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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是产梨重镇，品种多样，其中以莱阳梨最为著名，药用价值高，独有原儿茶酸成分，

莱阳梨膏的止咳效果是川贝母的80倍———

“莱阳梨”起源的传说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本报通讯员 李 梦

“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赶大
集。”农历八月，莱阳梨就要上市了。今年
夏季雨水多，莱阳梨长势不错，正是“千果
万果压枝低”的时刻。

莱阳现在一年有两个“梨节”，一是4
月20日的梨花节，举办于梨花连阡接陌之
际；二是9月26日的“大梨节”，借着梨果
成熟和五湖四海的客商、游客，共享丰收的
喜悦。眼下，“大梨节”渐近，梨农们正在
作采摘的准备。

我国栽培梨的历史悠久，《诗经》中有
“山有苞棣”的记载，其中安徽、河北、山
东、辽宁四省是中国梨的集中产区，栽培面
积约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山东烟台是产梨重
镇，品种多样，其中以莱阳梨最为著名，不
但好吃，而且药用价值高，因为独有的原儿
茶酸成分，莱阳梨膏的止咳效果是川贝母的
80倍。

但记者采访中发现，名声在外的莱阳
梨，其来源却扑朔迷离。

与阳信鸭梨都属于白梨系

9月14日，莱阳市果树站站长戴振建向
记者介绍，世界上梨的种类有四种：即原产
我国的白梨、秋子梨、沙梨和外国的西洋
梨，山东比较有名的莱阳梨和阳信鸭梨都属
于白梨系。

在莱阳，莱阳梨又被称作莱阳茌梨、莱
阳慈梨，或简单称作莱阳梨或茌梨，这其
中，因为“茌”字的专指性，引发诸多猜
想。

“茌”字新华字典上的义项有二：一是
茌平，地名，在山东聊城；二是姓。无论是
作为地名还是姓，都源于茌山。茌平处于黄
河冲积扇平原上，并没有天然形成的山，所
谓的茌山，位于今天的聊城市茌平区城南20
公里，当地叫金牛山，考古学上叫教场铺遗
址，高4米—6米，总面积5万平方米，外貌
是个大沙丘，壮如卧牛。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孙波对记者说：教场铺遗址其实是
一个堌堆，属龙山文化遗址，因为平洼之地
易被水侵，古人就建堌堆而居。

这是“茌”字的本来面目。“茌”字如
此独特，就不能不引发“莱阳梨”在“茌
平”的种种联想。

莱阳梨的来源，有三种传说：一是清中
叶刘禨移种说。1935年出版的《莱阳县志》
记载：“茌梨，莱梨名驰南北，为果中上品
者指此，相传邑人于茌平得来。”在莱阳照
旺庄镇前发坊村，人们普遍传说，清朝乾隆
年间，本村一位名叫刘禨的人在省布政司任
布政参议，其自茌平将茌梨移种到莱阳，言
之切切，并有墓碑、家谱和布政参议的铜腰
牌为证。

二是清初张凤采移种说。相传清朝初
年，莱阳举人张凤采任茌平教谕，视学冯屯
学校时，途经范庄梨园，品尝茌梨后，倍加
赞赏，称为梨中上品，到他致仕还乡时，从
茌平带了几株果农嫁接好的小梨树苗移植到
他的家乡莱阳县。

1935年出版的《莱阳县志》记载，张凤
采是海阳大嵩卫（今凤城，清朝雍正以前属
莱阳）人，他“清顺治年举人，授茌平县教
谕殚心训迪”，并特别说明莱阳梨相传于茌
平而来之事。

聊城市茌平区史志办提供的《茌平县志
1997》记载：茌梨，传统产品，因源于茌
平，故名。冯屯镇范庄位于徒骇河东，四新
河西，沙质土壤，水质甘甜，宜于梨树生
长。清初，村东北有一梨园，梨子青绿色，
长圆形，皮凹凸，布有黑点，两端细，以个
大核小，肉白细嫩，甘之如饴，风味独特而
闻名，它与烟台苹果、肥城肥桃并称“北方
三杰”。莱阳举人张凤采，清康熙年间任茌
平教谕，将茌梨移苗莱阳，面积越来越大，
后培育成闻名的莱阳茌梨。

