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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可以作剑使用，也许是另一种蔗境。

当然，这是有一定难度的。

甘蔗节节向上生长，“颇似竹”，西晋时期文学

家、植物学家嵇含将甘蔗作“竿蔗”，谓其茎如竹

竿。但甘蔗不像竹那样坚韧，沿枝节稍微用力，很

容易将其折断。因此，将甘蔗使出剑的效果，是一

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而非常喜欢吃甘蔗的魏文

帝曹丕却做到了。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注引曹

丕《自叙》，记载了曹丕的这则轶事。立冬时节，曹

丕常常一边与大臣议事，一边嚼食甘蔗，吞饮甘蔗

汁。有一天，他和帐下两员大将刘勋、邓展一起喝

酒、吃甘蔗、谈论剑术。借着酒兴，曹丕和邓展决定

以甘蔗代替宝剑来比试武艺，比赛结果，邓展不仅

没能夺下曹丕手中的甘蔗，手臂还被接连击中三

次。“时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

三中其臂，左右大笑。”邓展不服，要求再比一场。

这回曹丕诱敌深入，迅速出击，用甘蔗击中邓展额

头，把在场人全镇住了。

想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存在两处

疑点：一是鉴于曹丕的特殊身份，邓展会不会为了

拍他的马屁，一直让着他，故意被他“刺”中；二是故

事的来源是曹丕自叙，他会不会只是“吹吹牛皮”而

已、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假如真是邓展拍马屁，

能让“被拍者”入戏这么深，那真是拍出了水平，算

是秋水无痕。如果能排除这两个因素，曹丕和邓展

就真是把甘蔗吃出了境界、用甘蔗打出了境界，可

谓荡气回肠。

曹丕之前的西汉文学家刘向是不喜欢此类境

界的，他在《杖铭》中写道：“都蔗虽甘，殆不可杖。

佞人悦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

任贤，何必取贵。”大意是：大的甘蔗虽甜，但绝不能

当手杖来用；小人的话虽然使你听了很高兴，但这

种人绝不能用来做你的助手；手杖还是得用方便的

材料，而不是用滋味好的；用人一定要用有才能的

人，而不必在意他的地位是否尊贵。

这些话看起来好像是对甘蔗有些贬义，却富含

人生哲理,千百年来一直被人称道。另外，“蔗”被

古人从其外貌和生长方式而生出的说法，也似乎隐

含贬义，如北宋政治家吕惠卿说：“凡草皆正生嫡

出，惟蔗侧种，根上庶出，故字从庶也。”

