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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枸杞 挺起中华杞乡的脊梁
·王晓晴·

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出土大量有考古价值的西

夏文物，揭开了神秘遗失古丝绸之路的层层面纱。黑水城

的历史被牢牢载入西夏史册，黑水城更增几分神奇。但

是，对与之相连的“黑水国”，识者寥寥无几。

然则中宁县舟塔乡的老百姓并不陌生，常常不假思索

地告诉世人，我就是黑水国的人。就这些“并不陌生”的

黑水国人氏，大多数认为，黑水国不过是个地名而已。

“黑水”，本身就没有什么骄傲可言，除非与黑水城有

什么蛛丝马迹的联系。

黑水城和黑水国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黑水城与黑水

国是否同处西夏？是否也有古丝绸之路神秘王国的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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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今天的人们为什么要追溯这些陈年旧事？追溯这些陈

年旧事还有什么意义？

难道中宁“黑水国”仅仅是个地名而已？

但是，对于黑水国赋予“中国枸杞之乡”一些历史性

思考，中宁有着别人无法可比的、更加深沉的思想，因为

这是一段无可争议的历史，是中国枸杞之乡沉重而幽深的

话题。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历史就是历史，实事就是事实，向来泾渭分明，黑白

不可颠倒。

中国枸杞在中宁，中宁枸杞甲天下。

几经拼搏奋斗，“中宁枸杞”发挥品牌优势，借势造

势，强势奋起，跨越发展，已成为宁夏乃至中国走向世界

的一张红色名片。对世人我们有更为丰厚的底蕴，展示

“黑水国”的历史，展示中国枸杞之乡的历史，坦然面对

世人去揭示历史赋予我们的思考。

中国枸杞之乡在科学发展中求生存，在世界科技中看

未来，在国际市场中找希望，在人类健康文明中比贡献。

“中宁枸杞”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走出宁夏，面向世界，

展望未来，世界的目光便在某一时刻聚焦在中宁———2009

年 4 月 25日中宁枸杞荣膺“中国驰名商标”。

2009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杞乡人骄傲坦荡地

与世界对视，对接了世界的目光。之后，诸多荣耀接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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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仅 2011年我们连续六次得到殊荣：中宁县被国家质

检总局批准为“全国首批 25个重点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典型示范区”，中宁县荣获“国家枸杞产业示范

基地”称号，中宁枸杞荣获“第二届中国国际博览会暨第

四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金奖”，中宁县荣获“全

国农业枸杞（生猪） 标准化示范县”， 中宁枸杞荣获“全

国十佳区域公用品牌”，中宁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被

国家质检总局评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 2013年 3月中宁县荣膺“第二届中国最具海外影响

力市县”。

中宁枸杞争第一也要唯一。

父授子嗣的红枸杞，像历史的接力棒传接延续，中华

杞乡所有的荣耀将永载史册。我们为之骄傲自豪，为之流

泪流汗，为之拼搏奋斗，为之争创辉煌，为之书写历史。

内涵深厚的中宁枸杞，让我们看到中华杞乡的曙光，一缕

缕耀眼夺目的光彩，必将伴着杞乡成长的峥嵘岁月，成为

我们的记忆和怀念，照亮着杞乡的未来。

今天，面对世界，面对未来，红枸杞，让我们挺起了

中华杞乡的脊梁。

绝胜腴田 国朝岁贡 中国枸杞根在中宁

中国枸杞的根到底在哪里？提出这个疑问，似乎连我

们自己都感觉幼稚可笑。对杞乡泡大的人来说，过去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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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今天应该坦然作答。

