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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饮食安全问题
◆李开周

史林寻踪

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现在年纪大了，抡
不动锄头了，不敢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于是
把老家那十几亩责任田全部转包给别人，自
己去镇上一家超市里做了仓库保管员。

自从去这家超市上班以后，父亲就不
再购买超市里的肉了。他自己不买，也劝我
不要买。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家超市出售
的所谓“生鲜肉”，其实都是过期冻肉，看起
来红白相间非常可爱的五花肉饺子馅儿，其
实都是用猪油和鸭肉“拼装”的赝品，至于贴
着“本地鲜羊肉”、“内蒙牛肉干”等标签的牛
羊肉，竟然是临近县城某地下作坊以超低价
格配送的母猪肉。据说现在的地下作坊工
艺先进，能将猪肉纤维打散重组，再加入不
同口味的肉精和色素，想让它变成什么肉就
能变成什么肉。

在这家超市做了 23 天，领了 15 天的工
钱以后，父亲终于忍受不住良心上的煎熬，
主动找老板辞了工。他迷茫地问我：“现在
的人咋会变成这样呢？以前饿死人的年月
也不这样啊？”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挨饿归挨
饿，没有这么多奸商。

父亲没有读过书，不了解历史。如果他
了解历史的话，他会明白奸商并不是现在才
有的。

我们经常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
实呢，人心从未“古”过。当年鲁迅从北京去
西安，在车站买一荷叶鸡，揭开荷叶，里面是
块胶泥，假得更厉害。鲁迅说他从中国文化
里读到两个字——吃人，其实他还应该读到
另外两个字：假货。

南宋人袁采说过，给鸡喂沙子，给鹅充
气，在盐里掺灰，让粮食受潮，往肉里注水，
如此这般令人发指的欺诈手段，在宋朝早就
盛行了。

北宋人苏象先回忆说，开封曹门外有一
大批专门加工死马肉的地下作坊，作坊主收
购死马，埋入地下，泥土隔绝空气，减缓腐烂
时间，第二天刨出来，用豆豉炖熟，再做成肉
干，冒充獐肉和鹿肉流入市场。

生于南宋、死于元初的宋朝遗老周密不买
鹿肉，因为他了解内情：“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
肉为之，不可不知。”秦有赵高指鹿为马，宋

有奸商指马为鹿，前仆后继，如出一辙。
宋朝还有一本名为《物类相感志》的生

活小册子，其中有一段教人如何判断香油真
假：“以少许擦手心，闻手背香者真。”把香油
滴到手心里，用手背去擦，过一会儿再闻，如
果不香，那就说明买到了假货。这说明宋朝
不仅有假肉，还有假香油，不然人们无需总
结这样的经验。

难道古代中国仅仅只有宋朝才盛行造
假吗？当然不是。翻翻元明笔记，读读《三
言二拍》里的话本小说，各种奸商在元、明两
朝同样是大行其道。至于清朝，更不例外，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余尝买
罗小华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试之
乃抟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庵于湿地
所生。又丁卯乡试，在小寓买烛，艺之不燃，
乃泥质而幂以羊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
从兄万周买之，乃尽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内
傅以泥，外糊以纸，染为炙爆之色，涂以油，
惟两掌头颈为真。”墨锭是涂黑的泥块，蜡烛
是抹了羊油的泥块，烤鸭是包了泥块的骨
头，真是无一不假，无商不奸。

从宋朝到明清，再从明清到今天，一块
注水肉贯穿古今，一群奸商流毒千年，有些
读者可能会将其归结为国民性问题。实则
不然——西方世界也有奸商，欧洲人也曾用
马肉冒充牛肉，金融领域的庞氏骗局也曾在
欧美流行上百年。由此可见，制假和欺骗并不
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但是从比例或者数量
上看，制假贩假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程度绝对
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地方，否则我们也不会跑到
香港去买奶粉，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了。

或许人性本恶，只要利益大于风险，哪个
民族都有可能造假，所以监管和惩罚就变得
非常重要。所以这篇 文 章 的 结 论 是 ：让我
们共同努力，增加奸商的风险，促进社会的
平等。

李开周，河南开封人，专栏作家，专业研
究古人衣食住行，善于通过讲述有趣的历史
故事，将读者带入到遥远的古代，曾出版《宋
茶》《《食在宋朝》《陆游的英雄梦》《包公哪有
那么黑》等专著。