三是明万历年间任翀移种说。2008年，
山东平原县有人称，该县《平原县志》记
载，明朝万历年间，曾有一位叫任翀的莱阳
人在该县任过知县。平原县所产金香梨和茌
梨是近亲，非常相似，于是有人认为，平原
金香梨或茌梨由任翀传入莱阳。2009年，
《莱阳历史文化溯源》一书中，首次将此说
采编入书。

莱阳梨被叫茌梨因讹传讹？

9月14日，记者采访到莱阳市原梨文化
研究会会长丁信忠。丁信忠对莱阳梨发展历
史了如指掌，是“活化石”般的人物，目前
已经退休，但他对莱阳梨仍一往情深，谈到
莱阳梨如数家珍，他认为莱阳梨并非来自茌
平，被称作茌梨是一种因讹传讹，对莱阳梨

来自茌平的三个来源传说进行了否定。
丁信忠介绍，莱阳农学院自1955年开始

考证莱阳梨的起源，1959年其果树栽培教研
室发表的《山东梨树资源中存在一个“茌梨
系”》一文中载，茌平县无茌梨记载，“目
前只分布极少数与茌梨相似的梨，且树龄
小，只有四五十年”。1984年—1987年，莱
阳农学院又成立莱阳梨研究专家组，重新考
证莱阳梨的起源，历时四年，专家们专程赴
鲁西茌平、鲁南等有梨树种植的县市进行调
研，结果发现“茌平县历史上并无茌梨品种
和茌梨的近亲品种，只有平原县有金香梨与
莱阳梨属近亲品种，但晚于莱阳梨”。

最有力的证据是“树龄”。1961年，山
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在莱阳发现了“梨树
王”，并把梨树王的照片和简介登载在《中
国果树志》。当年，中国果树研究所的几位
工作人员来到莱阳，鉴定其树龄为380年，
并将其誉为全世界最古老的梨树。

“梨树王”的年龄是380岁，这就直接
排除了清朝乾隆年间（1735年—1795年）刘
禨将茌平的茌梨移种到莱阳的可能，因为乾
隆年间到1961年只有200年左右的时间。此
外，莱阳还专门考证了刘禨的历史，证明其
在任省布政司任职期间未到过茌平。

顺治年间张凤采移植说也不符合树龄。
清朝顺治帝1644年入关，在位共18年（1644
年—1661年），即使从顺治帝在位的最后一
年1661年算起，到1961年也才300年，与380年
的树龄不符。因此，此说也被否。

三是明朝万历年间任翀移种说没有证
据。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7月），
距离1961年最少341年，最多388年，和380年
的“梨树王”树龄相比较，如果任翀在万历
初年于平原任职，倒是“擦点边”。但莱阳
梨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查阅了康熙和民国两套
《莱阳县志》及另一部莱阳历史人物志《莱
阳世家科名录》，并到全市有“任”姓的村
庄走访调查，未发现任翀的任何历史资料，
也没有人听说有“任翀”其人；莱阳农学院
还派人奔赴平原县专门调查，也无所获，再
者平原县的金香梨远不如莱阳梨出现的年代
久远。因此，明万历年间任翀移种说也不能
成立。

丁信忠认为，莱阳梨多种起源说主要原
因是在“茌梨”这个名字上，由“茌”而引
出种种误传。莱阳梨为什么叫“茌梨”？经
查，迄今为止，1935年出版的民国《莱阳县

志》记载莱阳梨为“莱阳茌梨”不假，但这
个说法此前未见记载，即在1935年之前的历
史文献中，查不到“莱阳茌梨”这个表述。

莱阳梨文化研究会人员从获得的一份资
料中得知，早在1912年，日本人恩田铁尼到
莱阳考查莱阳梨并将莱阳梨移嫁到日本，他
撰写的《果树栽培学》一书中称莱阳梨为
“慈梨”，当时在日本国和其占领的我国东
北地区的各类报刊上，皆称其引种的莱阳梨
为“慈梨”，而非“茌梨”。后来，我国著
名果树专家吴耕民先生考查后断言：“日本
移嫁的慈梨就是莱阳的茌梨，‘茌梨’应该
叫‘慈梨’”。

