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和田大枣、新疆丝路大枣、石磨
老浆豆腐即日起接受预订，预订热线
0379-66778866

好豆腐、好豆芽，好豆是基础
——寻鉴团皖北寻豆记

2014年1月3日 星期五编辑：贾臻 校对：杜晶华 组版：李琮
人文河洛 09

核
心
提
示

白菜古时称“菘”。《六书故》载：
“菘，息躬切，冬菜也。其茎叶中白，因谓
之白菜。”古人形容菜之美者，称“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白菜在洛阳和北方有悠
久的种植史。过去，到了冬季，天寒地
冻，百叶凋零，是菜的淡季，大白菜成为
主要菜蔬。况且北方冬季的大白菜，一棵
白菜重十余斤，叶叶紧裹成球形，切开后，
雪白水嫩，观之可爱，可炒、烩、汆（cuān）、
烧，被誉为“菜中王”。

寒风萧萧品晚菘
——洛阳白菜遗事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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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威作福：
忠臣耿直不屈
被诬虽死犹荣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作威作福
【人物】李固
【释意】原指独揽威权，专行赏罚，后

指滥用权势，独断专行。
【出处】《后汉书·李固传》：“斥逐近

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实为
宦官污蔑李固之语）

少有大志发愤苦读
京都会考名列第一

东汉后期，自汉和帝以后，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小孩子，大
的十几岁，小的还不满周岁。由于不能亲理朝政，这些小皇帝
大多由母后临朝，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外戚专权。

小皇帝渐渐长大，对外戚专权日益不满，因久处宫中，
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通过诛杀外戚争夺政权，然而宦官
又乘机垄断朝政。为了争夺政权，外戚便再立皇帝，于是开
始下一轮的争夺。就这样，东汉政权像走马灯似的在宦官、
外戚手中倒来倒去。

从汉和帝到汉献帝，宦官、外戚之争达6次之多，外戚和
宦官交替干政，使得政治上越来越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126年，宦官孙程、曹腾等发动宫廷政变，拥立
11岁的刘保做了皇帝，刘保为东汉第7个皇帝——汉顺
帝。一时间，宦官势力空前强大，他们把小皇帝作为傀儡，
大肆结党营私。

这一切，引起了朝廷中一名正直官员的强烈愤慨，他
的名字叫李固。此人是汉中人，少有大志，发愤苦读，长大
后博古通今，极具名望，在京都洛阳的会考中名列第一，
被汉顺帝封为“议郎”。

耿直不屈反对奸臣
被诬入狱虽死犹荣

李固性格耿直，疾恶如仇，看不惯宦官们贪赃枉法、
争权夺利的种种卑劣行为，多次上书汉顺帝，劝其对宦官
们加以控制。在梁皇后的支持下，汉顺帝终于准奏，撤销
了很多宦官的官职。

受到打击的宦官们对李固恨之入骨，总想伺机报复，置
他于死地。后来，在大将军梁冀的支持下，宦官们联名上书汉
顺帝，说李固排斥皇上的亲信大臣，使这些臣子不能在皇上
身边侍奉皇上，还诬告他作威作福，滥用权势，横行霸道，罪
该杀头。顺帝看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回宫征询梁皇后的意
见。正直的梁皇后十分信任李固，劝说顺帝要明辨是非，分清
忠奸，一定要保全李固。这样，李固才免遭杀身之祸。

后来，李固出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每到一地，莫不
造福一方百姓，时人称其为政天下第一。由于才能卓异，
品德高尚，李固随后屡屡升迁，被调回京都担任大司农等
职。汉冲帝即位后，李固又被任为太尉，成为中央执掌军
事的最高官员，与大将军梁冀的权力几乎不相上下。

不幸的是，汉顺帝死后，在是否立清河王为帝的重
大国策上，李固没有附和外戚权奸梁冀的意见，被梁冀
记恨在心。公元 147 年，梁冀罗织罪名，诬陷李固，李固
含冤入狱，最后在洛阳被迫害致死。

