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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描写兴安景色的诗，诗人以皇帝这一特殊身份通过描写大兴安岭的地形
地貌，节气，植被等，向人们展示了清朝辽阔的疆土。

“地脉连荒服，山形赴上陉。”“荒服”古“五服”之一，称离京师二千到二千五百里的
边远地方。兴安这个地方不但地势偏远，而且山势陡峭。山脉绵延到天边，如同天地
衔接，更似天然屏障。这两句是从地形地貌上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炎歊移月令，分野别星经。”“炎歊”的意思是暑热。古代人按天上星辰的位置，把
地面划分为十二个区域，叫分野。以后也用来指区分事物的范围、界限。这两句气候
方面描写兴安四季分明，节气交替有度。

“桦屋参覃白，松林断续青。”这里有桦树制作的房子，连绵不断一直向远处延伸，
看上去白白茫茫的一片。而松林也因山脉的起伏断断续续的呈现出绿色。

“云沙一万里，属国尽来庭。”最后这句是整首诗的中心思想。即使是天地很远很
远的地方也仍然依附朝廷。诗人胸怀天下之情溢于言表。

属国，封建时代作为宗主国的藩属国家。两汉为安置归附的匈奴、羌、夷等少数民
族而设的行政区划。在按一定地域范围划定的属国中，“本国之俗”一般保持不变。本
诗的“属国”泛指属国和其他国家,尽来庭，指和睦相处、友好邦交。

诗人的兴安八首各有千秋，这首诗独辟蹊径，主要表达的思想就是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大好河山尽属大清王朝。

赏析： 红酒

地脉连荒服，山形赴上陉。

炎歊移月令，分野别星经。

桦屋参覃白，松林断续青。

云沙一万里，属国尽来庭。

兴安八首之六
■清·爱新觉罗·玄烨

水粉画 代丽娜

2022年08月05日

梳着羊角辫的我和小伙伴们疯跑
在草原上。草原正是山花烂漫的时
节，红的、黄的、粉的花自由自在的开
着。惬意的风时常拂过面颊，柔柔的，
欢快的时光总是让人流连忘返。玩累
了，小伙伴们喜欢摘些花花草草，边休
息边做帽子、做花冠，戴在头上实在美
极了！

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开着蓝紫色的
小花，一串串开的极茂盛。此花花型
娇小，花唇形，花朵较深。小伙伴们把
小花摘下来，拽出花朵中的花蕊，把较
细的部分插进另一朵花朵中，如此这
般一朵一朵的连接起来，连成一个圈
带在手腕上，一条美丽的兰花花手镯
就做好了。儿时的狂欢场景总在我的
记忆中时隐时现，美丽的兰花花手镯
恐怕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最朴实的
饰品了！

开着美丽兰色小花的植物是黄
芩。黄芩本名“芩”，是为芩草，因草色
黄而有俗名“黄芩”，“芩”字本义为“止
血草”。别名山茶根、土金茶根。黄芩
为唇形科植物,以根入药。中医认为
黄芩味苦性寒，入肺、心、胆、大肠经；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降血
压。用于湿温、暑温胸闷呕恶、湿热痞
满、泻痢、黄疸、肺热咳嗽、高热烦渴、
血热吐衄、痈肿疮毒、胎动不安。

黄芩的临床应用抗菌比黄连还
好，而且不产生抗药性。我们借助广
谱抗菌作用强的特点，用在真菌培养
杂菌感染特厉害，用黄芩提取液效果
很好，它是农业病害防治最理想的一
味药。广泛分布于河北、辽宁、陕西、
山西、山东、内蒙古、黑龙江等省、自治

区。
传统中药材注重地域性，热河黄

芩是黄芩的地道品种，主产于热河（今
河北承德），承德处于华北地区北部，
海拔高，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给黄
芩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因此，热河黄芩久负盛名。我家地处
华北内蒙古草原，正是皇家木兰围场
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盛产的黄芩品质
非常高,另外听爷爷讲黄芩有大小黄
芩之分。

