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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的国画作品题材
丰富，风格清新，雅俗共赏，
不仅笔墨厚重，丰润华滋，
而且充满诗情画意，格调高
雅。他的作品既有深厚的
传统功力与写实功夫，又有
独特的个人风格和生活基
础，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

红旗画菊善用浓淡干湿
不同的墨色，以点线面的巧
妙结合，来描绘菊花的形态
与神韵。在构图上他善于留
白，布局疏密有致，往往蕴含
着清高雅致的文人情怀。

——原士高（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

张 红 旗 ，1966 年 出
生，自幼喜爱绘画艺术，
曾拜师著名画家张本清
门下学习中国画，毕业于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其在
从艺的道路中学会了传
统字画装裱和传统手工
木雕书法艺术，现在以研
究花画为主，作品多次参
加省市展览并多次获奖。张红旗（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张红旗作）

【专家点评】

【名家名作】

松鹤千秋寿（国画） 段景道 作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
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
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书法） 荣国明 作

大公无私（书法） 王长喜 作

漫步的青春（油画） 程帅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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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化民谣中清化民谣中的美味的美味
本报记者 陈东明

②②①①

赛人参的青头萝卜

在博爱，说起这些再现了清化镇鼎盛时
期商业恢宏景象的民谣，很多人都能朗朗上
口、津津乐道，而说起其中的“苏寨萝卜、上
庄姜”这两种日常生活中离不了的优质食
材，人们更是语气中带着满满当仁不让的自
豪。

日前，记者跟随马家大爷饭店董事长王
军前往博爱田间地头选购当地食材，在萝卜
菜地，一眼望去，满是绿色，青翠欲滴的菜叶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嫩。

“这就是传说中的青头萝卜。”王军拔起
地头一颗长满翠绿枝叶、个头粗壮的萝卜
说，200多年前苏寨陈家的陈维精创制牛肉
面时，就是用当地优质的苏寨萝卜和上庄姜
作为主要的核心辅助食材。

“我们现在店里牛肉面中用的就是咱本
地的青头萝卜。”王军介绍，苏寨萝卜就是博
爱的青头萝卜，营养价值很高，含有多种丰
富的维生素。因苏寨萝卜上面细下面粗，根
系发达，不容易拔出来，又有“贼不偷”之称。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冬季人们体内易生
热生痰，多吃萝卜可消食、祛痰、止咳，而苏
寨萝卜消食、化痰定喘、清热顺气、消肿散瘀
效果特别好。民间还把苏寨萝卜称为“大人
参”，有“萝卜上市，医生没事”“萝卜进城，医
家关门”“吃个萝卜卤牛肉，气煞太医没事
干”“吃着牛肉萝卜汤，气得大夫满街爬”之
说。在民间，苏寨萝卜配牛肉是传统的滋补
做法，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医药大家“药圣”李时珍也对萝卜情有
独钟：“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

可腊，可饭，及蔬中之最有利益者。”
据介绍，苏寨陈家牛肉面中汤的熬制是

一门技术，其中食材当中的姜和萝卜则是必
不可少的，而陈维精就出生在萝卜之乡苏寨
村，与苏寨相邻的上庄自古便是贡品清化姜
的产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陈维精提
供了制作牛肉面丰富的优质食材，也是陈家
苏寨牛肉面中汤的灵魂。

“传统兰州牛肉面中仍会有萝卜和姜。”
王军说，当年，这种配置方法流传到甘肃兰
州，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外地的牛肉面中
用的已经不是清化本地产的了。

乾隆帝与清化姜

在博爱的清化姜地里，记者正好赶上了
当地人在挖姜，地里一排排满是起姜人，空
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鲜辣的新姜味。

据介绍，作为博爱县特产的清化姜，也
称“怀姜”，素有中国“姜中之王”的称号，主
产于博爱县北部的清化、上庄、柏山三个乡
镇和沁阳市山王庄镇一带。2016年12月28
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怀姜”实施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

在民间，素有“晚吃萝卜早吃姜，郎中先
生急得慌”的说法。而作为中餐制作中重要
的一个食材，清化人不但种植出了优质的清
化姜，更赋予了其更多的内涵和故事，其中
乾隆年间清化名医娄阿巢用清化姜入药治
好皇太后暑湿之疾的故事更是流传至今。

据说，清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带着皇
太后一行巡游月山寺，驻跸竹坞郡（许良
镇），写下了《驻跸竹坞》的诗篇。当时，皇太
后由于鞍马劳顿，大便溏泄，茶饭不思，随驾
御医也束手无措。

