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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兴安岭的草茱萸、大兴安
岭的东北岩高兰、穆棱的东北红
豆杉、大顶子山的茖葱、兴凯湖
保护区的萍蓬草、南瓮河湿地的
大花杓兰、紫点杓兰……聊起在
黑龙江拍摄过的这些植物，周繇
教授兴致盎然。他感慨道：“黑
龙江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
生态环境非常好，由于地广人
稀，植物相对保护得很好，药材
资源也很丰富。人也热情，为我
的拍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有人称赞《中国东北药用植
物资源图志》，填补了中国东北
药用植物资源研究领域的多项
空白。不仅对研究人员具有参
考和借鉴作用，还有益于传统中
医药走出国门。其实，它不仅是
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期
望。这部书的推荐阵容十分强
大，由肖培根、张伯礼等多位院
士主审、作序并撰写书评。“院士
们一直期待有人去做这件事，好
在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厚望。”周
教授说。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王振月在评价这
部专著时说，该书的出版将为整
个北方地区的野生药用植物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和规划提供
准确的科学依据和重要的参考
资料，同时，对推动东北地区“地
道药材基地”建设也具有重要意
义。

这并不是周繇教授第一次
备受关注。早在2016年，他就上
过央视，被叫做“当代李时珍”，
这一度让他感觉压力很大。今
年《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
志》出版后，他心里终于踏实
了。不过，这并未让他停止脚
步。近来，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
采访时，周繇教授仍忙着在青海
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拍
植物，退休后他打算花15年时间
跑遍全国重点地区科考，继续拍
照……

他依旧“不走人道”，踩着野
猪、黑熊、毒蛇踩过的路；他还是
常穿“开裆裤”，为了拍草原上的
植物，跨越牧民的栅栏，一个夏
天撕破七八条牛仔裤。因为穿
着破烂，当被人询问“你们老板
能不能按月发工资”时，周繇只
是笑笑。

一位教授真正的体面，不在
那光鲜的衣衫。白山黑水，悠悠
华夏，草木无心亦能为他作证。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填补资源研究领域
多项空白
专著由院士主审作序

40年间坚持野外科考 踏遍白山黑水

东北教授用镜头记录
野生药用植物1845种
出版的著作被誉为东北现代版《本草纲目》

“ 头 发 凌 乱
的，浑身冒汗的，
背包开线的，衣服
破烂的，两腿打颤
的，常吃剩饭的，
快要住院的，半夜
住店的，一见到植
物就两眼发电的
——这就是我。”
周繇今年 60 岁，
退休前是吉林省
通化师范学院生
命科学学院二级
教授，他的这番自
我介绍，精准、生
动，自嘲中透着满
满的艰辛。

几十年来，他
过着一种极端的
生活：草木繁盛的
季节，经常背着两
个专业相机在东
北地区的山野间
日行几十里，翻越
黑龙江的扎林库
尔山时，一天内从
身上抓到过156个
蜱虫；满天飞雪的
冬 日 ，则 闭 门 不
出 ，埋 头 编 写 书
稿。由于在电脑
前久坐，他的眼睛
刺痛、双脚肿胀、
屁股生疮，连椅子
都坐坏了……

这 艰 苦 而 又
漫长的努力，最终
收获了一份可以
传世的回报。不
久前，周繇教授倾
注近 40 年心血完
成的《中国东北药
用 植 物 资 源 图
志》，由黑龙江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发行。这部书
全 9 册，550 万字，
重达 25 公斤。收
录野生药用植物
多达1845种，对我
国东北地区药用
植物资源进行了
全 面 、系 统 的 介
绍，被誉为“东北
现代版的《本草纲
目》”。肖培根院
士称其为“东北药
用植物资源研究
集大成者”，张伯
礼院士则赞其是

“一部体现国家意
志，代表国家水平
的精品力作”。

为何要历尽艰辛、不惜花40年
时间完成这样的“大部头”著作？这
要从周繇的童年经历说起。他从小
生活在吉林通化的农村，经常见到赤
脚医生用中草药治病救人，便对药用
植物产生了兴趣。长大后，他学习生
物专业，20岁开始野外考察，立志要
搞清楚家乡长白山地区的植物资源
情况。

