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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登封 报 文化时

“有一种美丽来自平
凡，有一种奉献来自信
念，有一种崇高来自坚
守。”人都有志，但凡志向
都有趋上、趋好性。没有
谁一谙世事，就立志平
庸，立志贫穷，立志一生
碌碌无为。

生活首先是眼前的
柴米油盐，然后才是诗
情画意和远方。家长里
短处置好了，即便没有
诗和远方，日子也是踏
实的，也是幸福的。

人生无常，有春风得
意，也有凄风苦雨。有人
飞黄腾达，有人穷困潦
倒。无论何人，一生中都
会有机遇，都会有挫折。
幸运和机遇不会终生偏
爱一人，挫折和不幸也不
会始终陪伴某人一生。

立志不等于成功，
在践行志向的征途上，
弯道和风雨永远多于坦

途和阳光。自古及今，
立志而又达志者总是少
数，许许多多都是平平
众生。志不达，无所谓；
志达者，也无须骄。关
键是人生须立志，立志
必践行，在践行的过程
中，体验到生命之美，才
不负人生。

人生不在初相逢，
洗尽铅华亦从容。年少
都有凌云志，平凡一生
也英雄。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年样样不离它。如今
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只
要俯下身子、脚踏实
地，不畏艰难、勇于突
破，日积跬步、躬行不
辍，人一定能够活出不
一样的人生，绽放出异
样的光彩。

嵩山文化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
遗产。本报开设《嵩山文化》栏目，助推少林文化传播发展。

5月3日，不愿和游客一起挤
在景区，我寻着山间小道，在当地
村民的带领下，到嵩山寻“宝”！

山上碧薇、草木极盛，谷雨过
后，山中采撷一把嵩山药草，储存
一年的“健康”，岂不乐哉？

天然的“中草药博物馆”

金银花、连翘、艾草、蜜蜜罐
儿……总有一款“野药”让人寻
味，催人感恩。所谓苦口良药，苦
尽甘来，嵩山地区的这些野花野
草，几千年来一直保护着百姓的
幸福健康。

嵩山地处黄淮之间，属于暖
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南北兼

容的自然环境和山地小气
候，四季分明的气候特
点，为众多植物的生长提
供了适宜的自然地理环
境，被誉为天然的“中草
药博物馆”。

《救荒本草》《说嵩》《嵩厓
尊生》《开封地区中草药》等嵩
山历史典籍著作中，对嵩山中
草药的特性，疗效等方面做了
详细记载。连翘、金银花、艾草
等在嵩山地区随处可见，这些
植物医用价值高，数千年来一
直佑护着嵩岳儿女的身体康健
和繁衍昌盛。

五月的嵩山，微风拂过，花影
摇曳。金黄连翘与错落有致的山
脉交相辉映。连翘是一种常用中
药材，花可观赏，叶可泡茶，果实
入药，一身是宝，不愧为“金条
条”，更成就了登封人民“甜蜜蜜”
的“花事业”。

“野艾”茸茸淡着衣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
淡着衣……”。在中岳嵩山，从路
边田野到丘陵山岗，到处生长着
一株株传承千年的人间仙草——
野生艾草。千百年来它郁郁葱
葱，生生不息。

