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秋冬季的时令水果，甘蔗已逐渐开始占领南阳
街头巷尾的水果摊。 甘蔗充满甜滋滋的糖水，咬一口嚼
在嘴里，水润清甜的汁液充满了口腔，是许多人都喜欢
的味道。

甘蔗生脆多汁，是清润、甘凉滋养的果中佳品，具有
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你知道吗，我国古人很早
就对甘蔗情有独钟，合理利用，并普及认知和广泛传播。
今天，我们就从皇粮国税博物馆馆藏有关老课文中，寻
觅甘蔗的甜蜜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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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 寻访甘蔗的甜蜜故事
□本报记者 王渊博 文 / 图

老课文讲述制糖之法
清末宣统二年的初等小

学国文课本第六课以《甘蔗》
为题目， 讲述甘蔗的特征、功
效和制糖过程。 课文内容为：
植物中有甜汁者 ， 皆可制糖 ，
而甘蔗尤佳。 蔗，长而有节。 高
者，至丈余。 其节附叶而生，熟
则叶脱。 近根之处，尤甜。 制糖
之法 ，刈取蔗本 ，磨出其汁 ，注
入器中 ，以缓火煎之 ，待冷 ，渐
凝为小粒，则成糖矣！

该课文采用传统竖印，自
右至左阅读习惯装订。 课文采
用文言文记述，其言语简练浅
白，易于阅读。 课文使用两个
页码介绍甘蔗、甘蔗的特点及
制糖的方法步骤。 课文插图形
象地描绘出甘蔗的特征和传
统古法制糖过程，使学生易于
解读和认知。

皇粮国税博物馆馆长谢
总喆介绍，这篇课文首先讲解
甘蔗作为糖类植物的特点及
生长过程， 即甘蔗糖分多而
甜，是秋冬好果品，是制糖的
最佳原料。 紧接着，课文介绍
传统古法制糖经过，即“制糖
之法， 刈取蔗本， 磨出其汁，
注入器中， 以缓火煎之，待
冷，渐凝为小粒，则成糖矣！ ”
制糖时先把榨出或者磨出的
甘蔗汁过滤， 再倒入大锅中，
大火煮开。这种传统古法或者
说是土法制糖工艺，至今在西

南少数民族等地
区仍然运用。

谢总喆解释，
课文插图勾画出
老牛拉磨磨甘蔗
汁液的画面 ，在
火的蒸煮下 ，随
着水分蒸发 ，甘
蔗汁变成糖浆 。
水分越来越少 ，
改用小火， 糖浆
越来越稠， 要不
停搅拌， 方便水
分蒸发。 待糖浆
水分蒸发得差不
多时， 倒入准备
好的各种形状的
模具冷却， 就成
了红糖块。 这种
人工古法制作的
红糖含有多种矿
物质， 食之利于
健康。

时代发展至
今， 科学制糖工艺不断改进，
以甘蔗为原料， 经提汁、清
净 、蒸发、结晶 、分蜜和干燥
等工序， 可以制成白砂糖、粗
糖等各种产品。

无独有偶 ， 皇粮国税博
物馆馆藏的上世纪初出版的
初等小学国文课本第 20 课，
同样以《甘蔗》为题，讲述甘
蔗的特点以及如何制糖等内

容， 课文同样以插图形式直
观记述。

课文内容为： 甘蔗生于热
地，有赤白两种。 大者高丈余，
茎有节 ，节间生叶 ，叶长而阔 。
蔗熟则益甜 ， 取甘蔗之茎 ，榨
出其汁 ，贮釜中 ，以火煎之 ，渐
渐为小粒 。 状如细沙 ，色赤而
微黑，号为砂糖。 再提炼之，则
质纯而色白，号为白糖。