无论你对中国枸杞知悉多少，这样的提问不足为奇。

学习永无止境，历史没有重复。

“黑水国”的枸杞，形成著名的“茨乡”。中宁舟塔乡

西部地域黑水多。中宁黑水是一种自然现象。

中宁有名的轿子山北麓，有一片天然湿地，长年流淌

着甘甜的泉水，并且形成溪流，与北面的黄河沟岔汇合。

大量的水生动植物和有机物质，逐年沉积下来，构成了深

厚的黑土层。因此，地下水渐渐变黑，土地表层的水也黑了。

“黑水国”就是黑水储聚之地。现在轿子山北麓仍多

为芦苇沼泽地，东西两处各有一个大湖泊龙坑和跌坂沟。

早在西汉元鼎三年（前 114年） 设在中宁境内的眴卷县，

就已修渠引黄，开发成了旱涝保收的引黄灌区，发展灌溉

农业，这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北魏时期，灌溉农业已相当

发达，灌溉技术形成制度，“水凡四溉，谷得成实”。

北魏薄骨律镇刁雍将军，在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

冬天，为向沃野运粮 50万斛，赶制了二百条船，船坞就

设在黑水国。从此，黑水国成为河套航线的西南端，这一

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当时，薄骨律是一个军镇，河套航运开通以后，朝廷

允许设城。于是在黑水国出现了一个县级单位，称为黑

城。53年后成书的《水经注》上记载，黄河过了泉眼山

后是东西走向，“迳于黑城北”。黑城这个名字当然与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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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山北麓的黑水国有关。国者城也，黑水国即黑水城，黑

水城的简称便是“黑城”。

北魏后期，在黑城东面五十里处的黄河南岸设置了鸣

沙县，后来的北周鸣沙县置会州治所，黑城被列为州县所

辖的关津。唐朝在河套设置舟师专管水运，黑城码头东

移，黄河南北修筑城堡。北岸驻一个军，称为丰安军城。

南岸置丰宁城，归丰安军管辖。作为刁公造船地点的黑城

逐渐由丰宁城取代。

唐末，丰宁城居民为了纪念刁公开创河套航运业，在

码头寺庙南侧修建了一座高塔，称为“宁舟宝塔”，今中

宁县舟塔乡因此而得名，这也是黑城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黑水国”的蛛丝马迹，还不足以反映整个中宁航运

码头的全貌，但是，黑水国的存在却给了人们许多美丽的

启迪，蕴藏着深厚的文化韵味。

据史书记载：民国 22年 8月，清水河从舟塔乡的芦

草沟决口，舟塔乡被淹。这次大洪灾，成片的农作物被淤

平了，许多农舍被毁，全乡只有枸杞园安然无恙，郁郁葱

葱，秋果收成尚佳。第二年，被洪水淹没的枸杞不用上肥

都喜获丰收。从此，中宁枸杞产区的中心逐渐转移到舟塔

一带，形成著名的“茨乡”和“西乡枸杞”。现在，许多

80岁以上的老者说起这个奇迹，还是津津乐道，认为中

宁枸杞的兴旺发达，得益于清水河肥水的浇灌。有这么几

个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清水河经宁夏南部山区 32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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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在中宁汇入黄河。清水河洪水不仅带来了南部山区的

牛羊粪，而且带来了中宁枸杞特别需要的三十多种微量元

素，在中宁黄灌区哺育了国朝贡品。发源于六盘山的黄河

一级支流清水河，成就了享誉全球的“中宁枸杞”。

“聂家湾”的“宁安枸杞”是贡果的原产地。春秋时

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在收入的 305篇作品中，有两首

诗歌以相同的两句提到采食枸杞。这就是“小雅” 《杕

杜》与《北山》中的“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这两句诗，

这距今已近三千年。春秋时代在民间流行的这两句诗，对

于我国枸杞产业发展历史来说，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我国古代野生枸杞资源十分丰富，二是我国早在公元

前 800年已经形成了采食枸杞的习俗，我国是最早利用枸

杞这种植物资源的国家。

宁夏栽培枸杞至少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明弘治年间即

被列为贡果。宁安灌区开发十五年后的明朝宁夏当局，在

成书的《弘治宁夏新志》一书中，记载了宁夏中宁“宁安

枸杞岁岁纳贡”，清水河下游延伸到鸣沙洲的事实。清乾

隆二十年（1755年），宁夏《银川小志》的作者汪绎辰在

药材类中以唯一的评注歌颂了宁安枸杞，文曰：“枸杞，

宁安堡产者极佳，红大肉厚，家家种植。”清代中卫知县

黄恩锡在“竹枝词”中写道：“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

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形象地

描绘了当时中宁枸杞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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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宁销往上海等地的上等枸杞是用特制的

