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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灯谜 

1. 坦克                 （体育用语）
2. 真心话对人说             （成语）
3. 独自挽弓伴夜光        （10 笔字）
4. 改变弱势任纵横        （12 笔字）
5. 枫树错落又红时       （陕西地名）
6. 绿色家居皆傍水       （陕西地名）
7. 开年头天好大雪 （宝鸡历史人物二）
8. 你不聚，我不聚，人人齐把病毒拒

                     （列国人名二）
   田守文 作

9. 就医赴巴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名词）
10. 安分可免心中怨       （11 笔字）
11.半落琼瑶吟别离     （2 字乐器名）
12.笔下惟留魏蜀吴   （4 字考试用语）
13.采石矶畔挂桅灯     （3 字日用品）
14.惨败全因受包围   （3 字地理名词）
15.父子一齐喊加油   （2 字乐器名二）

李毅 作
 

参 与 方 法 ：出 刊 后 3 日 内 发 至 微 信 ：
13891771088。答卷只写序号和谜底，注明真
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更多注释可查看宝
鸡灯谜公众号。按猜中数量和收到答卷时间
顺序，评出幸运读者。下期公布谜底和幸运读
者名单。

上期谜底 ：1. 海港 2. 新疆维吾尔 3. 那
曲余干上高 4. 大秦赋 5. 白雪、张也 6. 企 7. 下
巴 8. 再不是旧模样 9. 霖 10. 香水 11. 净进口
12. 扶贫 13. 崆峒山 14. 暖宝宝 15. 分区

 

幸运读者 ：
刘永安（河北）、张建东（黑龙江）、张宏阳

（陕西）、葛晓滨（湖北）、林瀚（广东）
 

（王商君整理）

同题作联   大寒

 

雪封大地玉魂在 ；

寒彻周天春意来。

（蒲朝阳）
寒雀蜷巢，苍松啸雪 ；

北风刺骨，滴水成冰。

（白   浩）
片片雪花，寒流暗袭人逢岁 ；

盈盈梅蕊，阳气初升日露春。

（仵晓静）
看冰封大地，雪漫群山，百虫皆遁匿 ；

欣老柳蓄芽，寒梅绽蕊，一岁又轮回。

（李安林）
雪舞山川妆玉景，长河冰瀑，梅红竹翠 ；

风狂草木老枯桑，寒鸟哀鸣，路旷人稀。

（卢小成）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创建文明城市
 

悬联求对

出句 ：雪称高洁难容世   （韦化彪）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天寒地冻蕴生意               （张   杰）

应对 ：
冬去春来薰暖风               （于龙江）
春暖花开思旧情               （杨柳青）
月淡云清萦梦魂               （田斌杰）
月朗竹青书梦篇               （王小红）
室暖茶香忆旧年               （何具征）
露冷霜重凝暖情               （何熙祥）
雪压冰封散馥香               （李周宣）
政暖民勤赢小康               （王   卓）
春暖风和启物华               （张永智）
新风古韵留墨香               （毛祎辉）
户闭门封除祸根               （张培兰）
国泰民安奔小康               （朱永强）
日暖风轻送笑声               （罗昱开）
春暖花开溢暗香               （辛列奇）
雪化冰消迎早春               （翟功印）
斗转星移重晚晴               （武列霞）
梅艳莺啼唤丽春               （强小林）
物阜民丰慰壮心               （于聪社）
月霁风和沐紫烟               （白   燕）
竹翠松青彰品格               （雷丙应）
月朗风清含暖情               （李显峰）
 

（王商君整理）

乌药传承流韵香
◎杨烨琼

秦 岭 太 白 大 山，因
物产极为丰富，被古人称
为“ 惇 物 ”之 山。“ 惇 物 ”
者，“ 高 广 而 物 产 丰 厚 ”
之谓也。

秦岭主峰太白山特
异的气候立体分布差异，
使得动植物也呈现出相
应的垂直分布特点。植物
品类的多样和数量的丰
富，使得这里自古以来一
直就被视为中草药的宝
库，加之草药质量上乘，
道医、草医、药工更是将
太白山视若草药圣地，形
成了太白山独特的草医
草药文化。