长白山的自然之旅
◆汪永晨

喜欢敦煌。尤其喜欢敦煌
莫高窟的壁画，喜欢它的色彩艳
丽脱俗，千年不褪。古代的画师
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什么工艺？
选用的什么颜料？颜料从何而来
呢 ？ 这 些 问 题 一 直 萦 绕 在 我
心中。

直到今年 5 月，我在敦煌见
到画家王亚玲时，这些问题才得
以释怀。

来到鸣沙山下的王亚玲工作
室，在一张偌大的台案上，正忙于
创作的王亚玲小心翼翼地用着色
笔在宣纸上描着土黄色的颜料。
我不禁好奇，凑上前去问：涂的是
什么东西？“就是将彩石研磨成的
粉，掺入胶水，上色，固色，保持画

作的不变色。”发髻高挽，文静秀
丽，颇具大家风范的王亚玲放下
手中的着色笔，带我来到了陈列
岩料的展柜前。

“这些就是用本地的山里找
寻到的各种彩岩石打磨成粉后，
给画作着色的颜料。你看这些矿
物质岩料好看吧？”她的介绍勾起
了我的兴奋点。

“敦煌壁画为何能保持千年
不褪色？难道就是靠这些五颜六
色的岩料？”我问道。

王亚玲向我介绍，敦煌石窟
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
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
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
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

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
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
料。中国在 1600 多年前，就具备
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
学工艺技术，莫高窟保存了十六
国 到 元 代 连 续 1000 年 的 颜 料 样
品，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颜料长廊，
是活着的“色经”。

“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
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主
要 有 三 大 来 源 ，一 是 从 印 度 、伊
朗、阿富汗等国进口；二是从敦煌
及周边就地开采；三是植物人工
合成。”“你看，上千年过去了，壁
画 中 的 大 部 分 色 彩 依 然 鲜 艳 如
初，让现代人惊诧不已”王亚玲侃
侃而谈，语调轻快，表情轻松。如
果你事先不知道她的弘扬敦煌文
化杰出成就奖、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等身份，绝对会把她当做一
个研究壁画学的讲师。

此 刻 ，面 对 着 王 亚 玲 画 室
整 整 一 面 墙 内 陈 列 的 红 、黄 、
绿 、蓝 、白 、黑 、褐 等 30 多 种 岩
料 ，我 有 些 激 动 ，似 乎 找 寻 到 了
在现代文明中久违的绘画岩彩、
千百年来依然闪耀的敦煌艺术、
大漠中薪火相传的匠人精神，而
这一切，似乎一直亘古不变。

我伫立在一个橱窗又一个橱
窗面前时，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
空隧道：那些洞子里千佛的塑像，
那些满满的壁画。画师们毫不吝
啬自己的精力和颜料，毫不吝啬
自己的光阴和生命，画了一千多
年，留下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艺术
瑰宝。有的壁画，哪怕暴露在光
天化日之下，经过一千年的风吹、
雨打、日晒、沙侵，但色彩依然浓
郁如新，鲜艳如初。

在这间宽敞明亮且充满灵性
的作品展室内，挂满了大大小小

几十幅王亚玲取材于敦煌壁画的
工笔作品。“我使用的颜料主要有
石青、石绿、朱砂、银朱、赭石、土
红、石黄、雌 黄 、白 土 等 ，同 时 也
使 用 了 藤 黄 、胭 脂 等 植 物 颜 料
再 加 上 金 箔 色 ，令 画 面 看 起 来
丰富多彩又不易褪色。这些画既
不像油画那么亮，也不像水墨画
那么薄。透出岩彩本身的古旧美
感。”

就在这样一个仿佛远离尘世
的、弥漫着古代和异域气氛中，一
滴鸣沙山下的雨，一尊古老的青
花，一柄岁月荏苒的茶壶，一片西
出阳关的落叶，一片丝绸之路上
的浮云，一只可心的小鸟，一尾路
过的蜻蜓，一条牛仔裤的颜色，这
些各种工笔画作，被王亚玲高度
的概括和表现。她尤善于运用简
练的笔墨，将敦煌壁画背景下的
当代清秀的女子塑造出个性鲜明