爷爷是名老中医，家乡草原更是
生长着120多种上等中药材。每年暑
假时，都是黄芩的成熟期，爷爷会背着
自己编制的药篓去到向阳的山坡或者
草地里挖黄芩。挖回来后洗净晒干除
去须根及泥沙，晒后剥去表皮，晒干切
片备用。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自
述说：他 20 岁那年，因患感冒，咳嗽，
遇时又犯了房事，出现骨蒸发热，肌肤
如火燎一样热烫，每日咳嗽，吐痰一碗
左右，加上暑热烦渴，觉睡不好，饭吃
不下，久治不愈。这时，李时珍的父亲
偶然想起金元名医李东垣说过的一段
话：“治肺热如火燎，烦躁引饮而昼盛
者，宜一味黄芩汤”，于是单用黄芩一
两煎汤，让李时珍服下，很快，病势便
得以控制，转危为安。李时珍幼时刻
苦钻研医学，博览历代医书，踏遍高山
大川，终于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成为一代国医宗师。在他编著的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对救了他性命
的黄芩这味中药备加推崇，称之为“药
中肯綮，如鼓应桴，医中之妙，有如此
哉！

其实，关于黄芩的传说还有很
多。有史书记载，南北朝末至隋初的
开皇年间，有神僧释昙延 16 岁出家。
他悉心钻研佛法，深谙精髓。他念民
间疾苦，云游天下，到各地去讲经说
法。周太祖被他的慈心大怀感动，尊
称他为朝野敬仰高僧。昙延高僧虽声
誉显赫，但性好恬静，不干时政，依旧
留恋闲云野鹤般的游僧生活。

有一天，昙延高僧游历到京都中
朝西山岭一带，看到这里群山环抱、云
遮雾障、溪水潺潺、奇花异草的美景
时，甚是迷恋。

昙延瞧见一皆鹤发童颜，精神矍
铄的老翁，甚是惊奇。老翁一见高僧
来访，急忙请到家中泡茶款待。高僧
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顿觉口内爽滑，润
喉回甘，荡气回肠。观其茶汤，色泽金
黄、晶莹清澈，堪为“圣水”。茶毕，老
翁带着高僧在村子里四处参观，他发
现了许多鹤发童颜的老者，询问他们
的长生之道，皆曰：“饮茶”。后经他走
访查探，得知当地居民常年饮用山上
一种野生植物的茎叶泡制而成的茶
水，故而延年益寿，这种被当地人称之
为“土黄金”，这也是黄芩被称为“黄金
茶”的来历。

昙延法师认定此地乃藏经纳宝之
地、祈福迎祥之所，自此，长留此地。
周太祖得知后，甚是欢喜，特在此地为
昙延高僧建造一座庙宇，赐名“云居
寺”。隋大业年间，静宛法师云游至
此，亦留在此地从事碑版刻经。其间，

“黄金茶”也随着佛法的传播，在民间
广泛流传。当地百姓纷纷上山采集，
将其携回家后熬汤饮用，既安神去火，
又祛病养生。

黄芩在璀璨的中医药领域一直占
据着重要位置。爷爷常用黄芩给十里
八乡的村民治病。黄芩有泻实火、除
湿热、止血、安胎等药效。还可以治壮
热烦渴、肺热咳嗽、湿热泻痢、黄疸、热
淋、吐、衄、崩、漏、目赤肿痛、胎动不
安、痈肿疔疮等等。

黄芩更是广泛应用于现代临床：现
代研究证明，黄芩主要含黄芩甙、
黄芩素、汉黄芩素，汉黄芩甙、黄芩
新素、β-谷甾醇等成分。它的抗
菌谱较广，对多种细菌、皮肤真菌、
钩端螺旋体等都有抑制作用。即
使对青霉素等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黄芩仍然很
敏感。

黄芩还有降血压、镇静、利尿、
保肝、利胆、抗过敏、解除平滑肌痉
挛等作用。

临床上用黄芩治疗小儿急性
呼吸道感染、传染性肝炎、慢性气
管炎、急性菌痢、肾盂肾炎等，均可
获良效。

正是由于黄芩在现代医学中
的广泛应用，黄芩的价格也是水涨
船高。有年暑假我回老家，家家都
空空无人，原来不管大人孩子都跑
去挖黄芩了，毕竟这是一笔可观的
收入。那时草原上到处都是采挖
黄芩的人。