在太白山北麓的沿
山一带，一直流传着一种
以太白山草药为材料的具
有强身壮体、提高免疫力
功能的传统药膳：乌药汤。

有传说，当年药王孙
思邈隐于太白山先后凡
数十年，他采药行医、研
究太白草药的药性。为了
强身健体、抗寒抗病，他
以太白山特产的一味中
药附子（俗称乌药）与其
草药配伍应用，经过特殊
的熬制过程，使大毒的附
子变毒为补，成为一种具
有强体抗寒作用的大补
药膳。因以乌药（附子）为
主，故而俗称乌药汤，学

名叫附子汤。也有传说乌
药汤源自太白山道医草
医药工之手。不论出自何
人之手，乌药汤的食用在
太白山一带应当具有非
常悠久的历史。

由于乌药汤以大毒
的附子为主，若其配伍、熬
制等环节和过程稍有不到
处，所熬制的药汤就会危
及生命。所以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乌药汤只在熟知
药性的道医、草医和药工
中作为养生和强身健体的
秘方在使用。也有道医、草
医和药工在每年冬至之后
大锅熬制，舍于周围群众
食用的习俗。

因为乌药汤的熬制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
在道医、草医和药工中间，
流传着一个习俗，那就是：
舍于别人的乌药熬制好
后，必先由道医、草医或者
药工食用第一碗，待两个
时辰之后，食用者平安无
事时，才会开始舍食。这让
我们会想到神农尝百草的
故事、孙思邈太白山尝草
知药性、李时珍尝草识其
效、屠呦呦以身试药……
这一脉相承的都是悬壶济
世的情怀和担当。

道医、草医和药工在
太白山的大量活动，也渐

渐使得这种养生药膳被一
部分山民喜爱并传习而
得，被视为奇异之物。因为
采挖这种药膳所需的药材
不易，加之山民们在多年
实践中对乌药汤作用的认
可，所以人们口头有“宁舍
一碗肉，不给半碗乌药汤”
的说法，极言其珍贵。

我的老家在距离太
白山 30 多公里外的渭河
北塬上，虽没有食用乌药
的习惯，但从小就听过乌
药这个词和有关乌药的传
奇故事。

在我的老家如果说
到某人特别有精神、浑身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人们
常会说“你看某某某精神
得就像吃了乌药一样”。可
见人们对乌药价值和功效
的印象。也常听村里老人
们说“古今”（即故事），他
们会说到昔日旧事，他们
会说到附近某某庄一家财
东十八九岁的独苗儿子病
病歪歪，虽遍访名医，可总
不见起色的故事。据说后
来这家财东的一位住在太
白山某峪口的远房亲戚因
事来访，见状就自告奋勇
愿将财东儿子带回自家
调养。财东见客人甚是诚
恳，加之也别无好法，于是
就将儿子交由远房亲戚

带走。财东家人总不放心，
两个月后便前去看望，见
自家儿子身体已有起色，
甚是欣喜，便问是用何种
神方，答曰“吃乌药”。半年
后，一个强强壮壮的儿子
回到了财东家。老人们说
起这个故事来有鼻子有
眼，常让我有情景如在眼
前的感觉。这也更加深了
我对乌药的印象。

前段时间，应眉县天
源中草药公司曹总邀请，
让去品尝他家用祖传工
艺熬制的正宗“乌药汤”。
这之后我才对从小印象
深刻的“乌药”有了更多
的了解。

曹总名叫曹公义，他
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太白山
下，家族中从其曾祖父始
便世代以太白山草药行
医，悬壶济世，每到冬至后
就熬制乌药，分于虚弱者
服用。如今医技药术传到
他这里，已是第四代传人。
老曹为了更好地弘扬太白
山医药文化、传承好传统
技艺，他遍搜周边草药验
方及乌药汤熬制方，进行
深入研究、挖掘和整理，取
长补短，不断完善充实曹
家祖传配方，同时也把几
乎绝迹的乌药这种养生药
膳技术发扬光大。

从中医功效来说，乌
药汤具有回阳救逆、温肾
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
对于肾阳衰弱的腰膝冷
痛、精神不振以及风寒湿
痛等症的康复具有显著
的作用。

曹氏乌药汤，其选料
严谨讲究，操作精细，保证
了乌药汤的品质。在药材
配伍上，用产自太白山的
优质鲜附子、太白洋参、太
白手掌参、太白野党参、太
白大头黄芪等相配伍，讲
求君臣梁柱的互补互益，
使之更好更优地发挥出综
合效用。