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她的这
种悟性明显地表现为艺术感觉的
细腻和灵敏。

我特别喜欢一进画室门口的
那幅壁画，画面如钻石般折射出
熠熠的光，令壁画背景更为逼真，
用色与真正敦煌壁画保持相近。
王亚玲的画作所带给我们的艺术
美感，都源自于敦煌大自然的馈
赠——岩彩。提纯的原汁原味的
岩 彩 在 画 布 上 展 现 出 的 震 撼 画
面，弥新而古朴。

看着这些画作，仿佛又让我
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敦煌。月牙泉
边，小轩窗前。千年机缘，三矾九
染，精美画作，一位秀丽的女子，
精心绘就每帧工笔……

陈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马王
巴拉图苏和》一书撰稿人。

王
亚
玲
和
她
的
岩
彩
世
界

◆

陈
旻

大自然因为有人的欣赏会更
加美丽吗？

这是我七月走近长白山后的
第一感觉。因为懂得自然，爱惜自
然，才能把自己的家乡保护得那么
美，我由衷地感慨着。

此时正值很多大城市酷暑之
时，也不知道有多少是人为因素。
但是在长白山，温度只有 26 度，这
份清凉与这里的森林得以保护、河
流得以自然流淌是分不开的。特
别是长白山脚下那条二道白河，清
晨鸟儿们就开始在蓝天白云中上
演百鸟朝凤，傍晚水面上升腾起淡
淡的薄雾，飘飘然，悠悠然，加上一
群野鸭子的闯入，如梦如幻。这样的
场景似曾见过，却已是久违。

漫步一池湖水

长白山脉是鸭绿江、松花江和
图们江的发源地，是中国满族的发
祥地和满族文化圣山。“长白”二字
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即为长相
守、到白头，代表着人们的忠贞与
美满的爱情。

作为世界人与生物圈自然保
护区，长白山拥有完好的大片原始
森林，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的垂直
分布十分明显，展示了地球表面植
被水平分布（落叶阔叶林、针叶阔
叶混交林、针叶林、苔原）的缩影。
海拔 1800 米以上的高山苔原，是
欧亚大陆山地苔原的南端——中
国独一无二的高山苔原。由于地
理位置、地质、根伸展等生态环境
因子的变化，使长白山的植物区系
和植物群落与我国其他山区以及
北美洲相比，有明显的特点。

一听到“长白山”，就会让人联
想到天池。这个东北三条大江的
发源地曾经有过水怪说，愈发增添
了长白山的神秘。

不过，长白山脚下的秘密花园
可有几个。今年盛夏，我走进了王
池花园，有人称那里是“天使散步
的地方”。

要说王池花园，当然要先知道
一下那里的王池。王池位于天池
西南 13 公里，冠冕峰南 5 公里处，

为长白山“七十二龙潭”之一，是由
岩浆蒸汽喷发形成的火山口、汇聚地
表水而形成卵形的火山口湖。南北
长 40米，东西宽 30米，最深处达 3.5
米，集水面积 1200平方米。北侧为
高山岳桦林，南侧是大片的草地。

古书上记载，池不大而秀雅，
水不深而清澈。眺望宛如一轮皎
月，镶嵌在林海之中，素有“王池笑
月”之称。王池花园的神秘，除了
美得像仙境以外，就是那一池水常
年保持在相同的水位，而且这池水
既没有入水口也没有出水口。科学
家也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就在我们被这里的美与神秘
深深吸引时，旁边却有游客说：不
就是一个大水坑吗？

在我看来，王池池畔那长满的
沙草——乌拉草和蒲草，像是给一
池水蒙上了一层面纱。 特别是在
蒙蒙的细雨中，雨滴打在水面上，
撒在画出乐符、奏出旋律的蒲草
间，加上池水边岳桦和塔松的相
伴，池中小鱼、青蛙、林中小鸟们

“呱—呱”、“啾—啾”的交响，怎么
是一个大水坑能形容得过来呢？

掉进一片花海

长白山高山苔原没有四季之
分，地表以下是永久冻土层。一年
365 天 有 300 天 刮 风 ；一 年 12 个
月有 9 个月被冰雪覆盖。这里的
植 物 十 分 神 奇 ，每 年 7、8 月 无 霜
期，它以极快的速度发芽、开花、结
籽，然后进入休眠。这两个月，从
海拔 2000 米的山坡到山头，好似
魔幻一般，整个高山铺上了厚厚一
层花毯，无数的奇花异卉争芳斗
艳。有人甚至形容，来到这里，就
如同在天国欣赏空中花园。

