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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视界

考研，在大多数大四学生眼中，其分量之重与
就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人
生中的第二次高考。近日，记者走进洛阳师范学
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用镜头捕捉了那些“研
途”上的风景。

2015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定于 2014 年 12 月
27日至28日举行。目前，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网上报名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2015年考
研开始进入冲刺阶段，许多备战考研的学生必须
加快步伐。

虽然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
总人数比2013年减少了4万人，但面对心向往之
的学校和专业，竞争依然激烈。眼下，在大学校园
里，随处可见他们刻苦用功的身影：操场边、楼道
里，他们抱书默念；自习室里，他们的课桌被各式
复习资料堆满；从早到晚复习10多个小时，三点
一线的单调状态，这就是考研学生最真实的写照。

最美的风景总在路上。复习过程中的坚守往
往会成为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更让人铭记和
回味的东西。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侯洁如 文/图

空桑酒树：
从杜康造酒的传说中走来……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申艳梅 文/图

古树名木，
是 无 数 人 乡 愁
中的独特风景，
是 历 史 文 化 的
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在洛阳这
片 古 老 的 土 地
上，总数占全省
2/3 的 3.3 万 株
古 树 名 木 依 然
生生不息。它们
穿 越 千 百 年 沧
桑岁月，讲述着
洛阳故事，成为
河 洛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的 历 史 见
证者。为挖掘古
树名木文化，保
护 古 树 种 质 资
源，本报今起开
设《洛阳古树名
木》栏目，聚焦
我 市 重 点 保 护
的古树名木，以
飨读者。

●树种：柘（zhè）桑
●编号：豫C0906
●等级：国家一级古树

秋日午后，天空通透。汝阳杜康造酒遗址公园里，一株枝繁叶茂的柘桑树守着悠悠的杜康河，
品读着淡淡的杜康香。它，在这里已经安静矗立了2800多年。

柘桑，属于桑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广植于我国华北地
区，在城市绿化应用中是难得的乡土树种。柘桑是我国栽培
历史久远的树种之一，在《诗经》中就有记载。树叶可养蚕，
所产蚕丝质地优良。柘桑木材坚韧，是古代制作弓箭和车辕
的良材。

沿青石步道，走近它。差不多2/3的树干已
经枯朽开裂，仅余一侧树皮给养枝叶。当地人尊
树为灵，枝条上系着许多祈福的红布条。后世之
所以称之为空桑酒树，是源于它与“杜康”之间
千丝万缕的联系。

杜康，是人名，是地名，是酒名，更是一种酒
文化。而无论是人、地、酒，还是文化，都离不开
这柘桑树。我们不妨先来听一段故事——

相传，黄帝时期，有个叫杜康的牧羊人，在
空桑涧（今为杜康河）牧羊时，无意间将吃剩的
黍米饭团倒入一株古桑的树洞内。一个多月后，
经过雨水侵润，黍米饭团竟奇迹般地化为甘洌
醇香的“水”。杜康从“空桑秽饭，酝以稷麦，以成
醇醪”中得到启发，反复研试，遂得酿酒之法。

杜康把此“水”送给黄帝。黄帝尝后，觉得此

“水”清爽醇美，遂命仓颉为之造字起名。仓颉思
后说：“酉日得水，就叫他‘酒’吧！”黄帝大悦，提
拔杜康为“宰人”，即膳食官，让他在杜康河畔搭
建酒坊，专门造酒。

杜康酒问世后，历代帝王视其为珍品。周
平王迁都洛阳后，得尝杜康酒，感其佳，遂定为
宫中御酒，并封杜康为酒仙，赐杜康村为“杜康
仙庄”。杜康酒从此名扬天下。此后，各地的酿
酒大师和酒友也在各地兴建“杜康祠”，祭奉“杜
康神”。

故事讲到此处，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黄帝时
期至今已有 5000 多年历史，为何酒树仅有
2800多年树龄？当地文化学者介绍，据传，这株
老柘桑其实是当年杜康发现酒的奥秘的那棵空
桑的后裔，故名酒树。

