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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张蓓

萝卜，是我国北方秋冬时节常见的蔬
菜，尤其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冬季储藏白
菜、萝卜更是一代人的记忆。将萝卜当水果
吃，甚至如今萝卜论“根”卖，却是潍坊独
有的“景”。

“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县的萝卜
皮”。与其说是带有“对比”味道的谚语，
不如说是老百姓将三者归于同类地理标志的
美好愿望。眼下进入秋季，天气转凉。此
时，潍坊市的不少田地里，地垄上的潍县萝
卜正滋润着大地的营养，奋力地向上生长。
在这片有着三四百年萝卜种植历史的昌潍平
原上，潍县萝卜文化历经播种、生根、发芽
等逐渐成长为一种特色文化。

当地人称“高脚青”

每到“白露为霜”的寒露时节，不少潍
坊人家的茶几上，潍县萝卜就成为“主
角”。冲上一壶热腾腾的茶水，伴随着氤氤
氲氲升起的水汽，再吃上一口辣中带甜的萝
卜，这就是一代代潍坊人秋冬季节的“味
道”。

一口萝卜、一口茶，简单的饮食动作却
蕴含着朴素的“保健”道理，正所谓“十月
萝卜赛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
开药方”。萝卜有着重要的营养和药用价
值，在中医里有着利五脏、消痰止咳、温中
顺气等功效。

潍坊境内有青萝卜、白萝卜、伏萝卜、
大巴萝卜、红萝卜、胡萝卜等多个品种。通
常所指的潍县萝卜是青萝卜，品种为二大
缨，其甜脆多汁，落地即碎，适宜生食与熟
食。由于大部分长成翠绿的颜色，只有一小
段白色的留在泥土里，潍县萝卜又被当地人
亲切地称为“高脚青”。

萝卜的“卜”一字，用潍坊方言音同
“贝”，一定程度上可见潍坊人对萝卜的喜
爱。萝卜的历史不短，其中在汉代文献中，
萝卜名为“芦菔”“芦萉”“罗服”等。
“萝卜”一词始于唐代，到宋代“萝卜”一
词使用更广，萝卜已成为大众食品。北魏时
期，潍坊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萝
卜种植的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编
修的《潍县志》中就有栽培萝卜的记载。此
后，《潍县志稿》《潍县乡土志》等，都对
潍县萝卜作了记述。

“按老潍县人的共同认知，潍县萝卜最
著名的产区是今潍城区北关一带，有谚语为
‘北宫后北宫前，齐家庄子刘家园’。”潍
坊市文史专家于家干的“味蕾”体验中自然
少不了潍县萝卜。据他介绍，白浪河穿潍坊
城区入渤海。在白浪河两岸冲积平原上，由
于多为沙质土壤，适宜于潍县萝卜生长。加
之白浪河历史上多次改道，适宜于种植潍县
萝卜的地域也甚为广阔。目前，潍坊各县市
区都有种植，甚至外省、外国都有引进种
植。

历经三四百年种植历史的潍县萝卜，如
今已经成为了潍坊市的一张名片，并得到了
业界认可。《中国萝卜》一书中就“秋萝卜

品种”列举了11种名优品种，“潍县青”是
其中之一。同时，在《山东省志·农业志》
第四篇第四章《蔬菜》之第二节《种类及名
优产品》中列举了7种名优特产，潍县萝卜
名列其中。

“快了萝卜不洗泥”

由于种植历史长，潍县萝卜已经从狭义
的蔬菜变为了带有潍坊印记的文化符号。潍
县萝卜文化出自百姓，与劳动人民生活息息
相关、丰富多彩，更是诞生了大量的民间传
说故事。对此，有学者就指出：“潍县是民
俗文化的厚土，潍县萝卜文化是长期传承于
这片肥沃土地上的一种特色文化。”

生于清末的潍县乡贤裴星川在他的《竹
枝词·咏潍县萝卜》中，就非常自豪地流露
出对家乡萝卜的钟爱：“潍县萝卜久驰名，
消食化痰善养生。叫卖声声甜又脆，清新悦
耳富诗情。”

不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市井人家，从他
们的笔下、口中传出了带有“拔出萝卜带出
泥”乡土气息的潍县萝卜文化。比如，在潍
坊当地广为流传的《萝卜仙子的民间信仰和
传说》《“萝卜憨”娶媳妇儿》《龙脉神泉
与萝卜仙祖》《吃萝卜喝茶的来历》等，更
是以食载道，以食寓道。

“潍县萝卜衍生出的文化现象，属于博
大精深的黄河文化的范畴。潍县萝卜的成长
史，正是国家级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
区内‘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真实写照。”于
家干说，潍县萝卜何时名扬，也是其研究的
一个方向。