为进一步论证，丁信忠还讲了一件发生
在1963年的“趣事”。当年，莱阳县县长韩
逸生和黄崖底村党支部书记蒋日升一同到济
南参加省人代会，见到了茌平县长。因为那
时都叫莱阳梨为茌梨，韩逸生就说：我们的
莱阳梨有来自茌平一说。结果茌平县长比较
吃惊，说在当地没见到过这种梨。开会回来
之后，莱阳县“慷慨”送给茌平2000多棵梨
树苗，茌平县将这些树苗种植在三个乡镇，
结果这些树苗水土不服，陆续死去，活下来
的很少。丁信忠认为，这个事例充分说明，
莱阳梨并非原产茌平。

综上所述，当年的莱阳梨文化研究会认
为，莱阳梨起源诸说不能自圆其说。莱阳梨
是用莱阳本地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杜梨树作母
本嫁接培育而成的优良梨种，在莱阳繁衍了
400年以上，这就是莱阳梨的真正起源，只
有在莱阳特有的厚沙土质中，才能造就这样
独特的品质。

莱阳梨年总产量达10万吨

对莱阳梨的“出处”，也有专家表示了
审慎的态度。莱阳市果树站站长戴振建认
为：莱阳梨在本地确实长期叫“茌梨”，同
时也有“慈梨”的说法，应该说，目前莱阳
梨的真正来源没有明确定论，是一件“无头
公案”。

从语言学上说，Z、C、S是平舌音，
ZH、CH、SH是卷舌音，在我国南方方言
里——— 比山东的方言古老，很多地方C、CH
不分。因此，“茌”和“慈”虽然字不同，
但从语音上难以辨别不同；而且，“茌”作
为地名，更有可能作为水果的名字。

还有，茌平处于鲁西平原上，曾受黄河
改道冲决，现在茌平的水土不适宜种植茌
梨，但在黄河冲决之前，该地是不是曾经有
过适宜种植茌梨的时候？

任何一个物种都是从悠远的历史深处走
来，莱阳最古老的梨树通过年轮推算，可以
推到400年前，但“400年前在哪里”，仍然
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
今天莱阳梨的美誉。

正宗莱阳梨种植在一条沿着五龙河边南
北蔓延的油沙地上，尤以河岸前后发坊、芦
儿港、肖格庄、大小陶漳、前后照旺庄等村
的质量为优。五龙河河岸的沙土有机质含量
丰富，云母含量多，对树木的生长起到重要
作用；加上胶东半岛空气比较湿润，昼夜温
差大，十分有利于梨的糖分积累，因此莱阳
梨含糖量特别高，达百分之十六左右，比一
般梨含糖量高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如今，莱阳梨是莱阳人的一张致富名
片。莱阳梨年总产量达10万吨，其中传统莱
阳梨1 . 1万亩，产量2 . 2万吨，中国农业品牌研
究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榜”中，莱阳梨品牌价值达到5 . 65亿元。莱
阳也从单纯卖梨积极向精深加工转变，开发
梨汁、梨膏、梨罐头、梨干、梨脯、止咳糖
浆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系列产品。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刘 勇

9月初，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山东渔
民开海捕捞，渔港码头一片繁忙。生态养
海，和谐共生。海洋贝类作为地球上最早的
居民之一，天造地设，形色奇特，大如斗，
小如粟，艳若桃李，素如温玉，记载着一段
段生命的旅程。

在山东博物馆“三千玲珑——— 中国海洋贝
类展”上，七枚商周时期的贝币，历经三千年
岁月，仍晶莹玉润，向观众讲述着古老的故
事。距今4000—6000年前，沿海先民食用后的
海产贝壳，堆积如山，广布于辽东半岛至广东
沿海，今人谓之“贝丘”。

在贝丘中，有的还混杂着多种海鱼骨骼、
鱼鳞及捕捞工具。有的贝丘遗址含有软体动物
20多种。可见，我们的祖先涉猎的贝类有很多
种类，先民们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地
积累着海洋贝类的知识。

贝丘并不是现在才被发现。《左传·庄公
八年》记载：“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
田于贝丘。”可见，贝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
已被人们知晓。