孝顺的乾隆皇帝十分着急，便安排官员
打听清化当地有什么名医，河内的官员推荐
了清化名医娄阿巢。娄阿巢赶到竹坞驿站，经
过一番悉心地望闻问切，断定皇太后是伤了
暑湿之气。于是娄阿巢便找来清化姜一块，再
取藿香、厚朴、白叩等几味草药，煎后伺候皇
太后服下，静候半个时辰，只听皇太后腹内咕
噜咕噜直叫，噗噗放了几个响屁。然后，太后
就觉得身上轻快了许多，也思茶饭了。

乾隆皇帝见状大喜，决定赏赐娄阿巢，
听说其正在家为母守孝，于是便赏赐其在母
亲出殡时可动用皇家的仪仗为母送葬。出
殡那天，娄氏祖茔所在的山坡，满山的杏黄
旗迎风飘扬，甚是热闹。人们欣喜地说：“这

才真正是黄岭啊！”附近的捞饭庄也趁热打
铁，将村名改为黄岭村。从此，娄阿巢声名
鹊起，骑马、坐轿、赶毛驴、推小车来请娄先
生看病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清化姜也
随后被列为贡姜，据说曾获万国博览会金
奖。

娄阿巢与医学奇书

一个清化姜改变了娄阿巢一生，其为皇
太后治病以及获皇家仪仗送葬之说是否属
实虽无处查证，不过娄阿巢其人却真实记载
有据可查，清乾隆五十四年出版的《怀庆府
志》中记载：“娄阿巢，字馨贤，精研岐黄之
术。特别是娄阿巢在妇科疾病上更是深有
所得，著有医学奇书《娄氏女科》。”

据介绍，《娄氏女科》是一部医学著作。
全书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妇人脉法；第
二章为妊娠禁忌；第三章为调经篇；第四章
为胎前篇；第五章为产后篇。第三、四、五章
为问答式结构。

《娄氏女科》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和奇
书。因为医书的奇特之处是，每个问答之
后，为七言诗一首，诗后有散曲一首，然后才
是处方。诗篇中所涉猎的曲牌有黄莺儿、清
江引、水仙子、驻马听、傍妆台、皂罗袍、醉东
风等，可见作者的文化功底之厚、文学造诣
之高。加之问答语言精练，读来朗朗上口，
明白如话，易学易记。

娄阿巢将医学与文学完美融合，成就千
古女科名著《娄氏女科》，可以说是创造了一
部全新的医学著作，成就可谓大矣。

记者随后前往博爱三栗庄村，查探了目
前尚存的娄氏老宅。虽然早已破败不堪，但
从仍保存基本完好的内省堂及残垣断壁中
的一些细节之处，可看出其整体建筑曾经的
精美和考究以及当年娄氏家族的兴盛。

《大明一统志·怀庆府》中记载：“太行北
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揖伊洛，舟车都
会，号称陆海。”清化这片地肥水美的膏腴之
地孕育出了当年的“河北首镇”，曾以豫北商
品集贸中心而崛起，成为晋商行销中原的第
一站。如今世事变迁，虽已繁华不再，但让
人欣慰的是，唇齿之间那道厚重的味道仍延
续至今，那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仍是茶余饭
后热乎乎的话题。

图① 油渣炒罗卜丝。
图② 清化姜炖银耳。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清化街民谣

清化街，五里长，曲里拐弯到许
良。许良街，竹货多，往北走，圪垱
坡。西丹河，九道堰，水打磨，下扇
转。前庄西，磨香沫，皂荚树，种烟
叶。张毛光，下窑汉，王李冯封出大
炭。下水磨，削竹筷，侯山村，做纸
扇。中道耙齿南道篮，泗沟篦梳花园
筛。要买竹帘去牛磨。

西庄推小车，马营捏银锅。期城
黑矾店，柏山缸窑院。个岭硫磺矿，下
庄泥瓦匠。前乔篓，后乔筐，苏寨萝卜
上庄姜。七方闺女不用相，清化鞭炮
响四方。怀村楼，中里桶，曹门车棚最
耐用。贵屯八月黄，和庄芝麻糖。

绿豆凉粉数麻庄，小磨香油七地
方。太子庄，编草苫，武阁寨，编斗
蓝。孝敬轧火香，燕庄苇席光。刘村
协盛全，六街方盛长。

王泰顺寨卜昌，杜盛兴在坞庄。
积庆东干果行，西复兴在许良。四省
会馆美名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