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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百年辣椒种植历史
的广西大苗山融水苗族

自治县杆洞乡，所产辣椒
肉厚香甜、辣度适中，多

植

于云雾深山，名声远播。
近年来，当地政府大力扶

持辣椒产业，苗胞们的日
子就像他们生产的辣椒

一样

红火喜人。图为杆洞乡
的一位苗族姑娘正在挂

晒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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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空 文 !

"

图

锦花菜
B27

哥斯达黎加，美食人生
B28

姚
雪垠先生所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李

自成"出版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因

为这是经历了$文革%时期之后中国

文学界的重大收获&可是#正如看!红楼梦"#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

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

事'(%)鲁迅语*人们也从各个角度来解读

!李自成"+其中有一位安徽读者看了这部小

说#就觉得不对劲,李自成怎么吃起了辣椒-

这个细节#一般读者老早就

放过了#可那位是个农学家很较

真#他的专业知识告诉自己#在

李自成所处的时代#辣椒不可

能出现在李自成的餐桌上&

学术界普遍认为#辣椒传

入中国#是在十六世纪末或十

七世纪初 )!"##年左右*#而

且是在广西.云南.贵州.福建

一带传入&我查了一下#李自成是陕西米脂

人#!"#"年生人#!"$%年卒#他的活动区域#

大部分在中原地区#到最南边的恐怕就是安

徽了&换句话说#没有几十年.上百年时间#

辣椒要传到他的餐桌上#很难&

也有人认为农学家的推论不对#他拿出

两部书来#一部叫!群芳谱"#!"&!年出版#

上面写有$番椒%字样)按#番椒#即现在我们

所说的辣椒*/另一部叫!遵生八笺"#!%'!

年出版#在该书!燕闲清赏笺0卷下0草花谱"