周繇在搜集植物资料时发现，东
北地区的珍贵药用植物种类多，蕴藏
量和产量都很大，野生药用植物共
2000余种，是中国地道药材的重要
产区。遗憾的是，以前有关药用植物
的资料记载存在疏漏，尤其是一些植
物资源的分布利用及种类上存在严
重问题，而且这些药用植物的图样都
是手绘线描的。他萌生了写书的想
法，于是拿起专业相机，亲自去寻访、
拍摄这些药用植物及其生长环境，用
照片来弥补手绘图的不足。

40年间，周繇教授的科考范围从
吉林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他采集
植物标本，拍摄植物照片，收集植物
数据，掌握植物用途，了解植物分布，
调查植物样地，孤身走遍了黑、吉、辽
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县旗。他平
均每年身处野外170天以上，每天睡
眠时间不足5小时。《中国东北药用
植物资源图志》里所配的13818幅彩
色图片，都是从他自己野外拍摄的35
万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

有人曾问周教授：“你不累吗？”
他回了一首诗：心中有梦想，责任敢
担当。考察有力量，传承有希望。周
教授解释说，中国的植物种类居世界
第三，应该有人把中国的植物拍好，
将其最美的状态推向世界，留给后
人。当然，催促他不停上路拍摄的，
除了使命感还有紧迫感，“很多植物
的品相在退化和改变，我们这代人想
拍、能拍，往后推50年，有的植物可
能就没有了”。

为写书野外科考40年
孤身走遍
东北地区大部分县旗

蜱虫肆虐的大小兴安岭、虎
豹出没的完达山脉、悬崖陡峭的
医巫闾山、蚊子猖狂的科尔沁草
原……为了拍照，几十年来周繇
教授出生入死，先后遭遇七次车
祸，经历过两次长达三昼夜的迷
路，多次与黑熊、野猪、毒蛇等狭
路相逢，还曾在山林间听过虎啸
和狼嗥。

除了凶猛的野生动物，在野
外科考还常遇极端天气。让周繇
教授后怕的是，有一回，在海拔
2000米的山上拍植物，天空突然
飘来大片乌云，顷刻间暴雨如
注。周围都是矮小的草丛，几乎
无处避雨，他连忙用塑料雨衣罩
住相机、手机等，把身上所有带金
属的物品丢在一旁，自己躲在大
石头后面。一声声惊雷在头顶炸
响，足足打了将近一小时。他往
石缝里钻，幸而未被雷击中。

周繇坦言，自己并非名校教
授，前期是自费考察，为了省下钱
走更远的路，不得不省吃俭用。
他打趣道：“上山前我一般不会准
备吃的，一是背着太沉，二是能省
点儿钱，好在我‘专业对口’，一路
采些野果、野菜吃，也不会担心食
物中毒。”

不同于常规摄影，植物图样
收集的重点在于反映出植物的特
征。但为了把植物拍得更加美
丽、鲜活，周教授不仅起早贪黑，
炎热的中午他也不肯放下相机，

“中午光照充足，拍出来的小花小
果尤其生动”。他不断地换角度、
等光来，更新着自己的图片库，一
种植物往往要反复拍摄很多次，
为的是能优中优选。

撰写《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
源图志》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涉及
各类植物学科的内容，工作量很
大。冬天周教授几乎整日坐在电
脑前，坐到屁股生疮，连春节都不
给自己放假。出版社编辑项力福
地回忆到，去年，周教授在野外来
电话时曾经嘱托，称自己如果遭
遇意外或不测，想把这本书交给
某位老师替他继续完成……

曾遇黑熊、毒蛇
和七次车祸
一路吃野果
为省钱走更远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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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宇街上的
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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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
阅读、游历和爱情》

慢书吧

作者: 梁永安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 2022年5月

为什么我们活得那么累？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茫然？

我们被指责内卷，又被指责
躺平；我们被贩卖孤独，又被推
销爱情；我们被推向对立，又被
斥为无情……有人问，这代年轻
人怎么了？可是，我们也想问，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地生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
安从阅读、游历、爱情、工作、女
性、自我、修养、孤独、人格、社交
等 15 个主题切入当下青年群体
的时代症候，期望与青年人一起
突破对问题的单一认知，体会到
生活的无限可能与多元价值。

