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来 有 趣 ，茭 白 进 入 菜
谱，其间还经历过一个漫长的
由 谷 物 到 蔬 菜 的 变 化 过 程 。
在秦汉以前，茭白的样子像一
种茭草，每年初夏开始，便抽
穗开花，其花似芦苇，从仲夏
开到晚秋，花落结籽，不长茭
白，人们称它为菰，菰结的籽
叫菰米，又叫雕胡，煮出来的
饭香脆爽口，为人喜食，是一
种很重要的粮食，后来人们把
它作为谷物来栽培，古时它被
列为“六谷”（麦、黍、稷、粱、
菰、稌）之一。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说，雕胡米在“霜后采
之，大如茅针，皮黑褐色，其米
洁白而滑腻，做饭香脆”。李
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诗中
有“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之句，杜甫在《江阁卧病走笔
寄 呈 崔 卢 两 侍 御》里 也 写 下

“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句
子，足见其对雕胡的珍爱。

到汉代末期，茭草经过历
代培植，开始长出肥大充实的
肉质茎——茭白，至唐代后期，
茭草便不结籽了。从此，菰米
这种谷物消失，而被茭白取代
了，正式进入蔬菜行列。

相传，在晋代，茭白和莼
菜 、鲈 鱼 被 誉 为 江 南 三 大 名
菜。许多骚人墨客还纷纷以
诗 文 为 它 传 名 。 沈 约 在《行
园》诗中赞之“寒瓜方卧垄，秋
菰亦满陂”。陆游在《园蔬荐
村酒戏作》也云：“身入今年
老 ，囊 从 早 岁 空 。 元 无 击 鲜
事 ，常 作 啜 醨 翁 。 菹 有 秋 菰
白 ，羹 惟 野 苋 红 。 何 人 万 钱
筋，一笑对西风。”借茭白抒发
其旷达怡然的胸襟，令人内心
一片波光旖旎。诗中“菰白”
即指茭白。明人许景迁也写
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咏茭》诗：

“翠叶森森剑有棱，柔条松甚
比轻冰。江湖若假秋风便，好

与鲈莼伴季鹰。”
江苏的茭白一直闻名于

世。《晋书·文苑传》上记载这样
一个故事：苏州名士张翰在洛
阳做官，家乡的菰菜、莼羹、鲈
鱼脍常使他动怀，后来，张翰为
此辞官南归故里。曰：“人生贵
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
名爵乎！”话中承载着最柔软的
乡愁。当然，张翰弃官南归主
要是为了逃避当时统治集团内
部的斗争，但也反映了公元三
世纪时，苏州地区的茭白已经
很有名气，能同莼羹、鲈脍并驾
齐驱，成为一大名菜了。

早先茭白中有一种灰茭，
这在唐代药物学家陈藏器的

《本草拾遗》中有记载：“菰首小
者擘之，内有黑灰如墨者，名乌
郁，人亦食之。”宋代诗人刘子
翚在《茭笋》诗中云：“秋风吹坼
碧，削玉茹芳根，应傍鹅池发，
中怀洒墨痕。”诗中所说的“墨

痕”，也就是“乌郁”。这是我国
有关灰茭的最早记载。明以后
经科学家多年研究，灰茭经逐
年移种，分根繁殖，已渐渐促使
茭白长得肥大而白嫩。

茭白一生与水为伴，质本
洁来还洁去，由于来自水中无
杂染，清鲜，洁白甘甜，鲜嫩芬
芬，很适合炒食，将其细切作
丝，或是薄片，炒前用热油过一
遍，过油之后的茭白外皮微焦
而里嫩，口感柔软，可与肉丝、
鱼片、河虾等烹炒入肴，味美可
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云：

“茭白炒肉、炒鸡具可。切整
段，酱、醋炙之，尤佳。”鲁迅思
念菰蒲，写有“烟水寻常事，荒
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
觅菰蒲”。汪曾祺怀想故园高
邮，动情地说：“‘昂嗤’和茭白
同烧，味道绝美。”“昂嗤”指昂
嗤鱼。读之不免齿颊生津，更
欲一品为快。

□□徐廷华徐廷华

家常美食茭白聚 味 斋

茭白，是一种被外国人视为“中国特产”的水生蔬菜，盛产于江南各
地。每年六至十月上市。因其白如玉、嫩似笋、形如瓜，故有茭白、茭笋、茭
瓜、菰蒲等美名。老百姓通常都称“茭瓜”，是国人的一道家常美食。