周朝时甘蔗已成为制糖原料
谢总喆介绍， 甘蔗是甘蔗

属、多年生高大实心草本植物。
茎粗壮发达， 适合栽种于土壤
肥沃、阳光充足、冬夏温差大的
地方， 我国南方热带地区广泛
种植。大约在周朝周宣王时，我
国南方就已经把甘蔗作为制糖
的主要植物来源。西汉时期，人
们已采用日晒和温火煎熬，或
两者结合，即“煮而曝之”的办
法把蔗汁中的大部分水蒸发
掉，得到稠厚的胶状糖浆，由于
其中大部分微生物被杀死，可
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这种糖稀
叫作“蔗饴”或“蔗饧”。

甘蔗食用历史悠久， 在先
秦时期，称为“柘（zhè）”，汉代，
才出现“蔗”字，宋代江南各省

普遍种植甘蔗并广泛使用甘蔗
制糖。

《本草纲目》记载：蔗，是脾
之果。 蔗浆甘寒，能泻火热。 如
煎炼成糖，则甘温而助湿热。自
古以来， 民众就知道用蔗浆消
渴解酒。

现代， 人们吃甘蔗补充能
量，补充水分，清热泻火，清洁
口腔。甘蔗营养丰富，搭配其他
食材食用美味又养生， 甘蔗搭
配红枣桂圆一起熬制， 可以补
血；甘蔗与红豆一起熬汤，可以
暖胃治感冒；甘蔗与胡萝卜、生
姜、蜂蜜一起熬汤，营养加倍。
寒冬季节， 啃上一根热乎乎的
烤甘蔗，美味又暖身，据说甘蔗
还有润肺止咳的功效。

甘蔗除了食用、制糖，还是
儿时“劈甘蔗”比赛的“道具”。
小时候，甘蔗上市季节，巷子
里，空场上，常有人进行“劈甘
蔗”比赛。 比赛之时，将甘蔗竖
直平衡， 用刀口对准甘蔗，由
上往下劈开甘蔗。“劈甘蔗”比
赛有约定规则：以每次劈开的
甘蔗长度累计总长度，长者为
胜，当甘蔗倒下不得再劈。 为
了取胜，在劈蔗之时，需屏气
凝神， 用刀尖压住甘蔗梢，然
后蓄势发力， 以势如破竹之
势，用力快速劈下甘蔗，此情
此景，不管是劈甘蔗者，还是
围观者，都紧张又兴奋。

甘蔗好吃有好玩，还等啥，
快来炫上一根吧。 ⑦3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南阳作家进
校园文学志愿活动在南阳市三中伏牛路校区
举办。

南阳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水兵，通过回
顾自身文学创作历程、 分享创作感悟与收获，
鼓励同学们要敢于逐梦， 以文字做思想的翅
膀，借助文字记录生活，传递情感，让文学成为
同学们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宛城区文联兼职副主席、 宛城区作协主
席刘平家激励同学们多写作， 在生活中用心
体会，观察生活、感悟生活，这样才会产生源
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南阳市作协小说委
员会副主任党栋以《文学的力量》为题对师生
进行授课。 他鼓励同学们要培养对文字的敏
感与热爱，持之以恒地练习写作，保持耐心与
坚持，不断在文学中磨砺思维，激发对世界的
好奇与探索，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与会师生纷纷表示受益良多，通过此次活
动对文学和读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
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与作家们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作家耐心解答同学们的问
题，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 ⑦3

作家进校园

用写作记录精彩人生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由中国作
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文
联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散文大观”第
一届评审会议在北京举办。 南召作家祖克慰
的散文集《大地鸟谱》入选“新时代散文大
观”出版项目。

此次参与评审稿件为自 2024 年 9 月 11
日“新时代散文大观” 项目正式启动至 9 月
20 日的 410 部投稿。 评审会由知名作家、评
论家、文学教授、知名传媒人组成，共计 17
人。通过分组审阅、评议、打分、集中投票的方
式，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出 30 部优秀
作品。 入选作者来自全国 21 个省区市，年龄
从 28 岁至 67 岁，跨越老、中、青三代，展现了
新时代散文的蔚为大观。

第二届“新时代散文大观” 评审会预计于
2025年 6月召开， 届时将对 2024年 9月 21日
至 2025年 5月 30日收到的稿件进行评议。 ⑦3

祖克慰散文集《大地鸟谱》

入选“新时代散文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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