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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意大利、西班牙
见当地人吃一种叫韭葱
（学名：Alliumporrum）的
调味蔬菜。它的叶子略如
韭菜那样是扁形的，而不
是大葱、细香葱那样的圆
筒状，味道近似大葱但是
比较温和。4000年前韭葱
就出现在古埃及人的食谱
中，古希腊作家泰奥弗拉
斯就曾提到它是来自今天
以色列阿什凯隆的植物，
古罗马暴君尼禄也喜欢用
韭葱做的汤，觉得这种调
味品有益于他的嗓子发
声。今天南欧、西亚一些地
方做菜、汤，会切碎它的叶
子用于调味，如土耳其人
常在各种焖饭、腌菜、烤肉
中用它调味。

在中国，和韭葱发挥
类似作用的蔬菜是石蒜科
葱属植物韭菜 （学名：
Alliumtuberosum）。葱属的
植物有数百种，广泛分布

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仅
有少数集中分布在热带地
区和南北半球，包括洋葱、
大葱、大蒜、韭、薤、虾夷葱
等著名的蔬菜调味品。其
中，韭菜是中国古人特别
看重的一种，周代人用韭
菜配肉蒸煮或腌制后，食
用或者供奉祖先，《诗经·
豳风·七月》就有“献羔祭
韭”这一祭祀祖先神灵的
说法。古人似乎对这类味
道鲜明的蔬果吃食极为敏
感，因此常常用在祭祀意
识中进献给神灵和祖先。
而当代都市中人对韭菜却
不太一样，人们要出门去
上班、社交，吃韭菜后那种
集结了泥土、辛辣的味道
颇为不雅，就不太待见了。

韭菜原产地是喜马拉
雅山脉两侧的印度、尼泊
尔、不丹和中国，似乎很早
就传入中亚、蒙古、西伯利
亚地区。这种植物的适应

性和繁殖能力很强，近代
传入美洲、澳大利亚后成
为常见的野草，在澳大利
亚甚至被列为“入侵植
物”，因为它们会在农田、
野外快速蔓延，常常影响
其他作物、植物的生存。

中国人栽培韭菜的历
史悠久，《尚书·夏小正》中

“正月囿（菜园）有韭”的记
述，说明至少2500年前的
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栽培
韭菜了。汉代已经出现了
权贵冬天时让人在室内种
韭菜、葱、菇，生火维持温
度吃新鲜菜的记述（《汉
书·召信臣传》）。韭菜属于
汉代人所称的“五菜”（葵、
藿、薤、葱、韭）之一，迄今
它和葱还是常见的蔬菜。

《说文》解释韭菜的名
字有两说，“一种而久者，
故谓之韭”，说的是它可以
长久生长，割了一茬还会
长出新一茬，还有一种说

是象形字，像长在地上的
苗木模样。

韭菜因为早春就能长
成，鲜嫩淡雅，翠绿挺秀，
而且可以长期采摘食用，
一直是南北皆宜的大众蔬
菜，也入了文人的法眼，一
生飘零的杜甫有“夜雨剪
春韭，新炊间黄粱”的名
句，苏轼也喜欢在早春吃
新长出的韭菜，所谓“渐觉
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
春盘”就是证明，他吃的是
刚从土里长出来的韭黄。
五代时候的高官、书法家
杨凝式也有感谢朋友馈赠
韭菜花的法书名作“韭花
帖”传世：“昼寝乍兴，輖饥
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
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
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
谓珍馐。充腹之余，铭肌载
切。谨修状陈谢，伏维鉴
察，谨状。”

清代还出现了韭菜盒

子的做法，袁牧的《随园食
单》记述：“韭白拌肉，加作
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
面内加酥更妙”。不过长老
或者过熟的韭菜往往吃了
有较为严重的味道，有些
人对此极为讨厌，如韭菜
盒子、韭菜饺子之类现在
在社交活动中似乎已成为
避忌之菜。有意思的是，有
段时间韭菜竟然被当成