里面提到,$番椒#丛生白花#籽俨似秃笔头#

味辣色红甚可观#籽种&%两部书都是名著#

好找& 于是# 它们让人产生了联想, 既然

!"##年左右诞生的书已经把辣椒收入视

线#没准辣椒早就流布四方了&怎么早法呢1

是郑和下西洋)!$#%年后*时带回来的&

乖乖-整整提前了两百年&

这是我不同意的&辣椒如果是郑和从南

洋带回来的话#那时的南洋有辣椒吗1国际

公认# 辣椒是哥伦布从南美洲带回欧洲#再

传到亚洲的&哥伦布第一次登上新大陆是在

!$'&年!#月!&日#郑和怎么拿得到辣椒1

可是有人却拿出了证据222马欢#作为

郑和出使南洋的随身通译)翻译*#写过一本

游记!瀛崖胜览"#里面说道,$苏门答剌者#

其地依山则种椒园#花黄子白#其实初青#老

则红+%犹言所见为辣椒也+可是#依!遵生八

笺"的说法#辣椒$丛生白花%/又#笔者生长在

南方城里#不谙农事#没见过辣

椒的原生态#但我在$百度百科%

上查到的辣椒花# 颜色也是白

的+ 我怀疑马欢在南洋看到的

椒#不是辣椒#而是另有所指+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

辣椒在欧洲起初一直是用于观

赏的花卉和治病的药物# 这也

可以解释即使在现在# 欧洲人

吃辣椒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的原由+传到

中土时#辣椒起初也只是作为花卉和药物性

质引进的+ 从观赏花卉到成熟食材的进化#

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让李自成这一

层次的人普遍接受到#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有个材料大概能解释李自成为什么能

够吃到辣椒+上世纪(#年代#人们在云南西

双版纳原始森林中发现了有野生型的小米

椒#!'')年又在湖北神农架地区发现了野生

的黄辣椒+这就是说#中国很可能也是辣椒

的故乡+可这又很让人困惑,李自成能吃到

的野生辣椒#必定是寻常物#那么为什么现

在却很难找到1是因为舶来辣椒把它击退了

呢#还是它自我淘汰1另外#李自成何必去吃

这种$野菜%呢1他嗜辣的习惯是如何养成的

呢1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呢1为什么他的同时

代人几乎没有吃上辣椒的呢1

咳#问题很多#很复杂+

假使# 姚雪垠先生能够出来说句话#把

这些问号变成顿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姚先生!'''年弃世#其生前有没有看过

农学家的质疑#我因为懒不高兴去查/至于在

其身后#那就更不用谈了+其实那些都无所谓+

好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篇采访姚雪

垠先生的文章#说他为了写!李自成"#看了十

几遍!明史"#积累了几万张资料卡片#把明朝

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摸得很熟+对此#我

深信不疑+我们来看!李自成"第四十四章的

一段文字,$李自成平日自奉甚俭# 吃饭不过

是粗粮野菜#与老营士兵几乎完全一样#但是

对牛金星和宋献策特别供给优厚#所以他并

不约牛金星到老营同吃早饭#一进寨就同金

星拱手相别+金星从怀中取出那个诛万安王

的文告草稿#递给闯王#自回家去+闯王一进

老营#便传令提前开饭+趁着亲兵们端饭时

候#他把文告的草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合他

的意思#便交给高夫人暂时收起+早饭是红

薯加小米煮的稀饭#柿饼掺包谷面蒸的窝窝

头+菜是一碟生调萝卜丝和一碟辣椒汁儿+当

时红薯才传进中国东南沿海地方几十年#传

到河南更晚#很不普遍#所以这点红薯是几十

里外村庄的老百姓特意给闯王送来的#表示

他们爱戴闯王的一番心意((%

红薯一节#反映出姚先生的知识储备足

够+红薯确实是由福建商人陈振龙于明万历

&&年)!%'$*从南洋带回来的+我们暂且不

论红薯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传到中国腹

地河南.能不能马上传递到普通老百姓的餐

桌上#只说和红薯几乎同时传到中土而且已

经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辣椒)按#此为!李自

成"中的描述*#为什么没能在书里也成为老

百姓$表示他们爱戴闯王的一番心意%呢1

结论是,姚先生疏忽了+他以为辣椒在明

朝#是一种很寻常的食材+可是#这#却只是他

的想象+退一步说#即使那个时候中国确实开

始出现了辣椒#那也和李自成的关系不大+

一周一菜 文 # 李兴福

香橙虫草炖
老公鸭

无辣不欢"上#

文 # 西坡红泥小炉

! ! ! !此菜是四川传统名
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袓传秘方是用香橙
汁、冬虫夏草配上三年以
上的“老公鸭”炖焖后成
菜。此菜不但滋补功能
好，而且对中老年的肺
部和气管等问题有疗效。据说当年张大千先生
在晚年时，常炖此老公鸭菜肴，他深深感触地
说：“每服一只老公鸭可抵人参一两。”香橙属芸
香料，五月开花，花白而香，十月结果，果实扁
圆；也可作中药配方之用，有消食，下气，止恶
心，化痰等功效；也是一种营养丰富果实。其中
香橙叶、皮、核都是可药用。

原料：老公鸭一只，约 !""" 克，虫草 #!$

根，香橙 $"!%"克，宣腿 $"克，花菇 &!#只，花
雕酒 $"!'"克，葱 $根、姜 !"克、盐、鲜粉适量，
胡椒粒 ("粒，鲜汤或清水 )$""!!"""克。

制作方法：老公鸭活杀放血，沸水泡透，煺
毛刮肚去内脏冲洗，鸭胗、鸭肝、鸭心留用。冲洗
净，下开水汆烧 &!$分钟，捞出再冲洗一次，放
进大砂锅内（如无大砂锅可用铝锅代用），放清
水 )$""!!"""克将老公鸭肚朝上下锅内，放葱
姜，宣腿切块，花菇泡发后批片，约每一只花菇
批三片，一起放进鸭内，虫草放在鸭肚上。烧开
去掉泡沫，浇黄酒烧开后用小火炖焖三小时，放
调料和香橙汁，再小火炖半小时，见鸭酥透、不
烂、完整，即成上席。可供 )"!)!位用。

特点：汤汁鲜美，鸭肉软棉。味香浓补肾利
水，理气，化痰和中开胃、健脾。鸭胗，鸭肝，鸭心
洗净，下锅煮半小时，切片，配上茭笋、青椒，可
烹制“炒时件”一菜（这是一道上海菜肴）。过去
上海本帮饭店有这一道菜（鸡，鸭内的胗，肝，心
称它是时件）。这是老上海人都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