木匣包装。在木匣的装潢上有一行字写着“自聂湾拣选上

等贡果”。当时中宁枸杞分为贡果、魁元、改王、顶王、

枣王、大剪六个等级。“聂湾枸杞”即被列为贡果。聂湾

俗名聂家湾，在今中宁县新堡乡刘营村的一二三队。新堡

是新宁安堡的简称，聂家湾就是中宁枸杞早期的种植中

心，是中宁枸杞作为贡果的著名原产地。“宁安枸杞”以

原产地在中宁县城宁安堡而得名。

1949 年前，中宁枸杞栽植区域主要分布在宁安堡、

聂湾 （现新堡镇）、东乡 （宁安堡以东的恩和、东华等

地）、西乡（宁安堡以西的舟塔、康滩一带），其他地方零

星栽植，面积在 3000 亩至 4000 亩，产量每亩单产最高

100公斤，一般 60公斤至 70公斤，主要由商户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中宁枸杞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从政策、价格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扶持，面积从 1949

年的 2808亩发展到 1958年的 7678亩。1961年中宁县设

立中宁枸杞生产管理站，主管技术推广，且有专门的管理

小组，每个人民公社都有自己枸杞生产的“土专家”。

“聂湾枸杞”“宁安枸杞”在枸杞的树形培养上出现了

“三层楼”“一把伞”“自然半圆形”“圆锥形”等种植

管理模式。且“聂湾枸杞”是家种名优农产品，是继承我

国长期利用野生枸杞的传统经验，在宁安堡一带特殊环境

下发展起来的。中宁枸杞诞生与“聂湾枸杞”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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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宁夏“五宝”之首，“宁夏红宝”载誉神州大地，四

海五洲。

国朝岁贡的“中宁枸杞”使其扬名天下。宁安灌区开

发十五年后的明朝宁夏当局，在弘治十四年成书的《弘治

宁夏新志》记载了中宁枸杞列为国朝岁贡的实事：明朝开

国皇帝朱元璋十七子朱栴，被封到宁夏做了庆王。朱栴的

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善写诗，编志，琴棋书法，游历考

察。在其编撰的《宣德宁夏志》物产部分，已将枸杞列入

其中。经过长期地培育、食用，朱栴所在的庆王府，开始

从护卫部队的农产品中，精选优质枸杞，送给当朝皇帝和

族亲。这种礼尚往来的配送，使得既是滋补药材，又是果

品食用的枸杞，在皇室中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就像古代追

求长生不老的皇帝迷恋丹药，采阴补阳，追求极致一样。

而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渴望，一旦成为其宫廷和上层人物

的时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会让丝绸之路的烟火生生

不息。贪婪的欲望，一旦被冠冕堂皇的理由嫁接，民间便

会遭殃。

明朝初期，由于清水河上游长期犁种山地，水土流失

严重，大量泥沙壅进黄河，把南汊河道淤浅，洪水经常暴

发成灾，下游的七星渠泥沙淤塞严重。明朝当局为了增加

贡果的产量，趁黄河南汊淤浅的时候，关闭了岔河口，让

宁安堡滩归靠南岸，使宁安堡以东的黄河南汊，变成清水

河洪泛区。清水河下游河道，由此延长了二三十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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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洪泛区，也许可以多收一些野生优质枸杞，在野生