“壮阳草”在一些地方流
行，虽然《本草拾遗》中就
称韭菜可以“温中，下气，
补虚，调和腑脏，令人能
食，益阳，止泄臼脓、腹冷
痛，并煮食之”，但这种大
而化之的说法并没有经验
和科学上的可靠证明，我
猜这仅仅是因为韭菜可以
长久生长、割而复生的特
性，让人们有了“相似律”
的联想而已。

有趣的是，韭菜在佛
教传入中国以后被列入

“五辛”之一，佛门弟子要
避免食用。这本是印度婆
罗门教的禁忌，认为吃了
葱、蒜之类有臭味，无法讨
神灵喜欢，后来大乘佛教
也教导信众不食“五荤”，
怕引起冲动，妨碍修定，在
宗教盛行的城池中谁吃了
荤菜就会被赶出城郭。受
佛教影响，约南北朝时的
道教文献《正一法文修真
旨要》也把“大蒜、小蒜、韭
菜、芸苔、胡荽”当作“五
辛”。

韭菜在东亚、南亚、中
亚地区都是长期食用的蔬
菜，比如韩国有韭菜泡菜、
韭菜饼，越南人也常用韭菜
炒菜或者调味。印度、尼泊尔
人也种植当地产的野韭（学
名：Alliumodorum）作为调
汤、沙拉的调味品，这也是
可以食用的蔬菜，尤其是
印度东北部一些地区的菜
市场上常见。 文/周文翰

最近开始在中央电视
台科教频道播出的《中国
诗词大会》第三季赛程已
经过半。如果说第二季留
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紧
张、有趣的“飞花令”游戏，
那么第三季则放大了“人
生自有诗意”的主题，几位
鉴赏嘉宾对诗歌的解读，
还有主持人董卿有感于选
手们人生经历而发的一番
番人生感悟，都带着温暖
的深情，把古典诗词所承
载的中华文化、哲理人生
传达给观众。

百人团加入淘汰制

2017年春节期间，第
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成为
综艺节目中的一道清流，
没有流量明星参与，没有
花式噱头加持，没有后期
娱乐剪辑，还是引起了非
常广泛的关注。据央视数
据显示，第二季10期节目
的收看观众累计高达11.36
亿人次，节目总冠军武亦
姝等人也一度占领微博热
搜，随后甚至掀起了一股
全民学习古诗词文化的风
潮。在取得收视和口碑的
双重成功之后，观众对《中
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寄予
了再上一层节节高的期
待。第三季在形式上做出
很多改进，升级赛制，充实
题库，加入鲁迅古体诗词，

升级飞花令玩法都带来更
加激烈的竞技效果。然而，
节目播出过半，让观众感
受最深的并非题目多、快、
难三方面的升级，而是来
自于现场百人团编排的调
整变化。

第三季节目组从全国
超过10万名报名者中层层
选拔，并根据选拔成绩选
出140余位选手，这些选手
分别组成百人团和预备
团。每场比赛中，百人团答
题成绩末位的4位选手降
级场外预备团，预备团答
题成绩排名前四的选手则
晋级补位。此外，场内百人
团首次“分团而战”，分为
12岁以下儿童组成的少年
团、在校学生组成的青年
团、各行各业组成的百行
团以及由两位亲属关系选
手组成的家庭团，每场比
赛由每个团成绩第一的选
手胜出。

这样的调整带来两个
好处，总导演颜芳解释：

“以前不分的时候，会发现
到最后都是陈更、武亦姝
这样的学生在比，他们手
快，而且适应这种形式，现
在分团是想给不同层次的
人更多上台的机会。这不
是一场文科考试，是想通
过诗词来展现人心与人
生，通过诗词引出思考和
感悟。”另外，预备团和百
人团之间淘汰制的建立，

也让过去节目中的“放水”
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注重选拔有故事的人

通常知识类比赛里，
中学生、大学生有显而易
见的优势。而分团作战的
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
中，更受关注的是那些来
自百行团里有故事的人
生。节目组透露，诗词高手
里有故事且会表达的人在
海选时被选中的可能性更
大，因为节目所要表达的
人心和人生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诗词
大会》反复强调“人生自有
诗意”这几个字。节目的所
有玩法、规则都是为了表
达这一内容———传达诗词
之美以及喜欢诗词的这些
人背后的故事。