白菜虽然一年四季都有，但经过霜后的白菜，
吃起来才特别鲜美。古代有温室，但培育蔬菜的
成本极高，只有皇宫才偶为之。因此，北方冬天的
用菜，主要依靠“秋菜冬贮”，即将秋末收获的白
菜、萝卜等贮存起来，供冬天食用。

秋菜冬贮起源于周代。《周礼》记载：“仲秋之
月，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随唐嘉话》说，唐
高宗、武则天时，司农想以冬藏余菜卖给洛阳百
姓，遭到宰相苏良嗣的反对。因为他认为皇室卖
菜，有失体统。

洛阳南部山区气候寒冷，过去家家户户都贮
存大量的萝卜、白菜过冬。1932 年 11 月，红三军
从湖北的随县北越桐柏山进入洛阳南部。当时雪
花纷飞，天气寒冷，军队没有粮食，山民也无余粮，

就拿出窖里所有的白菜、萝卜支援红军，使他们顺
利走出豫西。

1957 年 11 月，洛阳取消蔬菜自由市场，实
行统购包销政策，政府有计划安排秋菜冬贮。
贮存标准，按每人每天安排 0.35 公斤，一般按
城市人口平均贮存 40 公斤秋菜，即大白菜 25
公斤、白萝卜 10 公斤、大葱 5 公斤。冬贮菜有 3
种办法：一是市民凭粮本购菜后自贮，二是国营
公司贮存，三是菜队（村）贮存。后两者按计划
分批上市。每年组织秋菜冬贮指挥部，指挥该
项工作。

1983年4月，洛阳蔬菜经营全面放开，此后塑
料大棚种菜兴起，反季节蔬菜在冬季上市，一堆堆
储存大白菜喧闹的景象逐渐走入历史。

野生白菜属十字花科，原是远古人类的
采集植物之一；世界上栽种白菜最早的是中
国，在距今约 7000 年的中原新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里，就出土了瓮藏的白菜种子。大白
菜，是我国祖先培育出来的北方优良的“结
球白菜”变种，它是在北魏时期洛阳皇家菜
园培育成功的，并且被赋予一个很好听的名
字——“菘”。菘是白菜的古称，之所以得名
为“菘”，乃是因为白菜有着“凌冬不凋，四时
长有，有松之操”的特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建洛阳城，并
建了名为光风园的皇家菜园。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载：“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
苜蓿生焉。”在皇家华林园中也建有蔬圃，种
植各种时令蔬菜。当时蔬菜品种已极丰富，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共有16篇专门总
结蔬菜生产的科学技术，在谈到种菘技术中
说：“菘菜似芜菁（wú jīng），无毛而大。”

菘菜培育成功后，有南梁（南朝的梁朝）
使臣来洛阳，北魏宣武帝赏赐其一船菘菜，让
其带到南梁皇室。南梁皇太子萧统专门写了

《谢敕赉河南菜启》和《谢敕赉大菘启》两篇答
谢词，称赞菘菜是“周原泽洽，味备百羞”，比
江南的莼菜、巴蜀的葵、芹等菜都要鲜美。

在唐代时，菘菜已遍种于洛阳民间。食疗家
孟诜居住在龙门南溪，他在这里种植了大量菘菜，
并在《食疗本草》中记述：“菘菜，治消渴，和羊肉甚
美。其冬月作菹，煮作羹食之，能消宿食，下气治
嗽。”在龙门石窟药方洞，有用菘菜治病的单方。

文人雅士自诩高洁，认为吃盘油闷笋，喝碗白
菜汤，不但胃肠舒适，味道也不错。韩愈有诗曰：

“晚菘细切肥牛肚，新笋初尝嫩马蹄。”唐元和元年
（公元806年）后，韩愈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
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洛阳）县
令；其间，孟郊、卢仝（tóng）等人居于洛阳，与韩愈
联合形成“韩孟诗派”。

有一年冬天，大雪飘飘，孟郊、卢仝来访，韩愈
把储藏的白菜细细切丝慢炖，加汤慢炖，满满一碗好
像烩银丝，配上屋外新挖出的冬笋。众人品菘尝笋，
煮酒论诗，韩愈赞白菜赛过牛肚，冬笋胜过嫩马蹄的
味道，众人也有诗唱和，成了一段千秋佳话。