资源不足，产量不多且不稳定的条件下，抚育枸杞成了新

的生计，但要满足朝廷京官的大量需求，也是枉然。洪泛

区军民，由于引黄灌区的破坏，流离失所，饥民遍地，成

为年年困扰庆王府和宁夏当局的重大问题，农民上京告状

的事情时有发生。正德年间，朝廷宦官刘瑾专权，镇压异

己，在各地增设的“皇庄”有三百多处，因夺田增赋，引

发了庆王府的一起叛乱，朱栴的侄子参与了这起针对宦官

的叛乱，震动朝野。几个月后，刘瑾也以“图谋反叛”被

诛。事件过后，宁夏当局对国朝岁贡立即降温，再不提枸

杞纳贡之事。

2007年，由于太中银铁路建设的需要，宁舟宝塔以

西、舟塔乡铁渠村村界一座新建的古寺———茶坊庙拆迁，

发现两块石墩，经中宁县文管所鉴定，根据两件石刻的风

化程度和雕刻的艺术风格，结合佛教在当地的流传渊源，

初步判断其是明代中期的作品。石墩图案上的植物种类存

在，图中显示了鹤与鹿仰头觅食的情景，而所雕树型酷似

结满果实的枸杞树，这可能是中宁枸杞文化传承历史上一

件难得的证物。据史料来看，枸杞作为当地最主要的经济

作物，人工栽培已经开始兴起，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

枸杞的药用和保健功效也进行了系统记述，这也为判断两

件石雕作品的年代提供了史料依据。

中宁枸杞本名“宁安枸杞”，因其原产地在中宁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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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堡一带而得名。当宁安枸杞形成商品，走向全国药材市

场时，由于宁安堡属于当时甘肃省中卫县管辖，故又有

“甘杞”的称呼。1934年中宁设县时，以宁安堡为县城，

从此又称为“中宁枸杞”。中宁枸杞从列入朝廷贡品到占

领全国市场，大约经历了 250年时间。在当时交通、通讯

等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一个品质极佳的中药材要发展，就

必须占领市场，淘汰次品，形成独家生产的局面。在随后

的二百多年里，中宁枸杞逐渐形成优良品种，长期囿于宁

安堡一带，尤以清水河与黄河交汇的洪泛区所产枸杞最为

优质。中国优质的枸杞之所以千百年来生产于中宁大地，

形成了驰名中外的“宁夏枸杞”品牌，是唯一被载入新中

国药典的枸杞品种，国家医药管理局将宁夏定为全国唯一

的药用枸杞产地，列为“全国十大药材生产基地之一”。

2002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高立新等，在《宁夏枸

杞的道地性研究》一文中，从地质学的角度，通过数理统

计的方法，对宁夏枸杞内在的品质、影响宁夏枸杞的地球

化学元素、影响宁夏枸杞品质的土壤地区背景等三个方面

综合论述了其道地性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宁夏枸杞的道地

性。结果认为：不同的岩性（土壤） 其理化性状是不同

的，这也是影响枸杞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得益于三

个方面：一是土壤富含利于枸杞生长发育的特殊有机营养

物。宁夏中宁县是枸杞生长最为有利的地区，其土质条件

非常适合枸杞的生长，且能结出品质优良的果实，最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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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宁夏枸杞的道地性。二是气候适宜性。中宁地处我国西

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南部、东经 105°26′～106°

7′，北纬 37°9′～37°50′之间，海拔 1184米，年平均

气温 9.1℃，年平均温差 30.8℃，≥0℃的积温 3880℃，

≥10℃的积温 3351°C，无霜期 165 天，年均降水量

221.6 毫米，年均蒸发量 2055.3 毫米，年均相对湿度

52%，年均日照时数 2900 小时，年太阳辐射总量 5924兆

焦耳 /平方米。这里是宁夏黄河灌区与南部山区的交汇地

带，四周群山环绕，黄河从中间流过，地势平坦，昼夜温

差大，有利于枸杞果实营养成分的积累。在 2002年自然

科学资金项目 （编号 39960036） 中，刘静等在《中国北

方地区枸杞气候适宜性区划》的研究中，把宁夏黄河灌区

中南部区划为我国北方地区枸杞种植最适宜区。三是科学

的栽培技术。千百年来，中宁枸杞不断地适应着当地的自

然环境，每年随着季节的转变，周期性地履行萌芽放叶、

开花结果，到落叶休眠的生长过程。同时，由于每年气候

的差别，也会出现不同的年成。中宁枸杞的这种物候现

象，反映了在中宁土地条件之下的生长发育规律，反映了

中宁枸杞产量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勤劳智慧的中

宁人民不断积累经验，因地制宜，不断改良枸杞的栽培种

植技术，适时有效地导引植株生长发育，为中宁枸杞的优

质高产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近四十年来，宁夏农业科技人

员对中宁枸杞不断进行物候观察、总结，形成了一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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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科学参数，对中宁枸杞生产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十分