远古先民们之所以长期从事贝类采拾，一
是当时浅海滩涂贝类资源极为丰富，二是生产

力水平低，采抬贝类是最适合当时海滨地区生
产力水平的生产活动，贝类的肉是他们维持生
存的主要食物。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货币之一就是贝
币。最初使用天然海贝（主要是腹足纲，宝贝
科的货贝和环纹货贝）。后来由于海贝不能满
足社会需要，出现了骨制、陶制、铜制等各种
仿制贝，最后过渡到金属货币。据考古资料来
看，在商代就是用贝壳作货币了。使用贝壳作
货币的高潮是商代和周初。展览上的山东博物
馆藏贝币频频引人驻足。

关于贝币的价值，根据一件西周时期的

青铜器上的铭文推算：玉璋的价格是贝币八
十朋，折合十田土地。十枚贝壳为一朋，约
一百亩土地为一田。也就是，一个贝壳竟然
能买到一亩地！难怪《诗经·小雅·菁菁者
莪》中的主人翁那么高兴，因为“既见君
子，赐我百朋”！

说到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古人为什
么会选择贝壳作货币，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广
大地区为什么要以产于千里之外的海贝作货
币？

贝壳本身是名贵的装饰品，这就使它本
身具有使用价值，是它能够成为货币的重要

条件；贝壳坚硬耐磨，不易损坏，适合作为
货币反复使用而不减少数量；贝壳个体小，
既容易串成较大的使用单位，又容易分散成
较小的使用单位；中原地区不易多得，因而
价值较高等。

另外，千贝千象，举世无双。我国古代认
识海生软体动物类别过程中，逐渐注意到记述
它们的特征和分类原则的重要性。采取了多样
的分类原则，而又具一定的分类系统。所认识
和记载的类别，已经包括了海生软体动物的主
要三纲，即双壳纲、腹足纲和头足纲，区别和
记载了其中的多个种类。其中明《本草纲目》
就记有数十种，《闽中海错疏》记有约50种，
加上《广东通志》和《康熙字典》及《古今图
书集成》等增记的某些种类，就可达近百种，
成就巨大。

在明朝，珍珠资源的保护问题，已出现了
理论上的评述。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珠
玉》中评论：“凡珠生止有此数，采取太频，
则其生不继。经数十年不采，则蚌乃安其身，
繁其子孙而广孕宝质。”他正确地指出了人为
过度采取，就会造成资源枯竭，提出了有利于
珠母贝繁殖的措施。

人，向海而立，谋海为生。俯仰古今，从
捕鱼拾贝、弃而成丘；到鱼盐之利，舟楫之
便；再到船开航兴，千帆竞进；至今日，牧海
唯真，兴海运昌。贝，作为一类海洋生物，早
已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幻化为一枚别致精美
的海洋文化符号。

你听！来自大海的声音

200余件篆刻作品

铭刻脱贫征程
据北京日报，近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主题的“印记中国2020——— 决战脱贫奔小康大众
篆刻作品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200余件大众篆
刻作品集中亮相。创作者们围绕“脱贫攻坚”“抗
击疫情”两大主题，在方寸之间记录中国不平凡的
2020年。

走进中华世纪坛展厅，一方方印章大小不一、
造型各异，循着印章上豪壮飘逸的书法、生动传神
的抗疫绘画，观者的思绪被拨回疫情最初袭来的时
刻。印章“大疫突袭 果敢出手”“这是一次危
机，也是一次大考”，镌刻下大疫突袭时刻，举国
吹响抗击疫情的号角；印章“白衣执甲 逆行出
征”“雷神山 火神山”，体现出全国人民上下一
心、携手抗疫的有力行动。

在参展作品中，还有不少印章展现了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的伟大历史征
程。展览中的一枚枚印章，还蕴含着新时代创新强
国、科技强国的力量。这些印章用材丰富多元，除
了实木、石料、铜等传统用材，还采用了新型石
墨、SLA光敏树脂、玻璃纤维、复合微孔准直玻
璃、玻璃微珠等新材料，共计19种之多。

此次活动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中国艺术研究
院篆刻院主办，将免费展出至10月24日。

柳岸为春秋四大美女作传

据北京日报，历史上，息妫、夏姬、齐文姜、
西施被称为“春秋四大美女”，她们的故事一直流
传至今。近日，女作家柳岸推出了新书《文姜
传》，这也是“春秋名姝”系列丛书的第三本。