曹氏乌药汤即“洋参
附子汤”已被眉县人民政
府确认列入眉县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支
持。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老曹已经举
办了三届“乌药节”，宣传
弘扬这一传统医药瑰宝，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传统
养生药膳，也让其造福社
会，幸福群众。

在老曹的公司，我们
品尝着苦中略带甜的乌
药汤，感受着他传承优秀
中草药文化传统的精神，
也感受着这种传承的流
韵芳香！

宫灯 ：

映红百姓好光景
文 / 图  王商君

进入腊月，离春节就
越来越近了，张灯结彩的
景象便会越来越多。商场
中《步步高》等喜庆的乐
曲从耳畔飘过，年便如同
浓墨洒在宣纸上面慢慢
氤氲开来，人们逐渐开始
忙活年货采购啦。

在凤翔县城关镇福
盈门工贸有限公司的宫
灯生产工坊，工人们还在
忙着制作宫灯，他们要抢
抓春节和元宵节这一波
行情。眼前那些丝质、皮
质、绒质的大大小小的宫
灯，将整个车间映照得亮
亮堂堂、红红火火，相信
谁身在其中也会被这种
喜庆感染的。

据记载，宫灯始于东
汉，盛于隋唐。宫灯即宫廷
花灯，是中国富有特色的
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具有
浓郁的地方特色，顾名思
义，宫灯在皇宫中悬挂。过
去家道殷实的人家在大门

口都会挂灯笼。逢年节家
家户户都会挂起象征团圆
的红色灯笼，用此来营造
一种喜庆的氛围。

福盈门宫灯厂成立
于 2014 年, 说是厂子，其
实就是一个手工制作宫
灯的作坊。年轻的厂长卢
小武，从小就勤劳聪慧、
敢拼敢干，中学毕业后，
自己先做电器经营，后来
他发现宫灯制作有较大
的市场发展空间。于是，
创业路上，他勇敢转身，
带着村子中几个会做宫
灯的工匠，大着胆子闯进
宫灯生产制作这一行。这
一干，也是近十年了。经
历了这些年的摸爬滚打，
小作坊已经成长为拥有
几十号工人的乡村企业。

一个乡村企业的成
长，背 后 是 辛 勤 的 汗 水
和说不尽的坎坷。起初，
他们依靠自己的精湛手
艺，很快就制作了大量产

品，但如何让产品变现的
“拦路虎”，叫他们逐渐意
识到，销售才是最核心的
问题。一次次的碰壁，一
次次的坚守，他们终于明
白，好产品好质量才是立
身市场的唯一法宝。在抓
好每个生产环节、从源头
上杜绝残次品流入市场
之外，他们还从宫灯的造
型 上 寻 求 突 破，力 求 创
新，使之美观多样并具有
独特的设计感，以此吸引
消费者。正是这些全新的
经营和设计理念，让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声
名鹊起，宫灯产品销往省
内西安、陕南、陕北以及
宝鸡的三区九县。

福盈门宫灯作坊的
生产和经营，得到了镇村
的扶持，在厂子的租金上，
村委会给了他们很多的优
惠。厂子经常参与村里组
织的多项公益活动，从而
也得到了乡亲们的支持。

早在八年前开始创办这个
小作坊时，卢小武就把贫
困乡亲挂在心里，当年招
收了 4 名家庭困难的乡亲
到作坊做工。2020 年底，
这几户贫困户彻底摘帽脱
贫，他们对于未来的生活
有了更大的奔头。

马村村支书范勇军
称赞宫灯厂为村民脱贫

致 富 出 了 力，还 吸 收 了
村子里更多的闲散劳动
力 来 厂 子 上 班，每 年 给
这些劳动力发放工资将
近 50 万元。

回来的路上，那些红
红火火的宫灯还在我的
心中闪耀，它典雅庄重、
亮亮堂堂，映红了百姓的
好光景！

火晶柿子
◎韩玉

火 晶 柿 子，色 红 如
火，晶莹剔透, 如水晶而得
名。形状大小如乒乓球，皮
薄如纸，含糖量高，清甜凉
爽，属柿子中的上品，为陕
西关中地区特产。自汉唐
以来，西安临潼区的骊山
一带已有种植，经两千多
年栽植培育，后来就遍布
关中地区。我家周围的田
间地头、荒坡塄坎之上就
分布着许多柿子树，有些
已经有上百年的树龄。柿
子树对生长环境要求低，
极易存活，不需施肥和喷
洒农药，朴实不娇贵。在过
去饥馑年代 , 火晶柿子是
人们重要的充饥辅食。