山巅火口雄峻陡峭，翻花石海波澜
壮阔，喷气锥碟造型奇绝，静谧温泊云雾
蒸腾。十四座拔地而起的新老期火山，
镶嵌着五个串珠状的火山堰塞湖，湖水
明净清澈如镜，湖光山色倒影秀丽，湖边
森木金黄似锦，八百平方公里的熔岩台
地，每一处都沾染着秋的色彩。斗转星
移，时光流逝，百万年来的火山活动，把
亘古的平凡地带造就成神奇优美的大地
景观。当所有的喷发都尘埃落定，大自
然恩赐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地质遗产，
这就是“五大连池”。秋天到了，五大连
池最绚丽的时节就在此时！

五大连池位于中国黑龙江大小兴安
岭与松嫩平原的转换地带，这里拥有世
界上保存最完整、分布最集中、品类最
齐全、状貌最典型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
貌，十四座有规律排列的火山，耸立在
五池碧水周围。不同于大兴安岭落叶纷
飞的满眼秋色，不同于小兴安岭热烈奔
腾的五花山色，五大连池的秋天是沉淀
在火山熔岩上的古老气息，是氤氲在火
山堰塞湖里的朦胧风情，步入其间，仿
佛置身于多彩的熔岩王国。年轻的火山
地貌与已风化的老期火山地貌交相辉
映，如同顽皮孩子挽着沧桑老人，给雄
浑壮丽的火山景观平添了历史的沧桑，
形态各异的火山口，有的像倒放的喇
叭，有的像平摆的大锅，有的像立起来
的漏斗，还有的像盛水的巨盆，一座座
遗世独立，却各展风姿。

科学家把五大连池誉为“天然火山
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盛赞五大连池为“世
界珍贵地质遗产”。走进这座天然火山
地质博物馆，宛若在用感官和脚步细读
这本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其中一座喷发
于 1719—1721 年的名为黑龙山的新期
火山，可谓是五大连池“火山教科书”中
最精彩的篇章。不同于丹霞地貌的鲜艳
色彩，喀斯特地貌的姿态万千，黑龙山
特殊的玄武岩地貌有着厚重古朴的质
感，它的形成来自于地球深部喷发的岩
浆。火热的岩浆从地壳断裂薄弱地带溢
出，沿着远古湖泊的低洼处流淌，形成
新的火山地质体，熔岩台地浩瀚无垠壮
丽震撼，而微地貌却又是小巧精美造型
奇绝。

拾级攀岩而上，黑龙山山巅之上是
漏斗状的火山口，直径有350多米，深达
145 米。口内危石耸立，边缘和外坡铺
满了浮石岩渣。许多矮小的火山杨长在
火山口内的火山灰中，松树一般都是笔
直生长的，而山顶上的几棵松树不高，
从根部分出几个树枝，弯弯曲曲，状如
佛手。在这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树也不
得不收缩身形以适应。在山顶沿火山口
走一圈，远望一座座火山和五池莹莹碧
水尽收眼底，山下有湖、湖中有山，山水
相映，风光绚丽。隔着石海相望，黑龙
山的孪生兄弟火烧山高高耸立，两个溢
出口犹如神工巨斧，把一座好端端的大
山劈成了两半，由此可以想象当初喷发
之壮烈。

如果火山喷发时溢出的岩浆流入河
谷凝固成岩石，像堤坝一样将上游河水
挡住，便形成湖泊，这种湖泊称为火山
堰塞湖。五大连池便是岩浆阻塞河道而
形成的风姿绮丽的五个堰塞湖，并因此
得名。五大连池以三池面积最大，五池
居第二位，其次是二池和头池，四池最
小，各池间都有溪水相连接，头池南端
有水流出，形成一条小溪沿石龙熔岩东
侧南流，汇入讷莫尔河。白龙湖是五大
连池火山堰塞湖中最大最美的一个，俗
称三池子，它还是重要的“地质界湖”，
湖区西岸是新期火山熔岩地貌，东岸是
远古泥沙岩地貌，两岸穿越亿万年时光
隧道，风光各异，可谓“一湖二景”。

温泊，人称北方的火山“小九寨”，是
五大连池风景区众多景点中很有特色的
一个，其得名便来自于它那富于传奇的
水，温泊之水在于它鲜明的特色和如梦
似幻的美。温泊之水有“三奇”：一奇是

“水泊高磁”，据测定，这里是五大连池
磁场核心区，没有爆发的火山熔岩流就
在温泊地层下面，是环境磁疗最理想的
区域；二奇是“高寒温泉”，这里的水温
常年保持在零上 14℃左右，特别在严
冬，地面温度零下 30℃左右时，温泊的
水更是热气蒸腾恍若仙境；三奇是“一
泊三景”，其晶泊、碧泊、丽泊池池有特
色、处处显神奇。这处景区虽不庞大，
却犹如火山奇观的袖珍盆景，包括了石
龙河水上风景线、温泊三景、连池瀑布
及石龙台地等众多特色景观，以岩的俊
秀、石的玲珑、水的清柔和种种奇中之
奇的自然景观，被人们称作五大连池的
一颗明珠。