谈及“春秋名姝”系列丛书的创作历程，柳岸
表示，春秋是一段比较模糊也比较有吸引力的历
史，“名姝”就是美好的女子的意思。“四位传奇
女，一部春秋史”，从时序而言，这四位名姝涵盖
了春秋整个时期，并且四位传奇女的身份非常尊
贵，其中三位是国君的女儿，三位是君夫人，都与
政治密切相关。其中，文姜是齐僖公之女、齐襄公
异母妹、鲁桓公的夫人、鲁庄公之母。历史记载，
文姜的婚姻一波三折，同时她对齐国的发展起到过
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史书中寥寥数笔，但一些细
节值得深入发掘。

分享会上，柳岸还透露，该系列的《西施传》
已经完稿，预计于2021年出版。

据北京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前宣布，将
推出首届《中国歌曲TOP排行榜》。

《中国歌曲TOP排行榜》是国家级流行音乐奖
项，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流行音乐文化品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副召集人毛才桃透
露，今年全新升级后的《中国歌曲TOP排行榜》将
扩大规模，在手段、机制、内容三个层面上进行创
新；从评奖权威性、业界影响力、音乐专业度、内
容时尚感及全媒体融合布局“五大维度”进行优化
升级。毛才桃表示：“我们联合了全国百家电台共
同参与，携手百名业界知名专家共同评选，同时充
分利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强大的平台优势，打造国
家级旗舰式中国流行音乐大奖，成为国家主流媒体
引领音乐潮流、助力文化发展、助推经济振兴的典
范。”

《中国歌曲TOP排行榜》总导演夏雨透露，今
年总台拿出了非常优质的资源，进行全媒体融合布
局，同时共设置了十五个奖项。节目将在9月中旬
完成奖项初评，进而全面启动作品展播及拉票系列
活动，“最受欢迎”系列奖项也将在官方网络投票
平台——— 央视频进行网络投票。10月中旬，最佳系
列奖项将进行专家复评和终评，最终将于11月举办
颁奖典礼。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央视推出首届

《中国歌曲TOP排行榜》

据新华社，“在外国受众看来‘信息过载’的
时候，我们却觉得片子的内容依然不够丰富。这是
两个不同的视角。”日前，腾讯视频纪录片工作室
总监朱乐贤在江苏苏州举办的“解读中国的国际多
维视角”论坛上分享这些经验与困惑。

为期3天的2020新鲜提案·黎里真实影像大会近
日落幕，在技术变革浪潮中，国内外纪录片工作者
共同讨论创作中面对的新变化、迸发的新火花。

大会开设的“解读中国的国际多维视角”论
坛，由解读中国工作室与新鲜提案大会联合举办，
旨在为国际导演与制作人等行业人士搭建探讨与交
流的平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纪录片人在国际视角
下对中国纪录片行业的困境、挑战、机遇等进行了
深刻解读。

“我们有些时候在叙事方式和内容选择上做得
不够，尤其是宏大主题，比如小康这一主题，如果
我们跟受众讲GDP，观众记不住，但如果我们把群
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来，展现出这几十年
变化过程中我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受众更容易接
受。”东注文化制片人韩轶说。

除探讨长纪录片如何在宏大主题下进行跨文化
传播等命题外，论坛还讨论了小人物故事为何吸引
观众问题。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副总裁、大中华
区及韩国内容总编魏克然·钱纳表示，不管是剧情
类电影还是纪实性纪录片，对于拍电影的人来说，
最好的素材就是人物变化，真正能够吸引观众的就
是变化，也只有中国在过去40余年经历了如此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论坛促进了国内外纪录片
导演及制作人的了解沟通，让世界看到纪录片崭新
的创作形式与新的可能，有利于国内外纪录片从业
者携手寻找国际观众共鸣，打造向世界展现变化中
的中国最真实样貌的优秀作品。

中外导演纵论

“解读中国的国际多维视角”

“三千玲珑——— 中国海洋贝类展”上的清紫檀嵌螺镶玉如意

编者按
一颗梨子的文化内涵是什

么？从《诗经·晨风》中“召之
甘棠，秦之树檖”到“以梨命
名”的刘宋时代，再到如今形成
地域文化中最为绚烂、不可替代
的一部分。当它经历了千百年的
积累沉淀，便不再是一颗普通梨
子。山东作为农产品大省，几乎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类似梨子一样
集聚地域文化特色的果蔬。为
此，本报推出瓜果故事会系列，
请跟随记者的脚步，探究它们的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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