小时候，每年到了秋
季，柿子还没有完全成熟
时，由于虫害的原因, 有
些柿子在树上已经变红
软化，我们叫这样的柿子
为“蛋柿”。“蛋”在这里是
软的意思。蛋柿大多数里

面有虫子，那时的娃娃也
不讲究，抠掉里面的虫子
就 往 嘴 里 塞，虽 没 有 成
熟后摘回家放软那么甜
爽，但也能满足孩子们对
甜美的欲望。放学之后或
者星期天爬树摘蛋柿又
成 为 我 们 的 一 种 乐 趣。
由于柿子树木质较脆易
折，攀爬柿子树危险性极
高，有人摔断胳膊腰腿，
还有的出了人命。大人不
许娃娃爬树，我们就偷偷
摸摸地去。我从出生就吃
的奶粉，那个年代和奶要
加白糖，再加上爷爷对我
非常疼爱，经常给我买水
果 糖，因 为 吃 糖 多 的 原
因，我对甜的东西没有别
的 孩 子 那 么 稀 罕，到 现
在 我 几 乎 不 吃 甜 食，所
以对蛋柿也就不是很喜
欢。但那时正值活泼、淘
气的年龄，只是觉得一块
爬树好玩，自由自在没人

约束，在树上摘蛋柿、掏
鸟窝，在树下打扑克，追
逐嬉戏，非常有趣。当然，
也有扫兴的时候，正骑在
树杈上玩得高兴呢，却被
大人发现，他们大老远地
喊着、骂着，既害怕这些
毛孩子踩断树枝，糟蹋柿
子，又担心撵得太急娃娃
从树上跌下来摔伤，只能
大老远大声吓唬，我们就
得赶紧溜下树来，一阵风
跑得远远的。

每 年 到 了 深 秋，泛
黄的柿叶随秋风萧瑟落
尽，橘红色的柿子垂挂枝
头如霞似火，给金秋的丰
收画卷抹上了浓浓的一
笔。霜降过后，柿子完全
成熟，遭霜杀后的柿子褪
尽了涩味，愈发红软。庄
稼人这时地里也没有什
么活，于是大人就背上背
篓, 拿着长长的钩子爬
坡上树把柿子摘回来，经

过霜冻洗礼变软后的火
晶柿子，色胜红袍、味比
琼浆，此时就挑拣卖相好
的，装在竹筐里，天不亮
就用架子车拉到城里去
卖。柿子最怕运输途中颠
簸，皮薄易损。也有特别
细心的人，担心柿子有丝
毫的磕碰，不嫌劳累，用
扁担挑着两个装满柿子
的大竹筐, 走十几里路进
城赶集，去换个油盐酱醋
的钱，补贴家用。有的把
卖过剩下的柿子，剥掉皮
和上面粉，烙成馍，娃娃
们装在书包里当零食，由
于不用发酵，是死面馍，
咬着硬而且粘牙，不过相
较平日里常吃的锅盔、馒
头，多了些香甜，娃娃们
也喜欢。

如 今，一 批 批 年 轻
人领着娃娃进城务工、上
学，当年树上树下的热闹
景象已不复存在。如今物

资丰富，四季都有可吃的
水果，柿子已经不再受宠,
只是偶尔改换口味，尝个
新鲜。近几年虽有外地客
商来收购做柿饼，但采摘
者甚少。以至于柿子在树
上变软，尽管一片火红景
象，就像满树挂着小红灯
笼，非常好看，可惜都留
给了喜鹊、麻雀啄食，之
后落得满地都是。前年冬
季，我回到老家住了一段
时间，去小时候的柿树林
散步，踩着沙沙作响的落
叶，看着过去爬过的柿子
树，满树红彤彤变软的柿
子，目之所及，皆是回忆 ；
心之所想，皆是过往。寒
风吹过，忽觉一丝凄凉，
又更觉惆怅，心头涌上了
阵阵酸楚，树还是当年的
树，而曾经的少年已不再
年少，当年树上树下的欢
声笑语历历在目，久久浮
现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