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彦荣、彦华将他们编写的《天香枸杞》样书呈送给我，请我帮

他们“看看”写个序。这些年因忙于事业，年龄大了身体也欠佳，

一般不给人写序。看了彦荣、彦华编写的《天香枸杞》，无论是书

的装帧、内容，还是插图都感受到是一本值得品赏的好书，不由得

心动，遂写了这篇序，以表达我的欣赏和友情。

与彦荣、彦华这兄弟俩略有交往的人，都会感受到他们的真

诚、厚道和执着，如果无缘与他们深交熟识，读了他们写的文章，

也能看出他们的信义、忠厚，追求不同一般！这兄弟俩，一个做枸

杞企业，一个做枸杞文化，是最好的搭档。他们所编写的前两本书

《谈古论今话枸杞》《中华枸杞故事》写出了枸杞的精、气、神，

序
一

天香枸杞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地 址

网 址

网上书店

电子信箱

邮购电话

经 销

印刷装订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http://www.yrpubm.com

http://www.hh-book.com

renminshe@yrpubm.com

0951-5052104

全国新华书店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30.00元定       价

杨海军    丁丽萍    赵学佳

万明华

肖    艳

版权所有     必究翻印

朱彦荣  朱彦华   著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66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香枸杞 / 朱彦荣，朱彦华著. -- 银川: 宁夏人
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27-05845-8

    Ⅰ. ①天… Ⅱ. ①朱… ②朱… Ⅲ. ①民间故事－作
品集－中宁县 Ⅳ. ①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804号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0000册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845-8/I·1440

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001



朱彦荣     

宁夏中宁县原文联主席，县政协九

届、十届委员，宁夏摄影家协会会

员，中卫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卫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卫市“德

艺双馨”先进工作者，并被评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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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了枸杞人的真、善、美。 《天香枸杞》后，感受到彦荣、

彦华以文者、厨者、知味者、企业家四重身份，用故事、连环绘画

的方式将宁夏特色菜品、风味小吃、特产创意的菜品故事化、拟人

化和幽默化，将宁夏的一个菜品、一味小吃、一个特产根据历史编

写成故事，并把宁夏枸杞、名人、地理、忠孝、励志、善良、清

廉、福寿镶嵌在每一个故事中，使每一道菜、每一味风味小吃和地

方特产都有一个传说，一个来历，一个故事，一个寓意，并配了富

有吸引力、想象力和观赏性的漫画插图，把枸杞养生、菜的做法也

融入其中，构思很有新意，既有可读性，又有实用性。古籍式的封

面装帧、连环画插图配合菜品故事，将读者带入一种“食之有味、

品之有味、赏之有味”的境界。

通过书的记述和成书的过程这种无声的传递，使枸杞这种植物

成为人们心灵世界的养生之源，这就是生在杞乡、长在杞乡、根在

杞乡的枸杞人的一种精神。

相信《天香枸杞》将成为一种珍贵的精神财富，会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

是为序。

2013年10月

我读

枸杞飘香的八月，我接到了杞乡好友朱彦荣、朱彦华合著的

《天香枸杞》的手稿，读后十分亲切，受益匪浅。正是在杞乡人精

神的激励下，我们中宁走出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才发愤创作。

《天香枸杞》是继他们已编著出版《谈古论今话枸杞》《中华

枸杞故事》后第三部有关枸杞的专著。这部有关杞乡饮食文化的图

书，约二十万字，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涉猎古今，颇具底蕴，为

开创杞乡饮食文化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这本书具有来自生活的原生态性。“蒿子面”“余丁烤全羊”

“范府猪蹄”等文，都是从杞乡泥土里挖掘出来的原始素材。

“中宁蒸枣酒枣的来历”“盐池羊肉饸饹面”“ 托炉子的来

严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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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康熙吃皇鼠封文化县”等文，都是妙趣横生的传闻，读后让

人开心一笑。

“石磨拉金丝”“蒜拌黄碾馔”“剥皮馍馍”“三羊开泰”