长白山的苔原带可不是荒凉
的大漠，现已发现冻原植物 170 多
种。王池附近的岳桦林和大片的
草原，在春、夏、秋 3 个季节，总是
开满各种鲜花，美得令人沉醉。7
月初，那里的牛皮杜鹃和蓝色鸢
尾，让长白山的色彩可用得上“轰
轰烈烈”来形容。接下来，用朋友
的话来描述：粉红的扫帚玫，桃红

的柳兰，金黄的还魂草，大红色的
榆花，纯白色的山梅花，这些绚丽
多姿的鲜花，把这个有着传奇故事
的王池，装点得像贵夫人般的漂
亮。

长白山西坡，神奇的花季最为
明显。由于向阳，西坡的春天要比
北坡来得早些。现在的王池花园
修了栈道，而小路两旁的花卉生得
又高又密，有“人在花中行，相互不
见面”一说。而给我的感觉就是：

“掉进”了花海。
长 白 山 有 植 物 种 类 2000 多

种，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花卉植物
就占一半左右。分布于山坡、林
下、谷地、河边。其中，鸢尾、百合、
大花萱草、金莲花、唐松草、藜芦最
为著名。每到春夏之交，各种野花
竞相开放，一眼望去，漫山遍野姹
紫嫣红、生机盎然，花朵之多、面积
之广，无不令人称奇。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掉进”这
一花海，很难想象什么叫花铺成的
地毯；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掉进”这
一花海，也很难惊奇这里的花朵竟
能如此之多；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掉进”
这一花海，也 难 得 下 决 心 把 这 一
个 个 名 字 记 在 心 中 ：婆 婆 纳 、分
珠紫萁、唐松草、聚花风铃草、高山
瞿草……

花的名字也那么好听。
走在这池水边。那么神秘，那

么忧伤。走在这片花海，让人不忍
离去。

保护一座山林

在长白山二道白河镇，在人与
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郭晓涛介绍
下，我采访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
理中心副主任武耀祥。武主任给
我说的几点，要是搁在几年前会让
人觉得有点颠覆性，归纳起来为：
穿越、放生、打松子。

穿越，现在日益流行的穿越运
动在长白山、在保护区是不被允许
的。因为这对防火、保护动植物有
影响。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穿越，

是要受到法律治裁的。
放 生 ，保 护 区 内 是 严 禁 放 生

的。因为不仅会给保护区里的动
植物带去疾病的风险，还会给基因
的纯洁造成影响。

打松子，保护区内严格控制打
松子。因为这是从林子里的野生动
物口中夺食。松子是很多野生动
物的粮食，特别是过冬前，它们要
大量存储冬粮。曾经就出现过因
为红松的松子被打光，熊冬天被饿
死的惨景。为此保护区的人提醒
公众：买松子吃的时候，请想想森
林里的动物，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在长白山工作了 18 年的学者
沈孝辉说，1985 年他离开长白山
时，那里还有 5000 多头马鹿。那
时，走进长白山，不仅能看到花的
海洋，还能看到狍子叫、野猪跑、各
种鸟飞蛙跳。而现在的长白山，静
得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很多
野生动物的家园。

武耀祥说，保护区禁止打松子
后，野生动物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其中 15 种有蹄动物在长白山又出
现了。特别是马鹿很长时间几乎
看不到了，现在也出现了。此外，
棕熊、林麝等珍稀动物也回来了。

而保护区里的森林防火也有
了很大进步，现在可以靠电视监控
来完成，偌大的林子哪个角落有了
火情，监控室里马上就能看到，对
及时防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白山的夏日，除了美、凉快以
外，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好。负氧离
子，每立方厘米 7482个。据世界卫
生组织确认，当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
量达到每立方厘米1000个～1500个
时，认为是清新空气。

大自然因为有人的欣赏会更
加美丽吗？在长白山脚下，答案是
肯定的。

汪永晨，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记者，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
者”召集人，著有《拥抱自然》《绿镜
头——中国生态的的昨天与今天》
《寻找江河》《中国绿色行动》（中英
文版）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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