遍布嵩山的野生艾草，是嵩
岳先民认识和使用较早的中草药
植物。从刀耕火种的上古时代绵
延几千年，百般做法里积淀下来
不仅是生存的智慧，还有对自然
万物的珍视。

美丽的“毒药”猫眼儿草

泽漆，别名叫五朵云，嵩山地
区俗称猫眼儿草，乡民都知道它
有毒，但会拿它煮水来治脚气，可
能是以毒攻毒之法吧。

《本草纲目》里说：“《别录》、
陶氏皆言泽漆是大戟苗，《日中

子》又言是大戟花，其苗可食。然
大戟苗泄人，不可为菜。”这种草
的乳状汁液对皮肤、黏膜都有很
强的刺激性。蹭到皮肤上可致发
红，甚至发炎溃烂。

猫儿眼睛草、绿叶绿花草、
五凤草、五朵云、灯台草等，它有
这么多美丽的名字！再来听这
个——倒毒伞、烂肠草…就说你
怕不怕？

肚子胀不消化？
“酸不唧”来帮你

嵩山地区的“酸不唧”，顾名
思义酸酸的，比如橘子，比如山
杏，比如青苹果等。花和叶子都
可以吃，直接揪一把洗干净丢在
嘴里，解渴生津。

“酸不唧”，性酸、寒，能增加
胃动力、帮助消化，还有清热解
毒、行气活血的功效。

吃了无数个
“蜜蜜罐儿”的孩子

这种植物嵩山地区的小孩子
一直叫作“蜜蜜罐儿”，把花朵拔
出来，把花朵的尾部搁在嘴里吸
吮，有很好的甜味儿，多形象的名
字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它，无
聊的时候就蹲在它面前吸上一大
堆，心里美得很。

“蜜蜜罐”的根茎就是大名鼎
鼎的地黄！六味地黄丸最重要的
原料之一。地黄要秋季采挖，去
掉须根和泥沙，鲜用或炮制后用
都可以，分为鲜地黄、干地黄和熟
地黄，分别有不同的功效。

巍巍嵩山，群山叠嶂，峡谷幽
深，茂林修竹，药草飘香。人类在与
自然万物息息与共中获得的，是对
生命的理解、对万物的敬畏，物尽其
用，并使之绵延不息，代代相传。嵩
山药草，真正让我们感受到快乐与
美好的一定是身在其中的惬意。

艾饺、艾煮鸡蛋、艾酒、
艾肉丸、艾根炖汤……总有
一款艾食让人寻味。所谓苦
尽甘来的哲学，正是嵩山艾
草的味道。

五一刚过，似乎就听见了
端午节的脚步，记忆中的关于
家乡嵩山地区的端午，在脑海
中渐渐清晰起来。初夏时节，
嵩山的艾草呈现出“你追我
赶”般的疯长，像躲在深闺的
少女，等待着嵩山采药郎。

小时候，每年端午节前，
奶奶都会带我来到嵩山坳采
摘蒿草或艾蒿的嫩芽，等端午
节的早晨，插在大门的门框，
新鲜艾草浓浓的香味从门口
散发出来。

奶奶还会把采摘回来的
艾草晒干一些，用各种颜色的
布头缝制艾香包，装上干艾
草，搁置在箱子、衣橱、包袱的
角落，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
可以熏衣，每当我们取出换季
衣服时，上面就会散发着艾草
的清香。我也会帮奶奶做艾
草香包，时而在香包上绣朵小
花，时而用绿丝线绣出香包上
的嫩芽，时而用五彩线编织香
包的挂绳……端午节挂在脖
子上，迫不及待的和小伙伴们
炫耀。

嵩山野艾是一味神奇的
中药。小时候感冒、咳嗽，奶
奶就扯一把晒干的艾叶放进
热水中让我泡脚，脚泡在热水

里，还要在盆上搭一条厚厚的
毛巾，防止热气很快散失。一
会儿，脚就被泡得通红，浑身
毛孔张开，趁着汗水盈盈，钻
到被子里捂上一觉。有时母
亲就给我熬一碗黑黑的艾叶
水，苦涩的艾叶水加点红糖，
硬着头皮喝下去，第二天早
上，感冒、咳嗽就差不多好了。

每逢端午节，就会想起故
乡的艾草香。嵩山那独特的
艾草香，成了永恒的回味。“家
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千百年
来，嵩山地区浓浓的艾香，寄
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
往，对先祖的敬畏，也是平淡
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传统文
化的一抹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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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锦扬

魂牵梦萦艾草香
□李想 文/图

绽放微弱光彩
平凡一生也英雄

□刘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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