勇敢与病魔做斗争的
刑警夏鸿鹏成为首场比赛
中的“泪点”。夏鸿鹏在诗
词大会现场念出来的第一
首诗是“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
这首诗体现了诗人强烈的
乐观精神，夏鸿鹏对此有
极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去年6月，他因胃癌切除了
全胃，成了一个“无胃人”。
在心情陷入低谷时，是他
从小钟爱的古诗词给予他
巨大的精神支撑。夏鸿鹏
没有被疾病打垮，他还要

履行一个承诺：和女儿一
起参加《中国诗词大会》。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这首词里面的“长久”
究竟指的是“亲情长久”还
是“寿命长久”？犹豫之后，
他最终选择了“寿命长
久”，人们只有健康长寿，
才能和家人、朋友团圆。他
答对了，现场恐怕没有哪
一位能比夏鸿鹏对“寿命
长久”有更刻骨铭心的理
解。主持人董卿寄语夏鸿
鹏：“我记得有一位西方的
哲人说过，命运无法妨碍
我们去欢笑，即便它在胁
迫我，我也要笑着面对
它。”

登上舞台就没有遗憾

第四期的节目里，外
卖小哥雷海为作为个人争
夺赛的挑战者，站在了舞
台中央，自信而坚定地说
出了自己的定场诗，“千淘
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长时间的户外工
作，使80后的雷海为看起
来比实际年龄更加“成
熟”。

雷海为和千千万万个
外卖小哥一样，平日里穿
梭在楼宇巷陌之间，马不
停蹄地配送着大量的外卖
订单，然而，让他显得有些
与众不同的是，在争分夺
秒的送餐之路上，他会抽

时间看看诗词。雷海为说：
“天气越恶劣我们的生意
就越好，所以大家都是风
里来雨里去。一般在等餐
或者休息的时候，我会把
随身携带的《唐诗三百首》
拿出来看。这样一单外卖
送到了，一首诗也背会了，
心里特别高兴。”风吹雨打
无法动摇雷海为内心深处
涌动的诗意，诗词于他来
说，也许是踽踽独行在幽
深巷道时，突然射来的一
道微光。由于经济条件的
限制，雷海为不舍得买太
多书，于是，他就在书店里
把那些自己喜欢的诗词背
下来，回到家再默写下来，

“有时候一天背得比较多，
可能有些一两个字忘记
了，然后下次去书店的话
再把它核对出来。”董卿对
雷海为说：“在读书上花的
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个
时刻给你回报”。虽然，小
雷最终以总分93分的成绩
惜败，但他豁达地表示：

“没有遗憾，因为我八道题
目全都答对了。”

诗词离我们并不遥远

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
慷慨凄恻的《正气歌》由年
轻的基层民警吟咏出口，
浩然正气跨越时空，依然
气壮山河，格外令人动容，
第二场个人争夺赛中，来

自湖南岳阳的人民警察袁
文杰以2分之差惜败对手，
抱憾离开舞台时留下这首
离场诗。

袁文杰与《中国诗词
大会》结缘，始于他第一次
去女朋友家做客。电视上
播放着《中国诗词大会》第
一季，袁文杰与选手同步
答题，敏捷的反应与准确
的作答惊艳了女朋友一家
人，准岳母更是对他赞不
绝口，正如王立群老师的
精辟总结———“诗词成全
了他的好事”。

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
古典诗词文化，是华夏泱
泱大国独有的气度和底
蕴。《中国诗词大会》以诗
词为看点，以文化为内涵，
展现了中国独有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魅力。尽管处在
当下这个节奏飞快的文化
快餐时代，诗词看似离我
们很远，实则不然。中国人
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对这种
优秀传统文化的眷慕，也
都愿意去亲近、熟悉古典
的诗词文化，只是一直缺少
这样一个契机。诗仙李白曾
有诗云：“酒逢知己饮，诗向
会人吟。”而《中国诗词大
会》正好提供了一个让我们
亲近诗词文化的契机。中国
人骨子里对古典诗词文化
有着原始的好感，诗词大
会的走红就是最好的证
明。 （据《北京晚报》）

说韭

《中国诗词大会》放大人生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