神奇的五大连池，火山奇观，名扬天
下，矿泉圣水，冠绝世间，这是一个和火
山同样久远的名字，这是一片和传说同
样美丽的地方。从200多万年前的第一
次火山喷发开始，直到300年前的清朝康
熙年间，大自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完
成了一项工程浩大的杰作！真可谓是：

“旷古绝作铸火山，罕世上善造神泉。熔
岩腾飞化石海，万古酿就圣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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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岩溶地质领域

作为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水
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我国第一
位岩溶地质领域的院士，在推动国
家地质科学的发展上，袁道先躬耕
了一辈子。

“当时国家缺乏地质学研究的
人才，我是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走上
地质研究之路的。”回忆往昔，袁道
先说。1950年春，袁道先考入南京
地 质 探 矿 专 科 学 校 地 质 矿 床 专
业。当时国内地质人员寥寥无几，
远 远 不 能 满 足 新 中 国 建 设 的 需
要。他迫不及待想为国家的建设
出力，以拳拳之心投身当时“贫瘠”
的地质研究土壤，这一扎根就是近
70年的时光。

“野外勘察是有危险的，但也
是有趣的。”袁道先至今还清楚地
记得，有次在桂林下洞考察地下河
时，一条金环蛇从他的眼前爬过。
千钧一发之际，袁道先迅速拿出工
作锤把那条蛇砸了个稀烂。在返
途的路上，他和助手发现蛇越来越
多，直到安全出洞，才从当地老百
姓口中得知自己闯入了蛇窝。

“我国是一个岩溶大国，岩溶
面积达 340 多万平方公里，超过了
三成的国土面积，是全球少有的

‘天然岩溶档案馆’，应为世界作出
更大贡献。”袁道先于 1990 年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地质、气候、
水文与岩溶形成”国际地质对比计
划，经多国专家同行严格评审获立
项，袁道先担任该项目的国际工作
组主席。

袁道先探访了祖国广袤河山，
奔走过 45 个有岩溶的国家。经过
对比，袁道先归纳出我国岩溶的四
大特点：岩层古老、坚硬致密；地处
季风气候区，雨热配套，岩溶发育
水动力强，水化学环境好；地质构
造抬升运动强烈，岩溶发育多样；
南方岩溶区未经大陆冰盖刨蚀，多
样的岩溶形态得以保持。

如何让世界看到中国岩溶地
貌的美？这是袁道先反复思考的
问题。在提出“中国岩溶四大特
色”理论后，袁道先邀请了8个国家
的 20 多名顶尖专家到中国实地考
察，途经广西、贵州、四川、豫西、山
东、北京等地，行程 6000 多公里。
各国专家们亲身感受了中国岩溶
地貌的绝美，并大为赞许。

在他多方奔走下，由重庆武隆
和金佛山、贵州荔波和施秉、广西
桂林和环江、云南石林共同组成的

“中国南方喀斯特”，于 2007 年和
2014 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世界遗产名录》。2008 年 2 月
11 日，在袁道先提议下，通过多方
努力，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落户中国
桂林，这是我国第一个由联合国授
权设立的地学研究中心。2015年，

在袁道先等五位院士向国务院的
建议下，国家同意自 2017 年起，将

“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并确定每年6月的第
二个星期六作为中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

“我们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

今年已89岁高龄的他，仍旧每
天清晨开始工作，70年如一日地思
考 着 如 何 解 决 现 实 中 的 岩 溶 问
题。“岩溶学不能囿于书本、书斋，
我们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袁道

先继承了岩溶学研究的地质地貌
方法，通过水岩相互作用的途径，
并逐步进入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
思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钻研，
他把地球系统科学引入岩溶学，提
出岩溶动力学理论。如今，这一理
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漠化治理、岩
溶地下水污染防治、全球气候变化
等方面。

石漠化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
的顽疾。当地百姓“一碗泥巴一
碗饭”的生存状况让石漠化治理
迫在眉睫。袁道先率团队因地制
宜，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核心，

与多个植物研究所合作，让岩溶
区农民在石缝中种植金银花、连
翘、火龙果等中药材和经济作物，
在避免水土流失加剧的情况下，
保证农民经济效益。如今，“寸草
不生”的石漠地区变为爬满金银
花的秀丽山地，重庆南川金银花
种植基地已经成为石漠化治理的
典范。

我国西南岩溶地区的地下水
资源十分丰富，分布着总长约 1.4
万公里的地下河。然而，不少地
下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存在
成为“下水道”的风险。2007 年，
以袁道先为首的科学家提交《防
止我国西南岩溶地区地下河变成

