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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处暑，不再日炎。蝉鸣渐
稀，盛夏渐远。妩媚的秋色在天地万
物间一点一滴地开始弥漫，秋意渐
感。

“立秋处暑天气凉。”这是处暑节
气的特征，也是千百年来民间总结出
的谚语。 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
个节气。含有躲藏、终止的含义，暑
气将于这一天结束。此时，秋雨绵
绵，噤了蝉鸣。偶尔听得一声散响，
也有了凄厉之感。除了寒蝉，叫冷的
还有其他秋虫，不再是夏季的热烈和
生机盎然，草木春秋人一生，都是短
暂轮回，只有大自然是永恒！

处暑之时，是赏听音乐、焚香的
好时节。那些秋的醇厚，秋的甜美，
秋的温柔，都在和谐的鸣弦之音中娓
娓道来，古琴的雅韵，定格着一个让
人彻悟参透的季节，也让每一个心静
之人拥有一段属于自己隽永精彩的
生活。

“古人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刘禹锡在说处暑时节，除了明
月，不要忘记还有这些流传千古的最
美处暑古诗！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
秋又来，荷花关成子。”这是唐朝诗人
白居易久居长安作的一首诗题为《早
秋曲江感怀》，所写的景象实为处暑节
气时的特征。诗人从处暑时节的云彩
看起，这时，就连天上的云彩也显得疏
散自如，这便是“七月八月看巧云”之
说。接着那柔和的凉风习习吹来，缭
绕于周围，让人感到阵阵凉爽，给人以
清新、凉爽的感觉。再不像夏天时那
样热风阵阵，让人难以承受。处暑节
气是在立秋之后，“立秋三天，寸草结
籽”，农作物都已进入成熟期。池上秋
色，便是“荷花关成子”，那夏天娇艳的
荷花已不再见，而变成了莲蓬朵朵，其
中结满了莲子，这不正是“秋”的形象
体现！白居易写出了夏暑消退、初秋
来临时的天气变化，真实地再现了处
暑时的自然景观。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
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
露光。”秋日美景，五彩斑斓，令人遐
想。古代的文人墨客们自然会留下
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佳作，唐代孟浩
然在《初秋》诗中这样写道。同时代
杜牧的《秋夕》诗也道：“银烛秋光冷
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
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诗中的诗情
画意，我们都有真情实感的。

宋代的几位诗人写处暑的诗，颇
有新意。仇远在《处暑后风雨》中云：

“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因识炎

凉态，都来顷刻中。”王之道《秋日喜
雨题周材老壁》有“处暑余三日，高原
满一犁。我来何所喜，焦槁免无泥”
之句。处暑这个节气能激起诗词大
家的创作欲望。有这么一首处暑诗
写得很好：“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
金。白头更世事，青草印禅心。”这是
苏泂诗，他是南宋人，名头不大。大
家的作品只有秦观的《鹊桥仙》可以
和处暑靠谱：“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
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写爱情的
名篇，时间却在处暑时节，权当处暑
的名篇引用一下，因为处暑之际有中
国农历的“乞巧节”，也是中国的情人
节，牛郎织女的传说几乎跟中国文明
相始终，我小诗感悟：

处暑季到无蝉响，
纤云弄巧天意凉。
月下时光听蟋鸣，
秋高气爽看夕阳。
了解处暑，一如物候，天地始

肃，能够让我们理解天人相应的微
妙。处暑时节，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份
闲情，守一份内心的清凉，无论季节
如何变化，我心依旧，生活依旧。人
生短暂，必须珍惜拥有和眼前人，每
一个平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相待，每
一个身边的人都应该好好珍惜。