古人把菘菜当作一种美味，经常写诗赞之，
唐代洛阳诗人刘禹锡诗云：“只恐鸣驺催上道，
不容待得晚菘尝。”他把未能吃到晚秋的菘菜当
作一种遗憾。苏东坡有诗云：“白菘似羔豚，冒
土出熊蟠。”他把大白菜比作羊羔和熊掌。大白
菜经风霜历雪雨，从遥远的古代一路走来，博得
众人喜爱。

金朝末年，诗人元好问客居宜阳三乡，他亲自
开圃种菜，曾著文道：“老盆浊酒，便当接田父之
欢，春韭晚菘，尚愧夺园夫之利。”他在洛阳的一位
高姓朋友在瀍水之阳种菜自食，他写《洛阳高少府
瀍阳后庵》一诗赠之：“韭早春先绿，菘肥秋未黄。
殷勤绕畦水，终日为君忙。”

清代以来，洛阳东南郊的石堰白菜很有名。
乾隆《洛阳县志》记载：“白菜，出县东南石堰头者
尤佳。”晚清、民国时期洛阳的一批名店，如万景
楼、仙景楼、天景楼、明月楼、春发楼、景阳楼、福顺
楼等用的白菜，都选用石堰白菜。

石堰白菜除普通白菜外，另有一种黄芽白。
《广群芳谱》记载：“北方多入窖内，不见风日，长出苗
叶皆嫩黄，脆美无滓，谓之黄芽，乃白菜别种。”一开始，

黄芽白主要供应官府驿站，后来逐步走向市场。
白菜的吃法很多，万景楼的栗子烧白菜，明月

楼的开阳白菜曾遐迩闻名。但常吃的还是最普
通、最家常的做法，如白菜炖粉条、白菜炖肉片、清
炒大白菜、麻辣大白菜、白菜肉馅饺子等。

洛阳民间有腌白菜的传统，其做法是：白菜削
去根及黄老叶，洗净控干，每菜十斤，盐八两，放在
洁净瓮中。盛时，分层将盐撒入菜内，用砖石压
定。腌三日后，将菜倒过控出卤水，于干净器内另
放，再将卤水浇菜内。七日后，依前法再倒，用新
井水浸泡，仍用砖石压之。这种腌白菜，味美香
脆。如果到春天吃不完，可在沸水内灼过，沥干收
贮。夏天时，将干菜用温水浸过，将水挤尽，入香
油匀拌，以瓷碗盛，上笼蒸之，其味尤美。

北方的白菜运到南方，它就名贵起来，身价也
不同了，被人尊称为“胶菜”，还要像鲁迅先生所说
的那样，用红头绳穿了吊起来，不是放在菜摊上，
而是挂在水果店门前来卖，这真是物以稀为贵了。

胶东半岛盛产白菜，直系军阀吴佩孚是蓬莱
人，自幼喜食白菜。1920年9月，吴佩孚率领着他
的陆军第三师进驻洛阳，他怀着“雄踞洛阳，统治
四方”的雄心，大规模扩建兵营。当年秋，由于洛
阳人口的增加，蔬菜价格开始大涨。吴佩孚下令

从山东运进大量白菜，解决军队的吃菜问题。次
年，吴佩孚在洛阳开辟专门的菜圃，引种胶东白
菜。

吴佩孚生活俭朴，有一次洛阳商会会长李紫
东在万景楼宴请他，吴佩孚说：“宴请可以，但需
要由我来点菜！”掌柜董寿山想，吴佩孚肯定要点
非常名贵的菜，于是预备了各种珍贵食材。谁
知，吴佩孚点的竟然是醋熘白菜等几个非常平常
的菜。

菘菜初植光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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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位于安徽西北部，以中药材闻名，被誉为“中华
药都”。但多数人不知道，这里还有另一种宝贝——大豆。

亳州，尤其是涡（guō）阳的大豆，因蛋白质含量高、
出浆多、污染少，制成的豆制品品质好，口碑极佳。

12月27日，为寻找制作石磨老浆锅熬豆腐、洞生瓦罐
豆芽所需的最佳大豆，“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再
次出发，此次皖北之行，目的地是亳州市涡阳县义门镇。此
地是否有好来历追求的优质、安全、原生态的大豆呢？