“年年有余”等文，故事情节完整，可作为饮食故事流传于世。

“宣和的来历”“金屋藏娇”“长河落日圆”等文，能为考证

杞乡历史提供某种线索。

“二月二炒豆豆”“枸杞粉汤红棺材”“慈母泪”“朱家四喜

碗”等文，独特有趣，对研究杞乡民俗较有价值。

“一碗炒面的功德”“救命菜”“孝子汤”等文，寓食于理，

打上了教化育人的思想烙印。

“天香枸杞”“西瓜泡枸杞油饼”则是书稿中体现人生哲理

的两篇范文。

“安史之乱”后逃难的唐太子李亨路过中宁，又饥又渴，望

着没有人烟的连绵荒原，不由仰天长叹：“真是天灭我也！”幸

遇张三夫妇从而吃到了石缝里长大的西瓜泡的枸杞油饼，颇感香

甜，终生难忘。张三对李亨讲了一段颇有哲理的心窝子话：“太

子爷您有所不知，我种的这片西瓜，是过去嗑瓜子时无意间把几

颗西瓜籽掉进石缝里，长出了西瓜。受此启发，我就捡石子压砂

种瓜，并把这瓜叫‘压砂瓜’，也叫‘两死瓜’，意思是白天瓜

在晒热的石头上烫得要死，晚上又在冰冷的石头上冻得要死。但

就在两死之间，它吸天地之灵气，死而复生，顽强生存，最终结

成硕果。这就和人生一样，凡成就大业者，只有先经受各种磨

难，练其筋骨，磨其心志，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李亨听

后，颇受启发。后来，他在灵州继位，下旨给张三赏赐，并封中

宁压砂瓜为“天下第一瓜”。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但蕴含了作者

对“瓜饼人生”的哲学思考。

虽然这本书并非每篇文章都含有这几种要素，但已折射出作者

的发散性思维和较为扎实的写作功底。乍一看，这是一部平凡的

书，但对于研究杞乡文化和地方饮食的人来讲，却有不凡之处。会

读书的人，能从平凡的文字中读出不平凡的文化气韵；会写书的

人，能从看似简单却又值得琢磨的书中挖掘出金子来；会用书的

人，才能真正顿悟一加一等于三的形象思维。这就像一棵幼嫩的枸

杞树一样，它比不上牡丹花的艳丽富贵，但长大后却果实累累，造

福天下。因此，只有真正开悟的人，才能透过方块文字看到深藏着

的大道自然。

由《天香枸杞》一书，我联想到了当今读书、教书、写书、作

书、送书、用书、藏书这“七书”之风，不由感慨万千。有人讲，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显著，但最大的败笔之一是把人的信仰丢

了，只鼓动所有国人去挣钱。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还要加一句：丢

了“书”又是一错。几千年来，中国人推崇 “万般皆下品，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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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天下。因此，只有真正开悟的人，才能透过方块文字看到深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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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高”的理念，此话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倡导文化人读书

是有几分道理的。现在有人起哄“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千

事皆无趣，唯有挣钱好”，这是偏激的说法。搞经济没错，但丢了

信仰、丢了书就是大错。现在读书人减少，教书人变形，写书人辛

酸，做书人为难，送书人少见，用书人悲叹，藏书人清贫。“造原

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大文人不如小商贩”的流行语在某地更加盛

行，这是多么令人伤感和气愤的一大悲剧啊！把爱书、写书、藏书

的人变成另一种“叫花子”，这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经济繁荣有文

化低谷，这可以理解，但某些高官与富商却蔑视老实上进的读书

人，实为可恨。好在鲁迅精神未死，毛泽东读书遗风还在，还有许

多文化人坚守信仰，智攻书山，值得赞颂。

像朱彦荣、朱彦华这样的文化人，能坚持读书写书，实为不

易。朱彦荣是杞乡多才多艺的业余艺术家，当过县文联主席，在文

学、书法、摄影、文化策划等方面有所成就。他参与策划的中国枸

杞馆、中国枸杞博物馆、红宝文化馆等，充分表现了他在创意、策

划、摄影等多方面的才艺。朱彦华是杞乡志圆第三代“枸杞王”梦

的优秀企业家，他创建的早康枸杞产业名传塞外，他还有非凡的唱

歌天赋，曾在中央电视台献艺获赞。他们二人联手力推杞乡文化，

值得敬佩和传颂。著名作家、宁夏文联原主席张贤亮为本书作序，

中国印象岩画第一人、宁夏文史馆副馆长张学智为本书插图，宁夏

文联副主席、著名回族书法家马学礼为本书亲笔题词，这又传递出

社会各界对杞乡文化的重视与扶持。从朱彦荣、朱彦华的著书过

程，我们还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文化繁荣需要良好氛围，“七

书”之风需要社会重视。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人要带头践行这样一个

理念——坚守科学信仰应从读书开始！

近日，有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研究生对我讲：“听说你藏书

8000册，你认为我们年轻人现在该读什么书和藏什么书？”我给她

罗列了28本书目：《生命的奥妙》《画说汉字》《世界小百科全

书》《易经的哲理与智谋》《健康饮食宝典》《益智故事三百篇》

《气场·心理学·修习术·实战法》《中华姓氏大全集》《唐诗宋

词鉴赏大全》《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禅的智慧故事全集》《思

维风暴》《自然探索·科学探索·历史探索》《年轻人要熟知的

2000文化常识》《本草纲目的养生智慧》《诺贝尔奖名著速读》

《每天读个好寓言》《中国游记欣赏词典》《好心态·好性格·好

习惯》《佳句秀语大辞典》《国学知识一本全》《中华民俗大观》

《中国游记鉴赏辞典》《毛泽东选集》《鲁迅文集》《容斋随笔》

《激励世界的一百零一位名人成长故事》《成功企业家经典》。此

外，还应读一点自己喜欢的有地域特色的作品集。如《天香枸杞》

这类书，虽不能与名著相比，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土特产”，会给

我们的思维仓库增添一些可以深加工的“文化原料”。从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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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能收藏杞乡文化的专著，对于我们宁夏人或关注宁夏的读者

来讲，是一件善事，因为枸杞是天下第一等福寿品，而枸杞之书是

涩中有甜、明目提神的一块“天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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