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人们过度放牧牛羊，再加上挖掘草
根不及时回填，草原不堪重负。时
间一长，草原植被被大肆破坏，草
场退化，草原面临沙化已经成了不
容忽视的问题。

现在国家实行禁牧，围封草库
伦等保护措施，挖黄芩等草药更是
被禁止，草原被有效的保护起来。
如今已经很难再看到满山满坡的
人一同挖黄芩的景象了。如今，科
学培植早已在赤峰地区大力推广，
特别是喀喇沁旗牛营子镇药材基
地的建立，让开着美丽兰花花的黄
芩走向了更远的远方。

喀喇沁旗牛营子既有高山险
峻，又有良田沃野。超长的日照时
间，昼夜的大温差，造就了适合药
材生长的理想环境。环境优势决
定了药材的高品质，而药材的品质
决定了它的市场份额。蒙、冀、辽

三省通衢的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种植
中药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地药农种
植经验丰富。如今借助药材的高品质、区
位优势和交通便利，中蒙药材产业得到了
迅猛发展。

秋风送爽，临近“十一”国庆是药农最
忙碌的时节。站在牛营子镇的田间地头，
放眼望去一派繁忙景象，到处都是挖药材
的农民，空气里飘荡着浓浓的药香。随便
走进一片地里，四位头上包着头巾的姐妹
正跟在挖药机后面捡药材。她们跪坐在
地上，把刚刚挖出来的药材码放整齐，然
后装进旁边的袋子里。挖药机是由拖拉
机头和一排大约50多公分长的齿状设备
组装而成。据说，原来药农挖药全靠人
工，劳民费时，效率特别低，后来当地的一
位能人发明了挖药神器，才解决了挖药难
的问题。其实，喀喇沁的药材种植早已经
实现了现代化，也逐步形成了规模化、规
范化的生产模式。

听药农介绍，这里种植的黄芩一
般都是 2 年生品种，出产的黄芩品像
好，条大整齐，杂质非常少，质地坚实，
味道纯正。通过实验室测量，5a以上
的黄芩苷含量达到了1.3，是其他产地
的 2 倍。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
凰。有了优质的药材，喀喇沁的姑娘
不愁嫁。如今，喀喇沁黄芩早已走出
国门，出口到日本、韩国、香港等多
地。国内的各大药企，也把这里作为
材料基地，同仁堂、仁和药业、天奇制
药等国药明星更是纷至沓来，订单雪
片似的飞来。

声声慢，韶华渐深。虽然时光荏
苒，可是闻着熟悉的药香，我仍有一种
错觉。漫无边际的兰色花海中轻风摇
曳，蝴蝶生姿，而我又戴着兰花花手镯
迈着轻盈的步子回到了熟悉的草原，
回到了多情的故乡！

散文

兰花花手镯的记忆
■素心

我对食物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的厨房里有各种各样的锅，我

喜欢做饭，喜欢食材经由我的手发生
奇妙的变化。

去外面吃饭，如果遇到没吃过的
菜，我就边吃边猜这道菜是如何被做
出来的，回家试试，往往八九不离十。

当然，也有尝了半天不知道该怎
么做的，不过没关系，我有很多个关于
做饭的APP ，它们会告诉我如何操作。

但我无法满足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讲解的菜谱，因为感觉不到温度，它们
于我而言，只是一个说明书。好在还
有另外一些温馨的东西，比如“日食
记”“舌尖上的中国”，比如一些关于吃
的书。我都特别喜欢。

我如此执着于吃，所以有些关于
吃的往事总也忘不掉。

那年我大约七八岁的样子，有一
天，村里来了个卖香瓜的，你不知道这
样的机会是多么千载难逢，偏巧我的
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围着卖香瓜的马车转了不知多
少圈，终于下定决心回家找钱。钱放
在衣柜深处的一个药盒里，可我并没
有支配的权利。如果需要我去一里地
外的供销社买东西，我妈会找出钱给
我。

可我实在禁不住诱惑，于是拿了
一毛，那时，一毛钱能买两盒火柴，一
支铅笔，我爸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才 40
多块钱。

