，好像也在“情理
之中”了。

“科幻作品必须要有
‘科学’，它的幻想内容
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是 符 合 科 学 发 展 规 律
的，因而它是科学的幻
想。”这是叶永烈科幻创
作的经验之谈。他既研
究食品又研究药品还研
究食养食疗，以此作为
创作素材，科普科幻并
驾齐驱。

在记录 1983 年举办
的 首 届 全 国 烹 饪 大 赛
时，叶永烈详写“酒锅
元鱼”这道菜“白菊花
可 以 入 药 ， 也 可 以 入
菜”：元鱼，也称甲鱼，
通常的制法是清炖、红
烧，而大赛中夺得冠军
的烹饪大师刘敬贤却独
创酒锅元鱼，最叫人惊
讶的是，当酒锅鼎沸，
上桌之前，他往锅里放
了几瓣白菊花！对此，
他既能说出烹饪之理，
又能讲解中医之道：“元
鱼是大补之物，配以白
菊 花 ， 既 能 去 腥 、 解
腻、清香，更加可口，
又能明目、清脑、去头
风，有助健康。”

在写药膳原料的科
普文章时，叶永烈先做
好研读中医药原著的功
课，学以致用。比如，
蔬菜通常是绿色的，而
紫菜却是紫色的。叶永
烈写紫菜之“紫”：“由
于它含有藻红素与藻蓝素。红蓝相混成为
紫色。不过，它也含叶绿素，只不过是绿
色被紫色‘喧宾夺主’遮住了。”他接着写
紫菜不一样的身世：“紫菜不是从土壤中生
长出来的，而来自海生藻类植物，海洋才
是紫菜的故乡。”他还这样向读者介绍紫菜
食养食疗的功效：“明朝的 《本草纲目》 里
曾记载过紫菜的药用价值‘主治热气烦’，
曾建议‘凡瘦结积块之疾，宜常食紫菜’。”

同样，在正确认识药膳原料，引导科学
消费，避免走入误区时，叶永烈以人参为
例：从 2000 年前汉末的 《神农本草经》 写
到元朝的 《名医别录》，再写到人参的最新
研究成果，再客观地介绍：“人参是一种补
品，它的药效可以从廉价药物中得到可靠
的代用品。比如，人参的开胃作用可由黄
连 代 替 ， 人 参 的 利 尿 作 用 可 由 车 前 子 代
替。”随后，叶永烈这样宣传正确用药知
识：“人参固然昂贵，这主要是由于它比较
稀少的缘故，‘物以稀为贵’，然而，药物
并 不 是 越 贵 越 好 ， 而 是 看 是 否 ‘ 对 症 下
药’。”

研读叶永烈创作的食品药品科普作品，
更有助于学习和体会叶永烈科幻创作的宝
贵经验：科幻作品里的“科学”，不一定是
一些具体科学知识的介绍，也可以是对科
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弘扬，也
可以是具有超前意识的科学预言。

叶永烈 1961 年创作的 《小灵通漫游未
来》，不仅取名于这个书名的“小灵通”手机
用户将近一亿，而且这本书里的科学幻想也
已经有20多项成为现实的存在，其中就有食
品里的人造肉，还有西瓜、苹果、橘子等瓜
果“非常地大”……

在我看来，叶永烈也是一个十足的“中
医粉”，就连对未来住房的畅想，他也是从中
医药行业找来最恰当的比喻：人们建造大
楼，只造钢梁框架和轨道，一个个装修好的
房间，可以像抽斗似的推进去。在一个地方
住厌了，可以把“抽斗”用巨大的卡车运到
别处，塞进其他大楼的框架。于是，人们交
换住房，如同在中药铺里把“抽斗”互换位
置而已。

叶永烈曾为我的报告文学集 《粮食行业
漫步》（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年） 撰写序
言，还曾给我寄赠他的新著。对于我来说，
叶永烈是没有举行拜师仪式的师傅，是不需
引见和安排的导师，是我人生路上的楷模。
谨以此文表达对叶老师的感恩和纪念。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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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健康卫士的桑，可谓一身是
宝。春时的桑叶，不仅蚕吃了长得胖，而
且人吃了有营养。其后所结穗壮果实桑
葚，更是药食兼优。街边常看到卖桑葚
的，黑红黑红的，味甜汁多，甚是诱人。
虽然桑葚不太起眼，没有大路水果那样艳
丽诱人，但其营养和保健价值则为诸多水
果所不及。