无论是春夏秋冬，寒暑之间，枯
荣之中，都要让生命有所期待，也有
所收获。哪怕一枚秋叶，也要自己的
美丽。人生不一定耀眼，但要自信，
活得有生命价值。哪怕只是一棵小
草，至少不为风雨所折服。面对季节
的变化，即便是疾风骤雨那又如何？
谁的人生路上没有坎坷，世态炎凉，
人情冷暖，薄凉之中，一切伤痛，都要
自愈。经受苦难，学会接受，学会成
长，收获美好，让风雨滋养生命，让自
己成熟。用一颗平常心看世界，除此
之外，最重要的是心情，再美丽的风
景，也抵不过美丽的心情，内心的风
景才是最好的精神支柱。跟着处暑
节气行走，若是能让自己学会一笑而
过，那还有什么伤春悲秋的惆怅，即
是如此，则人生淡然，生命优雅。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多
愁善感的人还是喜欢秋天的，而人到
中年更是喜欢处暑的云淡风轻。“只
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妙曼秋
声，依旧熟悉，处暑音符，每寸时光，
在生命里，融入灵魂，交流悲喜。音
符和时光每一步轻轻走过的脚步，都
是人生过往的轮回，是云烟和迷离的

笔墨。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有一处是
为春天绽放的花朵，是为姹紫嫣红的
灿烂预留。也有一处是在秋雨敲窗，
雨打芭蕉的清脆之中，为处暑的惆怅
记录。在处暑里徜徉，思绪氤氲沉香
醒，浅秋相伴共同行。从容坦荡秋风
惊，满满温暖无言明。眉间心上显多
情，你我福祉更康宁。当尘埃落定
之，时繁华落尽，岁月简静，处暑之
美，依旧让人无怨无悔的喜欢。

“人间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在
处暑的风尘中，在秋风袅袅的枫桥
边，望不尽天涯之路，数不出悲欢离
合，惟有星星寥落，方见岁月如流水，
时光如苍狗。静坐季节的船头，秋风
渐起炎热落。掬一捧光阴的碎片，握
一份失去的倦恋，穿越岁岁花开花落
的时空，看见的只是岁月从不曾为谁
停歇的脚步。那些岁月的尘俗往事，
终将在一场秋雨里，洗尽铅华，一去
不返。如同我们挥霍的年华：回眸往
事昏，斜阳闭寒门。韶华已见逝，岁
月更无痕。处暑静看岁月的轮回，任
风起风落，任时光荏苒，任等待在漫
长的心路历程缱绻，任希望在理想里
升腾，再作一次真心的挽留。人生短
短几十载，最要紧是满足自己的理想
和希望，无论变化怎样，让自己自信
快乐，认真生活，用心活着，比什么都
重要。人情冷暖正如花开花谢，不如
将这种现象，想成一种必然的季节快
车，在轮回着往返。岁月之快，山河
已秋。蓦然回首，又是处暑，时光流
逝。春去秋来，悄然流转，渐行渐
远。回首凝眸，光阴速流。淡然微
笑，岁月蹉跎。依旧生活，心境平
和。君子当以身为度，谨言慎行，与
时俱进，才能在千变万化的时空中适
得其所，与日俱增，久久为功。我遂
七律抒怀：

习习秋风迎处暑，
黄黄一叶落梧桐。
霜雪未染相山翠，
秋雨绵绵枫叶红。
淡淡情怀写春秋，
田田莲荷倒影中。
明月当空照小楼，
篱菊花开香气冲 。

夏余秋始，八月未央。当飒爽的
秋风以不徐不疾的姿态驱赶着阵阵
新凉抚慰大地时，标志着处暑到了。

处暑作为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元
代吴澄这样解释：“处，止也，暑气至
此而止矣。”显然，处是停止、隐退之
意，暑热之气到此结束。当然此时不
是说天气就不热了，而是一年之中最
热的天气终于结束了。如果说立秋
只是轻敲了一下秋天的门，那么，处
暑则意味跨过了秋天的门槛，渐浓的
秋意将引领我们在恬静的时光里，领
略那秋光清浅、秋水清澄、秋云飘逸
的美景，感受古老的处暑时节独特的
风俗文化魅力。

“大暑小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
当暑。”到了处暑节气，虽然新凉在
望，但是中午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暑
热的余威尚在，“秋老虎”可能还会继
续发威，所以民间有“处暑处暑，热死
老鼠。”“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的
说法。因此，要等气温真正降下来，
还需等待秋雨的催化，故有“一场秋
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之说。
不过，“秋老虎”无论怎样耍威风，此
时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那是
初秋最舒适、最熨帖的安抚，难怪连
宋代苏泂对此都深有感触：“处暑无
三日，新凉直万金。白头更世事，青
草印禅心。”对于经过“小暑大暑，上
蒸下煮”煎熬的人们来说，好不容易