十年前，于家干曾专访到了一位一辈子
经营潍县萝卜生意的当地人郭东庆。已故的

郭东庆住潍城南关大街，毗邻火车站，十几
岁就开始挑担卖萝卜。小本生意讲究的是精
明、会算账。当时的郭东庆主要是卖城南高
家楼村、徐家村一带的萝卜；冬季卖北宫一
带的萝卜，春节期间卖“洼”（即窖藏）过
的北关萝卜；春天，他则卖西关的萝卜，茬
细，水分大，不易糠。根据季节的不同，转
换不同产地的萝卜。

在郭东庆看来，潍县萝卜真正闻名天下
是在上世纪初叶胶济铁路通车后。当时，烟
台地区不通火车，胶东半岛大部分旅客外
出，都是由潍县上火车。潍县客流量的增
加，使潍县萝卜的知名度骤然提升。每到年
关，上万旅客云集火车站，大部分旅客上车
前要购买几个潍县萝卜，以解路途中的干
渴。

“春节期间，他在火车站一天卖到上千
斤萝卜，买的人多，来不及洗，用抹布一擦
就出手，‘快了萝卜不洗泥’的谚语用在这
里最合适！”于家干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的
手，一双经历岁月洗礼的手上满是龟裂的口
子，这就是冬天在凉水冷风中洗萝卜冻裂出
来的口子。

郭东庆曾与于家干谈起了“烟台苹果莱
阳梨，不如潍县的萝卜皮”谚语的由来。以
下是他记忆中的由来版本：早年，一烟台人
带着苹果与梨上火车，一潍县人带着萝卜上
火车，结伴下关东。五六天的路程，舟车劳
顿，二人感到浑身不舒服，各人拿出各人的
水果吃。潍县人吃了萝卜，头上冒汗，连连
嗝气，舒服了。烟台人吃了苹果，还是不舒
服。于是，潍县人拿一萝卜给烟台人吃，一
吃很辣，坚持吃下去，嗝出了一口气，很舒
服，又要了几块萝卜皮吃，连连嗝气，立马
舒服了。于是，“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

县的萝卜皮”的谚语就不胫而走。
不仅民间人士对潍县萝卜文化的研究孜

孜不倦，官方层面也愈发重视对潍县萝卜文
化的挖掘，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助推潍县萝
卜产业快速发展。比如，潍坊市寒亭区就组
织专业力量，对潍县萝卜文化进行了全面深
入系统地挖掘整理，编纂了50多万字的《潍
县萝卜》一书。在考证了萝卜及潍县萝卜的
栽培历史的同时，还搜集整理了有关萝卜的
民俗和民间故事。

小萝卜做成大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潍县萝卜就曾当成“国
礼”走出国门，送到了苏联。据有关资料记
载，当时电文中提到的“大萝卜”正是潍县
萝卜。有潍城区北关村群众在回忆中曾提
道：“当时北关的互助组、初级社种的潍县
萝卜，秋后都被刚成立的市蔬菜公司收购了
去。”

潍县萝卜文化的繁荣，也带动了潍县产
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种植面积扩大了，而且
知名度越来越高：潍县萝卜在2006年被国家
质监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0年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梳理潍县萝卜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几个
阶段。非商品生产阶段。潍县萝卜自开始种
植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终被当作
大众化的越冬蔬菜种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只有少量进入市场成为
商品。

商品生产初级阶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的20年时间里，潍县萝卜种植面积
逐年递增，潍县萝卜由最初的自吃开始进入
农产品销售商品范畴。标准化生产大发展阶
段。随着种植管理技术不断进步，潍县萝卜
以良好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赢得了越来越
多的好评。

于是，萝卜论“根”卖也就成为一种现
象。逢年过节，潍坊人走亲访友的礼品里总
会有潍县萝卜的“身影”。莫看这一根根的
潍县萝卜，却是寄托了当地群众对客人的尊
重。记者有一位朋友颇为心细，前几年快递
尚未发达时就为外地同学寄潍县萝卜，最后
一算账快递费比萝卜还贵。即便如此，也没
有阻拦住他想让外地同学尝一口潍县萝卜的
心意。

一个产业做大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当
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近年来，潍坊市也非
常重视潍县萝卜产业的发展，2017、2018、
2019，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
出，扩大“潍县萝卜”的地域品牌影响力，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潍县萝卜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二字。比
如，潍坊市从2017年开始实施“潍县萝卜品
质提升工程”，目的就是通过创新而促进潍
县萝卜的发展，收集、保纯该市各类型的潍
县萝卜品种资源，提高潍县萝卜品种的整齐
度，并针对国内市场需求，开展了辣味较淡
的潍县萝卜杂交品种选育研究。

如今，潍县萝卜文化、潍县萝卜产业已
经相融，在融和中迸发出果实。在潍县萝卜
主产区的潍城区、寒亭区，已经在尝试用文
化反哺产业，每年都会举办各自的萝卜节，
让萝卜成为节会的主角。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再过些许时日，潍
县萝卜也将迎来丰收。

□ 周学泽

9月16日，我到黄河岸边的齐河县参加了
一个有关黄河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北
京、陕西和山东等地的专家献言献策，谈黄河