桑 葚 既 是 初 夏 佳 果 ， 又 是 治 病 良
药。其品种有黑白之分，以颜色紫黑称
为紫椹、黑椹者为多。作为“黑色食
品”中的佼佼者，桑葚可入肝肾经，具
有补肝益肾、滋阴养血的功效，临床上
常用于肝肾阴血亏虚所致的头晕、目
眩、耳鸣、失眠、盗汗、须发早白以及
肠燥便秘、消渴、贫血等病症的治疗。
中医认为，妇女以肝肾为本，阴血为
根，桑葚堪称妇女养生保健佳品。近年
研究表明，100%的桑葚煎液中有中度激
发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常食能增强人
体免疫力，延缓衰老。

作为水果，桑葚极富营养，其中的
脂肪每百克鲜桑葚含 0.4 克，干桑葚高达

6.1 克。桑葚的脂肪酸主要为亚油酸，属
于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不能合成，只
能靠食物供给，对人体具有重要生理功
效，故被称为必需脂肪酸。桑葚的另一

营养 优 势 是 其 中 的 无 机 盐 ， 干 果 尤 其
突 出 ， 堪 称 高 元 素 食 品 ， 如 钙 、 磷 、
锰 、 铁 、 锌 、 硒 等 ， 不 仅 诸 多 干 果 ，
就 连 许 多 高 营 养 食 品 都 无 法 与 之 媲

美。此外，桑葚中还含有不同量的葡
萄糖、果糖、柠檬酸、鞣酸、苹果酸
及丰富的维生素。

桑葚属繁花果类，肉厚多汁，除鲜食
之外，要想长期保存，须进行加工。最简
单的方法即是蒸后晒干，做成桑葚干。也
可以制成桑葚蜜饯。若用洗净桑葚煎煮后
取汁，加入蜂蜜，调熬浓缩至稠，即为食
补食疗佳品桑葚膏。另外，还可用桑葚绞
取汁熬烧酒，或以桑果煎汁，与曲米同
酿，制成桑葚酒饮服。

桑葚虽然好吃，但是也并非百无禁
忌，正确食用才不至于引起不适。桑葚
吃得太多的话，对于我们的肠胃是有刺
激的，特别是本身肠胃就虚弱的人，吃
多了之后会有腹泻或者过敏的情况发
生。脾虚便溏者亦不宜多吃桑葚，否则
会加重腹泻的症状。桑葚属于比较寒凉
的食物，所以不适合身体寒凉的人吃，
否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身体的寒气会
更加厉害。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桑 葚 好 吃 ， 并 非 百 无 禁 忌
□□ 宁蔚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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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区种植基地，大棚里“钢铁侠”
“北农 13”等番茄长势正旺，绿色果实油
亮饱满；大棚外，甬路上百余米长的展示
桌上，摆放着数十种蔬果，有绿色鲜嫩的

“孚耕306”“德亚DV25”等黄瓜，有多姿
多彩的“京采8”“北农飓风”“8089”“玉
金香”“小黄柿子”等番茄，有“舞者”

“黄门”“白富美”等辣椒，有“海丰长茄
3 号”“苏茄 11 号”“苏茄 2021”等茄子，
有“京彩一号”“瓜之宝”“L600”等红
瓤、黄瓤的瓜类……5月26日，在北京通
州国际种业园区，参观 2021 年第十届北
京现代种业博览会的张女士对科普时报记
者说：“西瓜真好吃，尤其是京彩一号，
汁多味甜，爽口，老少咸宜，颜值还高，
吃完特别爽！”

记者了解到，本届博览会以“发展农
业领域高精尖，建设种业创新示范区”为
主题，以提升北京现代种业发展活力和影
响力为目标，350 余家近 5000 个名、特、
优、新的果蔬花卉品种集中亮相，全方位
展示农作物种业新品种、新技术。

今年的北京现代种业博览会有两个特
点，一是以“高”建立新标准：展示品种
档次高，送展品种门槛高，参展企业实力
高，种植技术含量高，各界关注实效高，
被誉为农业品种风向标；另一个是从“房
间”搬到了“地头”，开启了云直播。活
动期间，可通过田间展示观摩+科普宣
传+现场品鉴+市民互动等方式，为行业
专家和广大市民提供别样的农业科技体
验。

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参展人
员拿着一个组培瓶苗对记者说：“我们公司
主要是从事航天工程育种技术的研发、新
品种选育、成果推广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科
技公司，已经自主建立了30多种、100多个
品种的植物组培快繁技术体系，实现了优
质种苗的产业化生产；收集了以珍稀野生
林木、花卉、中草药资源为主的种质资源
100余份，建立了种质资源库保存。”

博览会为全国各地的农业良种良法推
广提供了广泛经验和方案。以高标准田间
展示为平台、数字农业科技为核心，通过
田间展示观摩+科普宣传+现场品鉴+市民
互动等方式的创新融合办展模式，以提升
北京现代种业发展活力和影响力为目标，
全方位展示农作物种业新品种、新技术。

来种业博览会体来种业博览会体验别样的农业验别样的农业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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