盼到立秋，但热情如火的骄阳似乎让
人感觉不到秋的存在。如果说立秋
只是宣布了秋天到来的消息，那么处
暑就不一样了，在秋风、秋雨的围攻
下，过不了多久，“秋老虎”必将落荒
而逃，清凉之秋正在向我们招手呢。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从古至今，美好的秋日情怀常常是属
于处暑的，那徐徐秋风、微微凉意，招
惹得文人雅士诗情勃发，纷纷用生动
的笔触，赞颂浅秋时节的清凉之美。
唐代孟浩然在《初秋》中写道：“不觉
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
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唐代
杜牧笔下的《秋夕》多了些意境：“银
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
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经
过两位诗人的勾画，远隔千年，也能
使读者穿越时空，感受到源自大唐的
凉爽。只是当阵阵凉风吹皱一江秋
水时，诗人白居易却发出了“时光易
逝，红颜易老”的人生慨叹，他在《早
秋曲江感怀》中写道：“离离暑云散，
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
子……”同样观赏秋景，同样沐浴秋
凉，宋代陆游却心生欢喜，他写下《闲
适》：“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柴
门傍野水，邻叟闲相期。”可以说，以
不同的心境观赏秋景，结果是大不相
同的，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何尝不是
如此呢？

“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
吃的。”恰如汪曾祺所言，进入处暑时
节，受昼夜温差影响，人容易出现口
鼻干燥、咽干唇焦等情况。此时，唯
有美食方能祛火降燥，起到“贴秋膘”
的功效。自古民间就有处暑吃秋梨、
吃鸭子和熬制药茶等习俗。与其他
美食相比，最诱人的要数那肥美营
养、味甘性凉的鸭子了，故农谚有云：

“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七月半鸭，
八月半芋。”处暑吃鸭的习俗，在我国
很多地区广为流传，有些地方更是将
鸭子作为地域特色美食名片，像北京
烤鸭、上海八宝鸭、湖南啤酒鸭等。
南京素有“鸭都”之称，金陵板鸭和盐
水鸭久负盛名。试想，炎炎夏日人们
常常没有胃口，盐水鸭肥而不腻，鲜
香味美，绝对使人胃口大开，而老鸭
汤具有清热安神、滋阴润燥的效果，
亦堪称秋补的佳品。

“天上双星合，人间处暑秋。”处
暑已至，昼渐短夜渐长。让我们踏着
农作物开始加速成熟的声音，不负秋
光如许，去拥抱美好。

真快，眨眼间，离开我插队的农村近五十
年了；那年村里有个小商店，也是村里唯一的
商店；小店归生产大队所有，我们叫它代销
店。

代销店有两间房子，是供销社在农村的购
销点，小店常有从供销社购进农药、化肥等生
产资料；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如：油盐酱醋茶、
香烟、糖果、锅碗瓢盆，商店成了村里的小小

“商业局”。
老杨是代销店“店长”，三十来岁，中等个

子，见人就热情招呼；有人路过小店时，他便喊
一嗓子：“进来看看，用余粮、鸡蛋也能换取油
盐酱醋。”勾魂摄魄，你不进店与老杨扯二句都
不行，因此，大家称他为“杨掌柜”。

农闲，胖嫂是小店常客，她手拿一只鞋底穿
针引线，在门口进进出出，向进店的人讲解“这个
好吃、那个好用”成了小店的义务“推销员”。

老杨的户口归我们生产队，我时任队里的
记工员（即生产队会计），队长常派我去代销店
办理购销事宜，也用农产品换取日常百货，作
为生产队公用，所以与老杨交往甚多。

小店偶尔购进一点紧俏品，不出十分钟，
消息如长翅膀一样传遍了村里角角落落，听到
消息后，大家纷纷争购水果糖之类稀有之物；
有时，为了“抢购”，大家在店外挤成一团；我见
到此景，也挤入人群，凑凑热闹。