我紧紧攥着一毛钱，生怕不小心
丢了。

在卖香瓜的马车旁边，我碰见了
学慧大姐——我儿时最好的伙伴儿，
她也拿着一毛钱。

我俩每人买到了一个香瓜。
怎么吃的已经记不得了，让我记

忆犹新的是另一件事。
下午，我俩一见面她就告诉了我

一件事儿：她二哥两毛钱买了七个香
瓜。

“如果我们把两毛钱合在一起，也
能买七个。”

“咱俩掰开一个吃，每人还剩三
个。”

我俩设想着剩下的三个香瓜如何
分配，再吃一个还能剩两个，拿回家去
还能弥补一下我们私自拿了一毛钱的
过失。

后来我俩对这个画的大饼更大方
了，不知谁说“就是不掰开，你要四个
我要三个也行啊！”

整个下午，我们俩的聊天都围绕
着七个香瓜进行，直到夕阳西下，大人
们从地里疲惫地拖着长长的影子回
家，我俩还坐在她家门口的大石头上，
无比惆怅。

还有一次，我大约二年级，学校的
大师傅领着我们去五里地（说是五里，
现在想来五公里不止）外的一个菜园
买菜，那时没有塑料大棚，那个菜园因
为海拔低菜长得比我们学校好。

菜园里有一棵沙果树，沙果红彤
彤的，都透明了，特别诱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沙果，以
前买的，都没有这么红这么大。

看见我们一个个垂涎三尺的模
样，菜园主人让大师傅给每人摘两个，
大师傅自作主张，给我们每人摘了四
个。

我双手捧着，舍不得吃掉。
身边是清脆的咀嚼声，我咽了咽

口水，吃了一个，其它三个放在兜里，
准备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

回家路上，每个人拿着几棵菜，山
路那么陡峭，好累啊！

旁边还有人在吃沙果，我犹豫再
三，又掏出来一个，心想：剩两个带回
去，爸妈吃的时候我就不吃了，反正我
已经吃过了。

后来，我又吃了第三个，想给爸妈
留一个尝尝就行了。

当我忍不住吃掉最后一个时，我
想的是：这么大这么红的沙果，我虽然
没见过，爸爸妈妈肯定见过，他们比我
早出生那么多年。

到家了，我留给爸爸妈妈的，只剩
下一个故事。

如今，我依旧特别喜欢沙果，喜欢
沙果煮成的罐头。

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叫果果，一个
叫罐头，都是我的最爱。

散文

童年吃事
■丁建华

“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
以时光。”崭新的空白书页有待谱
写，时光的齿轮永不停歇。

幼 年
“最美的时光”是呱呱坠地，成

为“地球观察员”的那段时光使不曾
拥有这段记忆、也从父母的口述中
构成画面。依偎在母亲怀中的婴儿
啼哭，父母的脸上笑容灿烂，或因皱
巴巴的小脸而哄堂大笑。

我们第一次拥有机会去欣赏这
个灿烂盛大的世界。

童 年
“最美的时光”是童年时期伴着

汗水、微风微弱蝉鸣的仲夏。童年
的砖地上是奔跑的身影，故乡的沙
果树边有驼超孩子的大人，之地的
沙堆上有齐心协力的孩子们垒起来
的“小城堡”，故址的每个角落都留
下了捉迷藏的印证……

童年，我们开始学会观察、领

略、探索一切美好的新奇事物。
青 春

“最美的时光”是正值十几岁少
年意气风发的青春。每位少年心中
都盛放着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

伴随校园的朗朗读书声，操场
上肆意奔跑的身影，同伴们爽朗、天
真的笑声。同行的、擦肩而过的同
学诉说的梦想。青春悄然降临。

每位少年都怀着热血，激昂的
声音传出与同伴对于问题的探讨、
他们往往不俱繁杂的课程，复杂的
题目。无视所有的艰难险阻，披荆
斩棘，将困难踩在脚下，生机勃发。

青春就如绚丽的流动银河，虽
然短暂，但却无比灿烂！

拽住时间的衣角抖一抖，便抖
出一池星光，那每一幕脸上洋溢着
幸福自信的笑容高高扬起的画面，
都是“最美的时光”。

最美的时光
■经棚二中吕杨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