耿艳菊
蛋糕店门口摆起长桌，齐整整地

摆着两摞透明的包装盒，能清晰地看
到盒子里一个个圆滚滚的金褐色月
饼，鹅蛋那样大，表面一层酥皮裹着花
生、瓜子、黑芝麻、冰糖及五颜六色的
甜丝。

这是当地的一种老式月饼。外观
平实，味道清淡，不似新式月饼花样繁
多、浓烈甜腻。它就像我们普通人心底
的旧时月色，柔和、轻盈，微微醉、淡淡
甜，切切地让人怀念。

这家蛋糕店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前
夕制作老月饼，很受欢迎，尤其是上了
岁数的人，乘地铁换公交，大老远跑来
排队买月饼。每当蛋糕店门前排起了
长队，老月饼淡淡的甜香在空气里游
弋，便会喟叹又到了一年中月色最美的
时节了。

秋风起，木叶摇落，大地生凉，虫鸣
夜夜开音乐会。皎洁的月亮像一个安
静的听众，精彩处，洒在人间的月光更
明亮了，若溪水一样婉转清脆，那是明
月送给大地的掌声。这样的夜色又是
静谧安闲的，很适合“暗香襟里闻，凉月
吹灯坐”。

香是桂花香，楼下人家院子东南角
上的小花园里种着一棵，碗口粗，枝繁
叶茂，一树碎金子似的桂花在月光里轻
舞。窗户开着，甜香一阵又一阵随着秋
风浮上来。原本正开着台灯读一本小
说，不经意间抬头见圆盘似的大月亮当
空挂着，宛若一张慈祥温柔的笑脸。心
里怦然一动，遂放下手中的小说，关了
台灯，坐在阳台上赏月。小说里的爱恨
情仇，是是非非，无非是在诉说着人性
的复杂和人心的幽妙。而在一轮皎洁
的明月面前，似乎那些精巧的伏笔和生

动的语言，都失去了魅力。
望着静默不语又隐隐含笑的月亮，

忽然灵光一闪，这月亮岂不就是万物混
沌初开时，自然界送给人间的一部大作
吗？虽然太阳给大地带来温暖和光明，
但它有时不免有些暴烈了。只有月亮，
温柔地俯视着大地上的生灵，抚慰着人
间的苦难和忧伤。让人不由自主地想
起张若虚的诗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
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
江送流水。”古人今人写月的佳句颇多，
但最能击中人心，具有时空哲理意味的
莫过于这几句。

年年岁岁，人间那些悲欢离合大多
是在月下演绎的。尘世的宏大和幽微，
伟岸和平凡，高贵和朴实，聪明和愚钝，
欢乐和痛苦……都在月亮的注视下成
了一段历史，一抹烟尘。

凉月吹灯坐

项伟
临近中秋，母亲又在门口腌咸鸭蛋

了，这场面，我再熟悉不过。
母亲腌蛋，不是因为她爱吃，而是

为了我。作为一个生长在农村的 80
后，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母亲很少上
街买菜，一般都是自己种些菜、腌点咸
菜来下饭。母亲散养了一群鸡鸭，收了
鸡蛋、鸭蛋，就变着法儿给我们做韭菜
炒蛋、荷包蛋、鸡蛋羹吃，而我最喜欢
的，还是母亲腌的咸鸭蛋。

母亲也知道我爱吃咸鸭蛋，于是将
吃不完的鲜鸭蛋攒起来，等攒够了一定
数量，挑个晴好的日子开始腌蛋。先挑
出一些外壳完好的鲜鸭蛋来，用软毛刷
仔细地涮洗干净，小心地放进竹筐里，
在太阳底下晾晒个把小时。晒好后，母
亲将鸭蛋搬回屋里，倒上一碗父亲平常
喝的白酒，一碟粗盐，再取出事先洗净、
晾干的大玻璃瓶和一叠小塑料袋，就进
入了腌蛋的关键环节：先将鸭蛋一个一
个地在白酒里浸泡一遍，再放到盐里打
几个滚，递给我，让我用小塑料袋接住，
系紧了，放到玻璃瓶里。待全部的鸭蛋
都安置好后，母亲用保鲜膜和橡皮筋将
瓶口仔细封好，在阴凉处存放起来。剩
下的就是耐心等待，在盐和白酒，还有
时间这位“魔术师”的催化下，二三十天