小店备有“大丰收、大铁桥、东海、飞马”香
烟，一般是九分到一毛多；偶尔会有“团结、百
寿”香烟，知青们买包“东海”香烟，回到宿舍就
共享了。

我们路过小店时，偶尔喊一声：“老杨，有
紧俏物件吗？”“老一套啦！”房间传来老杨洪
亮的回声。

老杨有时会主动招呼：“刚进新货，进来看
看吧！”步入小店，老杨会从大纸箱子摸出几包

“东海”，神秘地说：“这是刚刚进的，一角四分
钱一包，要不要？”实际上我们这些知青没有
钱，买不了“东海”；老杨的热情逼得我们男知
青每人来一包“东海”，随后，便与老杨天南海
北扯一阵。

小店还是村民聊天聚集地，聊嗨时，有的口
奔火车，有的悬河泻水，海量的“新闻”满天飞。

一天，我遇胖嫂来打醋，她看小店一帮人
闲扯，顺口来一句“老驼头要娶小媳妇啦。”便
自行掀起醋罐盖，舀起一提醋倒入瓶中，一连
串的动作在口吐“新闻”中完成。

冬闲时，小店常有“喝柜台酒”的汉子，或
蹲或站喝几口，过酒瘾就走；一天，我与老杨对
账；门外走进“大峰子”，三十多岁，村里有名的

“酒虫”；只见他满脸褶子，身穿黑棉袄，里面是
白粗布衫，外面束一条宽腰带，到小店门口就
喊：“老杨，来二两。”随手往柜台放了二毛钱；
老杨捞一吊散装大曲，高高举起，倒入柜台上
的大瓷碗，酒花一层一层翻滚；“大峰子”端起
碗，一仰头，白酒顺着喉咙灌进了肚里，“咕噜
咕噜”的响音在空中回荡；出门时，嘴里嘟囔了
一句：“舒坦！”

午收与秋收时节，队长就在小店买几包
“飞马”，称上五六斤粗茶，招待市机关来参加
午收人员；小店的“团结、百寿”烟，为大队而
备；老杨与队长很铁，偶尔卖几包给队长，小店

“暗地里”成了队里的便利店。
一次，我与老杨对账，误了饭点，队长就招

呼我与老杨到他家吃饭；进门就喊道：“老婆子
摸几个鸡蛋炒辣椒，贴红薯饼。”（真正的地锅
饼）然后，递给他闺女敏子一角钱说：“快去店灌
一碗大曲。”在队长家吃饭，就是改善伙食啦。

每年入冬，大队组织挖“龙沟”，抽水灌溉
农田。

那年的冬天奇冷，河床结了一层薄冰；挖
河前，队长将我拽到一边说：“去代销店灌二
斤大曲，每个人喝两口再下河，酒钱记账。”我
点头后就匆匆赶去，到小店便冲着老杨喊：

“灌二斤散酒、记账。”“杨掌柜”笑呵呵地说：
“我就知道队长会让你来灌酒，天寒地冻，喝
两口暖暖。”我递上二个大瓷缸说：“先灌二
缸。”老杨拿着酒提子伸入酒坛，灌满二瓷缸；
又给我一个小杯子说：“用这个杯子分酒喝；
告诉队长，挖沟耗力，撑不住时，小店还存有
几筐鸡蛋。”我迈出门槛，转身朝老杨回了一
声：“知道啦。”

赶回工地，我对着队长说：“酒来了。”他接
过酒，便举起瓷缸喊道：“大曲酒来啦，53 度
的，喝口再下河。”几个知青不知烈性酒的冲
劲，喝了就变成“关公”；二口酒下肚，很多人就
甩掉棉衣，身着单衣挥锹、拉车推土；河床很快
挖出了一条二米深的长沟；沟底慢慢地蓄满了
水，队长拽来一根长长的橡胶管，连至机灌站；
一声轰鸣，高扬的水柱涌入千亩麦田。