突出的贡献。

20世纪初，中宁枸杞作为药材，已在全国各大城市

销售，据《中宁县商业志》记载，1912 年陕西籍商人鲁

玺斋、周继三先生等在宁安堡开办忠仪长药材行，视中宁

枸杞为大本生意。1929年以后，在甘肃平凉、陕西西安、

河南郑州、天津、上海、香港等设分号或驻庄，成为中宁

枸杞最初的销售网点。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宁优质枸杞的经济价值，不断

被周边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引种，产生了积极的辐射作

用。据《宁夏资源志》载，1937年前夕，与中宁枸杞产

区相邻的中卫县宣和乡已有少量种植，年产 2500 公斤，

相当于中宁县年产量的 0.7%。1918年中宁地区枸杞种植

面积 5000余亩，总产量 24 万公斤。1937年以后，由于

连年战争，中宁枸杞种植面积急剧下降，而中宁以外的其

他地区也无人种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宁枸杞已不能满足国内外

市场的需要，为了促进枸杞生产，国务院于 1961年确定

中宁县为全国唯一的枸杞生产基地县，同时提高收购价

格。1961年，宁夏科委组织科技人员，对中宁枸杞的栽

培管理技术进行系统地总结，同时将中宁枸杞引种到银川

市郊的芦花台园林试验场，进行引种试验。翌年，宁夏回

族自治区政府根据芦花台的引种试验向银川、中卫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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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下达种植枸杞 248亩的指标，从这一年起，中宁枸杞开

始引种到整个宁夏平原的黄河灌溉区。

宁夏农科所的专家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长期驻点

中宁，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总结了中宁枸杞的特性和栽培管

理技术，帮助建设银川市郊的大面积枸杞园，同时他们的

科研成果，也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推广项目。不到三十年

时间，中宁枸杞又从宁夏川区引种到西北、华北和华中的

许多地区。在新疆精河县、内蒙古临河市和湖北麻城市等

地，已发展成为重要经济作物。1993年，宁夏全区枸杞

种植面积达到 2.2万亩，全国各地已超过 20万亩。但多

年来，由于土质、气候、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外地所产枸

杞与中宁枸杞在品质方面却存在差距。

有些地区，虽然凭借当地的自然优势条件，引种了一

些中宁枸杞，但都因气候、技术、采摘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只搞了一些小面积的种植试验，不能形成规模种植，

如我国西藏地区。而中宁枸杞果实颗粒饱满，肉厚籽小味

甘，色泽红艳，所含主要营养成分均高于其他产区，尤其

是枸杞多糖含量远远高于其他产区所产枸杞。同时，外省

区枸杞含铅量均高于宁夏枸杞。全国连续三次人口普查结

果表明，宁夏人口死亡率为全国人口死亡率最低的几个省

区之一，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与长期服用枸杞和宁夏的自

然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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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天成 一勺延龄 中宁枸杞名甲天下

枸杞、杞乡、茨农、茨园、杞果……历史不能忘记，

我们更要怀念历史。我们的字里行间渗透了母亲黄河之

水，沾染了中国母亲之河的乳育气息。

一个故事，一段文字，一篇记载……无不值得我们去

怀念，去谒拜，去寻觅。

枸杞子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就古代文献记载而言，枸

杞子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甲骨文名家罗振玉依据

《说文解字》解释说：“杞，枸杞也，从木己声。”甲骨卜

辞中关于枸杞的占卜记载，就是殷商帝王这种心态的反

映。甲骨卜辞中的“杞”字，有时也可能指“姓氏”“地

名”“国名”，但追根溯源，作为“姓氏”“地名”“国

名”的“杞”字，应源于对人的生命具有神奇作用的

“杞”树的崇拜。他们以“杞”树作为植物图腾，也就以

“杞”树为“姓氏”、为“地名”或为“国名”了。据《史

记·通志》载：“杞氏”为“夏禹之后”。“杞”字见载于

殷商甲骨文，其种植年代必在甲骨文之前。这说明人们在

夏禹时代就已认识杞树，崇拜杞树了，由此可知，枸杞子

至少已有四千年左右的文字记载历史了。

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中，对枸杞进行了详细的记

述。枸杞属于茄科类植物，这种植物在全世界分布约 80

多种，多数种类分布在南、北美洲，欧亚大陆约有 1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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