后，咸香、流油的咸鸭蛋就腌制成了。
腌好的咸鸭蛋，或蒸或煮或炒，是

难得的下饭菜。家里来了客人，除了家
常的时蔬、河鲜，母亲也惯用咸鸭蛋做
菜来招待。一道是“凉菜”，将几个煮熟
的咸鸭蛋各切成四瓣，碟子中间留半
个，当作花蕊，其余的像花瓣一样围成
数圈，乍一看，像一朵金灿灿的野菊
花。还真别拿咸鸭蛋不当“菜”，蛋白咸
嫩，蛋黄香甜，佐酒下饭，皆是相宜的。
这道菜，往往最早被“消灭”，事实证明，
味蕾是不会说谎的。而另一道是“热
菜”，肉沫用生粉、料酒、酱油、味精等拌
匀了，在碟里细细摊平，打上几个生的
咸鸭蛋，放蒸锅里一蒸，香气扑鼻的“肉
沫蛋”就成了。肉沫固然鲜嫩多汁，蛋
清的咸被肉沫部分吸收后，也是咸淡爽
口，而当冒着红油、醇厚香浓的蛋黄和
二者热气腾腾地融合，在口腔里来回打
转的时候，那滋味儿甚是甘美。

像“肉沫蛋”这样的荤菜，早年在农
村人的饭桌上，算是一道“硬菜”了，毕
竟肉和蛋，在当时都是奢侈品，只有客
人来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而在平时，咸
鸭蛋更多的是和咸鱼、咸菜等搭配。吃
蛋的时候，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将蛋的
空头敲破，挖出一个小圆洞来，然后伸
筷子进去，小心翼翼地挖着吃，直到鸭

蛋内里全部掏空的时候，除了那个小
洞，蛋壳依然完好无损，洞口向下，蛋壳
能在桌子上立起来。因为太下饭，就一
个咸鸭蛋，盛得冒尖的米饭往往能干掉
好几大碗，母亲常常笑着打趣道，这么
吃，快要养不起了！

中秋节之前，母亲会特地多腌一些
蛋，除了自家吃的，还要分给奶奶和外
婆。外婆和我们同村，母亲提着活的鸡
鸭、咸蛋，带着我，沿着长长的河边小
路，一直走到外婆家。外公外婆自然是
喜出望外，杀鸡宰鸭，还拿出平时舍不
得吃的腊肉和罐头招待我们。当然，外
公还会用自制的烤炉，制作喷香、酥脆
的月饼给我们解馋，馅料有豆沙、五仁、
梅干菜等，但我最爱的，还是蛋黄月饼，
香甜不腻，入口即化，让我至今想来，还
时不时地吞咽口水。

多年以后，每次听到邓丽君的那
首“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
背着一个胖娃娃”的时候，我就会不由
自主地回想起和母亲一起提着鸡鸭和
咸蛋去外婆家的场景。如今二老早已
仙逝，河边的那条小路，也好多年没走
了。中秋节的时候，母亲依旧会习惯
性地多腌一些咸鸭蛋，只是故人已去，
再也没有人给我们做好吃不腻的蛋黄
月饼了。

母亲的咸鸭蛋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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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听雨半山听雨
方缘

坐下来，挑一处雨水没有到访的石凳
我们并排着，间隔刚好
一个人的距离

竹叶就这样被雨水降伏，亮出内心
的柔软
一滴晶莹恰巧落在我的额头
它倒放另一个画面

我们在一段过往里推心置腹，一个人
的半生在烟火里燃烧
时光轴沿着雨水的轨迹游走

怀里的莲子泛着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