持续的挖河修渠，大伙体力消耗极大，歇
工哨一响，大家就东倒西歪地歇着；队委会见
此，急商对策，有提议卖余粮买肉、买老母鸡。
队长紧着眉头，对大家说：“别做梦啦，哪里有
猪肉卖？我有办法。”

第二天的晌午，队里的“伙夫”胖嫂与二妮
冲着大伙喊：“开饭啦！喝鸡蛋汤啦！吃馒头
啦！”这一嗓子，河堤立马炸锅；大家蜂拥而上，
争相观看桶里的鸡蛋汤；队长站在胖嫂与二妮
身后高喊：“从今天开始，队里改善伙食，每天
都喝鸡蛋汤，吃馒头。”这是队长的点子，他让
我从代销店赊了十几斤鸡蛋（年终用余粮结
算），又从生产队粮库提了二百斤粗面蒸馒头；
这法子有奇效，大伙喝了加鸡蛋的辣糊汤，干
劲倍增。

如今，农村遍布小超市;当年的代销店已
成了故事。

瓦房村有各种各样的树木，
而最让人留恋和记着并存活于人
们情感世界的，是那棵有着两百
二十多年树龄的老榆树。

我第一次站在这棵老榆树下
面，满怀着虔诚和景仰，来来回回
围着它转了好几圈，从根部慢慢
地看到树梢，又从树梢慢慢地看
到根部。它三十多米高的风采神
韵，在方圆百里可以说是独步天
下，独树一帜；它的躯干斑驳皲
裂，从上到下展示着岁月的无情
和沧桑；它的枝干纵横交错，凛然
蹈空，虬龙般地展现着生命的不
屈和高傲。它看过了两百多年的
苍狗白云，抵住了两百多年的风
霜雪雨，呵护着瓦房村两百多年
的子子孙孙。如今远远望去，宛
如亭亭华盖，依然以博大的胸怀
庇护着岁月静好的瓦房村。

两百多年前，当它还是一棵
小小柔弱的榆树苗时，瓦房的先
辈们带着希望，带着梦想，带着美
好，和着汗水把它栽种在这块从
远古走来、又将向更远的未来走
去的土地上。自从它独自扎根于
这块土地的时候起，一路走来，凄
风苦雨，狼烟滚滚，那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啊？按照 224 年从
今天往上推算，那就是1800年，也
就是清朝嘉庆皇帝五年。嘉庆是
谁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但一
说到他的老爹，肯定大多数人都
知道。他的老爹就是那个“十全
老人”乾隆皇帝，现在的很多电视
剧还在上演着他老爹几下江南的
风流韵事，据说相山公园里显通
寺上的“惠我南黎”这几个大字就
是乾隆下江南路过我们这个地方
的时候所写的。嘉庆只是个年
号，其实他的名字叫颙琰，是乾隆
帝的第十五个儿子。乾隆后期，
清朝已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尖
锐。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
农民沦为佃农、雇农，吏治腐败，
贿赂公行，武备废弛，军无斗志，
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1796年
嘉庆登基的时候，乾隆帝十分贪
恋皇帝这个宝座，依依不舍地自
称太上皇帝，不依不饶地掌握着

大权。嘉庆四年，乾隆帝龙驭宾
天，嘉庆这才得以亲自处理朝
政。他立即查办处死了乾隆时
的权臣大贪污犯和珅，并没收其
家财，总计得银近 10 亿两。但嘉
庆帝并没有看到当时的世界大
势，依然如他老爹那样以老大帝
国自居，实行闭关政策，从而给
人民和社会造成严重灾难。嘉
庆过后还有道光、咸丰、同治、光
绪、宣统五位皇帝，在他们的腐
朽统治下，中国备受屈辱，内忧
外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剧烈动
荡和急剧变化，“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而当时的这棵小榆树，它的
经历，它的痛苦，它的磨难又何尝
比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更
少啊！干旱来了，它枝枯叶败过；
洪水来了，它遭受灭顶之灾过；兵
匪来了，它遭受刀砍火烧过；饥饿
来了，它充当过老百姓的救命稻
草。干旱没有让它屈服，洪水没
有让它动摇，兵匪没有让它逃避，
而面对饥饿饥荒，它毅然决然地
向嗷嗷待食的饥民们奉献出了自
己的果实、枝叶乃至躯干的皮
肉。它从幼苗而长成参天的大
树，靠的是毅力，靠的是坚韧，靠
的是无畏。“铁骨铮铮”不正是对
它的最好描述吗？