千古事，谋保护发展计。
今夏多雨，路经黄河大桥时，看了一下黄

河，河床宽长，水波稠沉。很多次“穿越”母
亲河，每次内心都会翻起一点波澜。印象最深
刻的一次，是在宁夏的沙坡头，看到黄河竟然
就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 这地方据说是王维
写《使至塞上》的所在，至今可以看到“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但当苍凉雄浑
的美和飞沙走石的冷揉在一起，你是欣赏艺术
之美，还是接受砂砾粗暴的现实？黄沙吹过黄
河，日积月累，竟然把对面的山都覆盖了一
层——— “黄河两岸是沙漠”，那次穿越黄河，
让我彻底明白了黄河在生态上的局促。

这次到齐河，开车的严师傅，经常参加黄
河流域研究活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除了源
头青海没有去过，其他的省区都走了个遍，他
印象最深的是陕北。他说：陕北发展不起来，
主要是生态条件太差，土坡山长不起树木，连
草都长不全，怎么能长别的呢？

黄河泥沙利弊同在，我国农业的主产区之
一——— 黄淮海平原的形成，黄河泥沙是“大功
臣”，如今黄河三角洲仍以每年１万亩左右的
速度填海造陆；黄河泥沙也富含矿物质，滋育
了沿海物产，济南的黄河大米、东营黄河口的
对虾和刀鱼、宁夏的枸杞和大米，都很有名
气。以宁夏的大米为例，松软无比，有入口即
化的感觉，在清朝是皇家贡米，吃者无不“食
之难忘”。但“黄河”之“黄”，更多是害，
而不是利。

《诗经·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
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西周至春秋时期，
黄河水都是清的。司马迁的《史记》中，黄河

谓“河”，不见“黄”字。从“河”到“黄
河”，经过长时间的演化。黄河之名正式出现
于西汉时代，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记载西汉初年事——— 封爵之誓曰：
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
裔；同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黄河”
的记载：常山郡元氏县“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
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东汉以后的文献多
称“河”为“黄河”。

听山西省黄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黄
河网总编张稳柱在座谈会上发言，有一句话让
人难忘：黄河流域“从西到东越来越富，到了山
东，面向大海，山东是最富的。从西到东资源越
来越富集，但是从东到西越来越穷。今年是脱贫
攻坚的关键年，黄河流域的贫困县非常多。”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南北差距，也
有东西差距，造成这两个差距的原因众多，比
如在海洋贸易繁荣的时代，西部有不临海的劣
势，没有沿海发展“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便
利，但无论是南北差距还是东西差距，生态是
根本中的“根本”。

我国北部和西部发展慢，与生态条件相对
较弱密不可分。由于黄河泥沙量的增多，使得
下游河床淤积严重，成为中国历史水患最为严
重的河流。自公元602年至1938年，黄河下游
决口1590次，改道26次，在华北平原形成了面
积巨大的黄泛区。

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
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观察
可以发现，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存在由西向东的
移动轨迹。周朝定都镐京，周朝灭后，东周无
奈迁都洛邑；秦汉分别定都咸阳和长安，晋朝

开始定都洛阳；隋唐定都长安，但洛阳地位越
来越重要，武则天特别喜欢洛阳，说此地是
“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还说“水陆
通，贡赋等”，公元690年，武则天迁都洛
阳，后继李唐重返长安，但在唐亡前夕，第19
任皇帝唐昭宗又迁都到洛阳；宋朝继续往东，
定都开封，南宋折向东南杭州。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卫民曾研究认为：“关中地区是十三朝古都
所在地，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朝代最
多、影响最大的地区。然而唐代以后其失去了
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且从此一蹶不振，中国
的政治中心向东向南发展，再没有回到关中地
区。从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
行分析，可发现其衰落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朝
代更迭的频繁、经济中心的南移及陆上丝绸之
路的衰落等多方面原因综合造成的。”

古代中国政治中心东迁，“关中”再也回
不去，与军事上的衰弱、经济中心南移、交通
区位的变化都有关系，但徐卫民将“自然环境
的恶化”排在首位，显现出生态在古代政治中
心东移中的突出位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是高质
量发展的前提，这已经是共识。新中国成立以
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水沙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河含沙量近
20年累计下降超过8成，确保了岁岁安澜，这
是过去历朝历代从未做到的。但黄河体弱多病
的态势没有改变，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
出困难和问题，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需要我们
“久久为功”地坚持。

黄河之“黄”

每到“白露为霜”的寒露时节，不少潍坊人家的茶几上，潍县萝卜就成为“主角”。冲上一壶

热腾腾的茶水，再吃上一口辣中带甜的萝卜———

一口萝卜一口茶的“潍县味儿”

▲潍坊市寒亭区一菜农在大棚内收获萝卜。(资料图片)

▲潍坊通过节会等途径放大潍县萝卜文化效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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