“下水道”的对策与建议》，为地下
水污染防治建言献策。同时，在
他及团队的努力下，西南岩溶区
地下水污染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调查覆盖范围也在扩大，并逐步
掌握了区域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
势，为进一步科学研究，做好地下
水监测计划、地下河全面保护整
治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袁道先的家中，有几大摞日
记本，细细翻阅，上面的工作记录
像是洁净的岩溶水洗涤过蒙尘的
光阴，逐步露出记录人鲜活的面
貌：七十余载，袁老通过日复一日
的钻研，活成了一部新中国地质事
业发展史。

（据《光明日报》）

9 月 21 日是第 29 个世界
阿尔茨海默病日。根据国家
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
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
有 1500 万痴呆患者，其中 1000
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
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
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
的危险“杀手”。

阿尔茨海默病是个什么
病？老年痴呆的一种

“很多人把老年痴呆和阿
尔茨海默病混为一谈，实际上，
阿尔茨海默病只是痴呆中最常
见的一种，占所有病例的 50%
至 70%。”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六病房副主
任、教授吴云说，阿尔茨海默病
具有隐匿性，是一种慢性变性
疾病。

人上了年纪，就会行动迟
缓、思维能力下降，似乎是社会
共识。但相关学者认为，痴呆
并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大部
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症状是

近期记忆力下降，也有患者表
现为语言障碍、视空间障碍、轻
度精神行为异常等。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博士
后陈山泉说，患者发展到中期
症状明显，如忘记最近发生的
事和身边人的名字、精神恍惚、
反复提问等。晚期患者几乎完
全依赖他人照顾、生活无法自
理，会出现严重的记忆障碍，甚
至可能具有进攻性行为。

为什么会得阿尔茨海默
病？衰老是诱因之一

受访人士介绍，尽管年龄
是患痴呆的主要影响因素，但
目前其发病在逐渐年轻化。

一些专家认为，导致阿尔
茨海默病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脑
衰老。“简单来说，负责认知行
为的神经元细胞逐渐退化，细
胞变性坏死达到 50%以上，超
过人体自身代偿能力，就会开
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的症
状。”吴云说。

医学杂志《柳叶刀》报告指
出，多种可控因素会对痴呆产

生重要影响，如中年期最重要
的可控危险因素有高血压、超
重、酗酒、头外伤、听力受损等，
60岁以上老年期则受制于低社
交、抑郁症、不运动、吸烟、糖尿
病等。

相关研究表明，阿尔茨海
默病的早期识别非常关键，虽
然大多数患者的病程难以逆
转，但早干预可以延缓病程，改
善生活质量，甚至降低痴呆导
致的死亡风险。

“一般家属发现患病已经
是中重度，60 岁以上人群一旦
发生认知和精神行为异常，比
如记忆力下降，或性格行为突
然改变、情绪不稳定、有抑郁或
焦虑倾向等，要尽快就医。”吴
云说。

该怎么办？提前预防是
关键

近年来，我国就阿尔茨海
默病的社会预防宣教开展了大
量工作，如加强知识宣传、组织
预防干预、开展早期筛查等，取
得一定进展。

专家建议，预防阿尔茨海
默病，首先要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
研究院兼职教授陈希说，有证
据表明，各类水果、蔬菜、谷物，
以及低红肉、低糖分的饮食有
助于降低痴呆风险。

“做绿叶菜时要避免过度
烹饪，平时注重补充叶酸。”吴
云建议，老年人要坚持规律锻
炼，如做操、跳舞、练太极拳、八
段锦等有氧运动，注重多用脑、
做家务，保持社交习惯，养成兴
趣爱好。

在治疗方面，除了通过药
物干预，还包括音乐疗法、美术
疗法等。“对患者要有耐心，多
带他们散步、晒太阳，安抚他们
的情绪。”吴云说，痴呆症后期
往往伴有多种症状，家人的关
爱可以延缓病情发展。“随着医
学科技不断发展，很多新药在
不断研发，全社会对阿尔茨海
默病的了解和重视程度逐步加
深，无论是患者还是亲属都要
抱有希望。”吴云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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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阿尔茨海默病

——记岩溶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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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开学季，位于重
庆青木关镇的青木关地下河
观测站点，都会吸引一大批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博
士生、硕士生前来实地考察
与研究。从积累的观测数据
来看，在退耕还林及乡村振
兴的大背景下，这里的地下
水整体处于较好的状态。

“青木关流域只是重庆
金佛山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一个
观测站点。”西南大学地理科
学学院教授杨平恒说，多年
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大
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袁道先
带领团队，将研究方向不同
的观测站点拧成“一股绳”，
为解决岩溶（喀斯特）地区的
生态环境问题及推动长江上
游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
学数据和理论支持。

近日，袁道先荣获国际
水文地质学家协会岩溶委员
会终身成就奖。自该委员会
成立 50 年来，在全球范围内
仅3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袁道先袁道先（（右二右二））调研北盘江调研北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