两百多年来，它不避刀枪，不
避风霜，坚定地扎根于脚下的大
地，何曾动摇过，何曾迷茫过？它
矗立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何等的伟岸，何等的稳如磐石！

它饱经沧桑而没有丝毫的荒
怆，经受磨难而没有丝毫的颓丧，
慷慨奉献而没有丝毫的抱怨。它
超乎于一切草木之上，200 多年
来，伴着瓦房挣扎奋进的脚步，走
过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明天。

瓦房的老榆树啊，你的生命
是比我长久的。当我骨化成灰、
肉化成泥时，你的风采会依然，你
的屹立会依然，你春夏秋冬庇护
脚下土地的博大胸怀会依然。你
现在已经是瓦房的一部活生生的
历史，你将来也必然是瓦房磅礴
前进蓬勃发展的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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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拿着一只塑料袋来到
菜园子里的南瓜地，掐了一大袋南
瓜藤的嫩尖（在我们当地都叫南瓜
头）。回家洗净，用开水烫一下，滴
入几滴麻油，撒入少许盐，一碗香
脆可口的凉拌南瓜头就这样做好
了。我用筷子夹起几根放入口中，
顿时，一股清淡可口且香味十足的
气息在唇齿间蔓延开来。我一边
慢慢咀嚼，一边品味天然的绿色食
品带来的美味享受。

夏天天热，人的胃口也挑剔起
来，肉类食品大都油大，看着就不
想再吃下去，还不利于身体健康。
人们经常换换口味，到市场上去买
些新鲜蔬菜做着吃。我打理了一
个小菜园子，种的有小葱、南瓜、丝
瓜、辣椒等天然的绿色蔬菜。想吃
啥新鲜蔬菜，就到菜园子里随便择
些回家就能做，基本上不需要再到
超市买蔬菜。

凉拌南瓜头是一道清爽开胃
的夏日凉菜，其制作步骤简单，口
感鲜美。选用嫩些的南瓜头，去掉
上面的白色绒毛，特别是主茎上
的，以免影响口感。南瓜须可以保
留食用。将南瓜头分成小段，用流
动的清水边洗边搓揉，将叶子上的
白色绒毛搓软。锅中加入适量的
清水，烧开后加入食用油和一小勺
食用盐。将清洗干净的南瓜头放

入锅中，焯水约三分钟，确保南瓜
头熟透。焯好后用漏勺捞出，放入
凉白开水中浸泡，然后捞出沥干水
分。把大蒜剁成蒜末，小米椒切
圈。在小碗中加入蒜末、小米椒
圈、花椒粉、白芝麻，用热油烫一
下，激发出香味。接着加入盐、生
抽、米醋、小磨香油等调味料，搅拌
均匀。将沥干水分的南瓜头放入
大碗中，倒入调好的料汁。用筷子
或手将南瓜头和料汁充分拌匀，使
每一片南瓜头都裹上料汁。将拌
好的凉拌南瓜头装盘，即可食用。

上网百度一下，我发现南瓜藤
营养丰富，富含粗纤维、粗蛋白、粗
脂肪、无氮浸出物，还含有钙、磷、
维生素 C、A 和 B 族等，所含粗蛋
白中有赖氨酸等10种氨基酸。

南瓜藤不仅营养丰富，还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中医认为，南瓜藤味
甘苦，性微寒，无毒。南瓜藤煎汤内
服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能治肺结核低
热。南瓜藤汁，冲红酒服，治胃痛。
南瓜藤汁涂抹烫伤的部位，可治烫
伤。《本草再新》有记载：“平肝和胃，
通经络，利血脉，滋肾水。治肝风，和
血养血，调经理气，兼去诸风。”

朋友们，既然南瓜藤营养丰
富，又有药用价值，难道你不想做
一盘凉拌南瓜头，让家人尝尝鲜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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