义门印象：金黄的豆子在跳跃
12月27日，由好来历特聘农林产品首席安全专家、

洛阳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樊合信，市民代表马丽梅和洛
阳日报报业集团特派记者组成的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
鉴监督团从洛阳出发，目的地是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

28日，喝着豆粥、吃着豆饼、想着豆子，寻鉴监督团
到达了目的地。

涡河跨豫、皖两省，涡阳县因位于涡河之阳，故取名“涡
阳”。大豆是涡阳县的主要粮食作物，全县大豆种植面积超
过150万亩。而义门镇，是涡阳县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区。

李军是本次要找的联络人，他既是豆农，又是豆商。
刚踏进李军家，寻鉴监督团成员惊住了：大豆堆成了小

山，满眼金黄。豆子从指间滑过，落在地上，欢快地跳跃。

当地农民：“除了麦子，我们只种大豆！”
“除了麦子，我们只种大豆！”李军说，从有记忆开

始，这片土地的“主角”一直是大豆。每年6月中上旬，
麦子被收割完毕后，开始播种大豆。经过百天的生长
期，到10月上旬，大豆便可以收割了。

流经义门镇的涡河，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丰沛的水
源。李军介绍，地下5米就能打出井水。但灌溉大豆的
水源，来自田地下方至少30米以下的深井，更为纯净。

农林专家：这里的大豆高蛋白、
出浆多，最宜做豆腐

“之所以选择涡阳县，因为它是黄淮海高蛋白大豆
主产区。”樊合信说，涡阳县大豆的特点是蛋白含量高，
出浆率和出芽率都很高，这种豆子最宜做豆制品原料，
石磨老浆锅熬豆腐和洞生瓦罐豆芽需要的就是它。

姚莉是亳州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高级农艺师。作为
当地有名的大豆专家，她一直承担着涡阳县高蛋白大豆的
研究育种工作。凑巧的是，姚莉的大豆实验田就在涡阳县
义门镇，她介绍了当地种植高蛋白大豆的独特优势。

姚莉介绍，涡阳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地
势平坦，地下水资源丰富，6月至9月高温多雨，日照时
数较短，有利于大豆蛋白质的合成。此外，涡阳大豆还
是非转基因大豆，选用的豆种大多由当地农业科研机构
培育，保留了高蛋白大豆的原生态，加上当地优良的自
然环境，涡阳具有生产无公害大豆的地理和人文优势。

“与东北大豆相比，涡阳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更高，超
过45%，达到或超过了国家科技攻关双高标准。”姚莉
说，正因为高蛋白的特性，涡阳大豆的出浆率和出芽率

都很高，是加工豆制品的优质原料。
“你们算是来对地方了，做豆腐和豆芽，涡阳大豆再

好不过。”姚莉说。
经过环境观察、地表显性污染状态目视判断、当地

对大豆安全品质的重视程度走访，樊合信认为“涡阳具
备了出产优质安全的本土大豆的地理和人文条件”。

12月30日，寻鉴监督团带回的大豆田土壤样本、大
豆样本和灌溉水样本均已按照程序送达洛阳市农产品安
全检测中心，目前正在检测中。 （牛鹏远）

好来历新疆大枣5种预订装供您选择
好来历新疆丝路大枣
●一级品：礼箱装4袋×500克，每箱159元

温馨提醒 本品已经天山雪融水清洗，建
议直接食用

温馨提醒 本品为和田原枣，未经任何清
洗、上色、烘干加工。

相较市场其他枣品，新疆大枣更宜生
食，级差只是大小的区别，营养成分区别
不大。小编私下建议“一级生食尤佳、二
级煲汤泡茶更好、三级煲粥最宜”。

好来历新疆和田大枣
●一级装：每箱装一级大枣4袋，每袋500克，每箱179元
●二级装：每箱装二级大枣4袋，每袋500克，每箱139元
●三级装：每箱装三级大枣4袋，每袋500克，每箱99元
●组合装：礼箱共4袋，其中一级大枣1袋×500克，二级

2袋×500克，三级1袋×500克，每箱14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