杜康与空桑酒树

如今，在汝阳杜康造酒遗址公园里，这株千年
老柘桑并不寂寞。在它的不远处，有一园樱花与之
遥相呼应。与空桑酒树扑朔迷离的身世不同，园中
的樱花则牵系着一段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往事。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
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宴会上，田中乘兴赞道

“天下美酒，唯有杜康”，向总理点名要喝杜康
酒。当时的杜康酒仍是小业酿造，国宴上还没
用过。周总理说：“杜康是中国的酒神，待您再
来中国，一定用杜康酒招待您。”之后，周总理
专门提出“复兴杜康，为国争光”。

随后，在改造杜康村民酿酒作坊的基础
上，全国有了第一家杜康酒厂。1979年，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杜康酒开始打入国际市场。
同年，杜康酒厂委托我国访日代表团带去杜康
酒以示祝贺，并随酒赠诗一首：“田中原首相，
和好利家邦，献上杜康酒，周公古义长。”后来，
田中角荣为答谢汝阳人民对他的馈赠，精心挑
选了一批樱花种子赠送给汝阳杜康酒厂，为

“杜康酒”和中日友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如今，老树年复一年的枯荣，都伴有樱花

的开落……

樱花与空桑酒树

柘桑

地名故事

在孟津县白鹤镇任庄村的最北边，有个名叫古庄岭
的小自然村。该村历史悠久，最早叫孤庄岭村，之后改名
古庄岭。有关村名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

根据当地的王氏家谱记载，清末年间，有一个名叫王
全顺的中年人，他独自一人担着两个箩筐，来到邙山脚下
一处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在此处安家落户。

白天，王全顺努力开荒种地；晚上，他也不闲着，打窑
建家。经过3年的辛勤劳作，他逐渐变成了当地一户有吃
有住，家境还算殷实的人家。王全顺40岁那年的农历正
月，有人来他家里提亲，不久，这个老光棍便结了婚。

王全顺结婚的消息一传出，周边四邻八村的人都大
吃一惊，人们纷纷开始关注这个不起眼的人。有人问道：

“王全顺住哪个村？”有人答：“他住的地方跟周围其他村
子都不沾边，是个独居户，哪来什么村啊？”王全顺听说
后，便打趣儿地对大家说：“俺住的这地方，就俺独个儿，
那就叫孤庄岭村吧。”

结婚6年间，王全顺先后有了两个儿子，起名书堂、
书本。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幸福欣喜中时，他的妻子不幸患
病去世，憨厚能干的王全顺又续得一妻张氏，一年后，又
得一子，起名书训。

王书训从小聪明过人，喜爱读书。20岁时，他告别父
母、哥哥，外出做生意；30岁那年，就已当上掌柜，做起粮
食买卖；40岁时，王书训红极孟津县的粮食界。

王书训有着像他父亲一样勤劳、诚恳的品格，生意越
做越大。在家里，他是个孝子，无论生意再忙，每隔十天他
也会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在外经商时，他可怜穷苦人，
无论是在山西、陕西还是在山东、安徽，只要碰见乞讨者，
他都会给予钱或粮食，慷慨帮助。

王书训帮着父亲建设家园，在他们的带头影响下，不
少穷人也来到孤庄岭村落户，跟着这对父子学本事。此
外，由于王家人乐善好施的品格名扬在外，附近不少村民
都慕名拜访，孤庄岭村声名鹊起。

一年八月，黄河两岸闹蝗灾，上千亩秋作物被毁，导致
秋收时节颗粒无收。王书训拿出大量粮食慷慨救灾，深受百
姓好评。后来，王书训觉得孤庄岭村再也不是当年只有一户
人家的孤单小村，便将“孤”字改为“古”字，叫古庄岭村。

后来，古庄岭村村民的生活蒸蒸日上，不少村民常乐
道：“王书训一字改村名，不仅使全村人气大增，更使村民
有福气、有财气。”古庄岭村一名也就一直使用至今。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王守仁

古庄岭村：
王家人乐善好施
改村名众人纳福

上的风景
“ 研 途 ”

●地址：汝阳杜康造酒遗址公园
●管护单位：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

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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