这只是人类的理，与甘蔗无关。甘蔗仍是甘

蔗，蜜甜、笔直、大气，至于是不是被人们当成剑或

手杖，甘蔗也丝毫不会在意。用材失当，错不在甘

蔗，而在人。

甘蔗更喜欢的，是唐代诗人王维《敕赐百官樱

桃》中的那种意境：“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

浆寒。”跟樱桃在一起，甘蔗才心旷神怡。

樱桃，非桃类，以其形肖桃，颗如璎珠（璎即像

玉的石头），又属于落叶小乔木，故人们将璎改为

樱，取名樱桃；因为云莺所含食，又名莺桃、含桃。

樱桃不但自己美，还能让别人美，《名医别录》将她

列为上品，说她可以“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

志。”上品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

伤人，可轻身益气，不老延年。

樱桃虽然味甘，但是性热，不可一次食用太

多。因此，人们喜欢在食用樱桃之后，再饮一些甘

蔗汁，以泻火热。甘蔗就这样与樱桃配伍，相辅相

成，相知相映，仿佛高山流水，共同演绎着心灵的

乐章。

没有攻击、打压、伤害，唯有蜜甜，才是甘蔗喜

欢的生活。

古元版画《甘蔗园》

立冬品“蔗境”
立冬，是寒冷冬天的开始，俗称“交冬”，意为秋冬

之交。

谚语“立冬补冬，补嘴空”，说的就是立冬习俗，

人们喜欢在立冬时节进食可以温补驱寒的食物。

甘蔗即是“补冬”的美食之一，甘蔗性味甘、平、

涩，甘味能补能缓。民间素来有“立冬食蔗齿不痛”的

说法。的确，立冬时的甘蔗已经成熟，这个时候食用

甘蔗，可以保护牙齿、不上火，还可以得到滋补。

于是，立冬吃甘蔗，蜜甜如蔗境，寒冬暖如春。

□ 据《北京晚报》

食蔗，渐入佳境
蔗境，由甘蔗的蜜甜而生。

这份蜜甜，来自甘蔗那似竹而内实的长茎中取

得的汁液。那由生嚼、榨取、提炼的方式而得的汁

液，好似琼浆，以清芬不腻的滋味，深情舒缓地溢入

咽喉，沁入心脾，甜入肺腑。

自古食蔗者，始为蔗浆。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

经能对甘蔗进行原始加工了，楚国诗人屈原《楚辞·
招魂》中的“胹鳖炮羔，有柘浆些”，“柘”即通用蔗，

“柘浆”是从甘蔗中取得的汁液。

“蔗境”一词，来源于古人对甘蔗的吃法，即从甘蔗

的末尾啃起，直到蔗头为止。古人觉得这样“倒啃甘

蔗”，从甘蔗不太甜的一段吃到甜的一段，可以比喻先苦

后乐，有后福，引申为人的晚年生活逐渐转好之义。

把甘蔗吃成这种境界的代表人物是东晋艺术

家顾恺之，他“每吃甘蔗，必从尾到头”，并把这种吃

法叫做“渐入佳境”。中国二十四史之一《晋书》说：

“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

佳境。”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甘蔗》中说：“老境於吾渐

不佳，一生拗性旧秋崖。笑人煮积何时熟，生啖青

青竹一排。”也是借“蔗境”，来感叹自己佳境已过、

时运不佳。

不 过 ，顾 恺 之 的“ 渐 入 佳 境 ”貌 似 缺 少 一 个

“度”。因为，准确地说，甘蔗的中段，才是甘蔗最甜

最好吃的部分，甘蔗的头和尾都不算甜。而且，甘蔗

根部节短，吃起来费事，口感不好。从尾吃到头或从

头吃到尾，都是从不太甜之处吃到最甜处、再吃到不

太甜之处，“渐入佳境”后，又“渐出佳境”。所以，蔗

境不必用作引申，仅以甘蔗最甜的部分，来合最好的

境遇，就可以了。

实在想“渐入佳境”，也可以从尾部开始吃至接

近头部之处，或从头部开始吃至接近尾部之处，舍弃

一点头、尾。舍得退让，方能渐入佳境。

有了度，甘蔗这种多年生甘蔗属、多生长于热带

和亚热带的高大实心草本植物，才会更加富有吸引

力。要知道，甘蔗的甘甜美味，是上了双保险的，一

来名字中含“甘”，可不就是甜吗？二来甘蔗是脾之

果，脾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对应甘，甘味入脾，

甜就是甘蔗的本性呀。除了味美，甘蔗还可作养生

疗疾之用，中国历代医家陆续汇集而成的医药学著

作《名医别录》说甘蔗能够“下气和中，助脾气，利大

肠”，中国最早的医药学典籍《黄帝内经》也说甘蔗

“甘温除大热”。

甘蔗还能消渴解酒，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云：“百味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酲

（chéng），酒醉之意。宋代医药学家大明也说甘蔗

能“利大小肠，消痰止渴，除心胸烦热，解酒毒。”

进入南北朝时期，甘蔗已是广受欢迎。南朝和

北朝隔江对峙时，南朝人食用甘蔗的多姿多彩令北

朝人垂涎三尺。甘蔗的声名不胫而走，成为中国北

方瞻望中国南方的重要物象。北魏甚至明确要求刘

宋王朝提供江南名产——甘蔗及酒。

甘蔗虽可解酒，却不宜和酒同食，唐代医药学家

孟诜说：“共酒食，发痰。”《名医别录》将甘蔗列为中

品，中品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

可遏病补虚羸。甘蔗也不宜多食，元代医药学家吴

瑞说：“多食，发虚热，动衄血。”

所以，食用甘蔗，讲究适宜有度。如此，蔗境方至。

甘蔗成为糖，也在刚刚好的蔗境里。

蔗糖在中国的起源时间，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

东汉学者杨孚在他写的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专

著《异物志》中的一段描述：“（甘蔗）长丈余颇似竹，

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唐代之

前的糖，是将甘蔗汁浓缩加工至较高浓度呈黏稠状

的液体糖甘蔗饧，属难得的奢侈品。

唐太宗李世民也喜欢吃糖。本来他舒舒服

服地吃着甘蔗饧，感受着大唐之美。谁知印度使

者又为他献上以甘蔗汁加牛乳、米粉等制成的乳

糖石蜜。李世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糖，忍不住两

眼放光，表情甜如蜜，真是太好吃了呀。李世民

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制作方法学回来，满足我

“大糖”需求。他派人到印度学习先进的熬糖法，

之后传令扬州地区如法炮制，结果所产的糖，味

道胜过了印度糖。《新唐书》说：“（摩揭陀）遣使

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

取熬糖法，即诏书扬州上诸蔗，拃瀋如其剂，色味

愈西域远甚。”

人生真是太美妙了，你永远都不知道前方有多

少美味在等着你。而唐代以胖为美，不知是不是因

为爱糖所致？

爱吃会吃的宋人当然也不会放过糖。宋人王

灼撰写的《糖霜谱》，把制糖的甘蔗也说得明白：“蔗

有四色：曰杜蔗，即竹蔗也，绿嫩薄皮，味极醇厚，专

用作霜；曰西蔗，作霜色浅；曰艻蔗，亦名蜡蔗，即荻

蔗也，亦可作沙糖；曰红蔗，亦名紫蔗，即昆仑蔗也，

止可生啖，不堪作糖。”

王灼是遂宁府小溪县（今四川省遂宁市船山

区）人，出身贫寒，虽学识渊博却考场失意，终未入

仕。一生流落江湖，寄人篱下。晚年潜心著述，涉

及诸多领域，在中国文学、音乐、戏曲和科技史上占

有一定地位，被后人称为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

他写的《糖霜谱》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备地介绍糖霜

生产和制造工艺的科技专著，共分为七篇。他在第

三篇中写道：“伞山在小溪县，涪江东二十里，孤秀

可喜。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可

见当时在王灼的家乡小溪县伞山一带，种甘蔗、制

蔗糖是相当普遍的。

取甘蔗汁液可以加工成蔗糖、砂糖、石蜜、冰糖

等不同形式。吴瑞说：“稀者为蔗糖，干者为沙糖，

球者为球糖，饼者为糖饼。沙糖中凝结如石，破之

如沙，透明白者，为糖霜。”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说：

“石蜜，即白沙糖也。凝结成饼块如石者为石蜜，轻

白如霜者为糖霜，坚白如冰者为冰糖。”

王灼活了80岁，在宋代算是绝对的高龄，也许

正是得益于他家乡产甘蔗和糖的缘故吧。甘蔗和

糖，带给王灼的，是蜜甜的慰藉。

只是，时至今日，糖再也不是人们求之若渴的

奢侈品，反倒成了营养过剩的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

食物。或许，这也是一种进步。

用蔗，殆不可杖

储蔗，榨汁为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