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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的柳蒿芽文化

沃泽明

摘要：采集植物是人类取食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民族不同而形

成的人文色彩也不同。因采集而生存，又因生存而经济而文化，每

一步都凝聚了人类诸多的劳动和情感，柳蒿芽便是一种饱含达斡尔

族情感的采集植物。由于柳蒿芽独具特性，在达斡尔族中倍受喜爱

和青睐，因此身价倍增。在采集中，达斡尔族根据柳蒿芽的植物学、

药理学、民俗学等特性，赋予柳蒿芽很多民族色彩，并约定俗成为

民族符号之一，进而又专门设立了柳蒿芽民族节日。从一株野生植

物，到一个民族节日的主角，柳蒿芽不仅表现了达斡尔族与自然界

的关系，还反映出达斡尔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作为一种

文化，柳蒿芽还渐渐成为推动达斡尔族文化发展和促进族际交流的

平台，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植物采集的内涵与外延。可以说，柳蒿

芽文化，为了解达斡尔族乃至人类采集活动，打开了一扇窗  口。

关键词：采集 植物学 民族文化 饮食

作者简介：沃泽明，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内蒙古达

斡尔族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达斡尔族历史文  化。

人类采集植物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时期，采集是人类索食的重要方式，

由此产生的人文色彩也会因民族不同千差万别。达斡尔族的一种采集植物

叫“库木勒（齐齐哈尔音）”或“昆米勒（莫力达瓦音）”，汉语译为“柳蒿

芽”。这是一种多年生菊科蒿属植物，生性干净，味道苦涩，生于江河水畔，

达斡尔族也称之为“救命菜”和“思乡草”，日积月累便衍生出独特的采集文

化，即柳蒿芽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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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柳蒿芽文化的物质基 础

作为达斡尔族特有的采集文化，柳蒿芽文化涵盖了风土人情、历史记忆、

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等内容，但物质基础仍是柳蒿芽。因此，有必要从物质

角度来了解一下柳蒿  芽。

（一）植物学上的柳蒿  芽

作为蒿类植物，“柳蒿芽”在全世界约有 380 余种近亲，中国有近 200

种，尤以西北、华西、东北及西南诸省最多。据说东北地区就有 40 种（邢

怡等 2000：49）［一说有 50 余种（王臣等 2001：216 页） ］，“柳蒿芽”学名叫

“柳叶蒿”，是因达斡尔族在采集时只取“柳叶蒿”顶部的嫩茎叶，故称“柳

蒿  芽”。

蒿类植物是大自然菊科植物大家族，体系庞大纷杂。柳叶蒿一族排序是：

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菊亚纲、菊目、菊科、春黄菊族、菊亚族、蒿

属、蒿亚属、艾组、歧茎蒿系、柳叶蒿（林有润 1991），位于第 12 层，族系

脉络清  晰。

《中国蒿属志》对柳叶蒿地域分布及特性也有简要概述：“柳叶蒿，产黑

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及河北；蒙古、朝鲜、苏联（西伯利亚

及远东地区）也有。多生长于低海拔或中海拔湿润或半湿润地区的林缘、路

旁、河边草地、草甸、森林草原、灌丛及沼泽地的边缘。可入药，但有小毒，

治风湿病等（林有润 1988：31）。”《达斡尔族百科词典》介绍：“柳蒿芽系一

年生草本植物，萌芽早，长势猛，茎直立，形状和艾蒿相似，菊科，蒿属。

生长在沿江河湿润地带或沼泽地，遍布大兴安岭南北、嫩江平原、呼伦贝尔

草原的江河边（满都尔图 2007：318）。”

柳叶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根茎多年生，地上茎杆枝叶一年生，每

年春天会从根茎长出新芽，出土后每株高约 30 ～ 70 公分，根茎在地表下蔓

延横走，连片成线生长。地上茎杆直立单一，稍具条棱，常带红紫色。叶子

为披针形或条状披针形，长约 5 ～ 10 公分，宽约 2 ～ 10 毫米，先端渐尖，基

部楔形，边缘反卷，叶面呈绿色或被短毛，叶子后面密被灰白色毡毛；植物

上部叶子较小，因蒿叶与柳树叶相似，故名柳叶蒿、柳蒿等（内蒙古植物志

编辑委员会 1980：129）。达斡尔族一般会在春季端午节前采集，采下的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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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蒿芽”，也有叫“柳蒿菜”的。端午节一过，柳叶蒿生长加快，茎、杆梗

化迅速，蒿叶纤维渐粗，采集期便过去  了。

（二）民族植物学上的柳蒿  芽

达斡尔族采集的柳蒿芽，在食用、药用和族群生活等方面均有些特殊作

用，几乎成达斡尔族专属植物，是较特殊的民族植物学现象。因受到达斡尔族

格外偏爱，柳蒿芽又渐渐附着了民族的性格。由于各民族采集的相似性，许多

人又将柳蒿芽与蒌蒿或芦蒿等混为一谈，所以有必要从民族植物学上甄别一 下。

“柳蒿芽”不同于“蒌蒿”或“芦蒿”，虽同属蒿属菊科植物，却谱系不

同。柳蒿芽与蒌蒿（芦蒿）均在蒿属艾组，艾组却又分 16 个系，“柳叶蒿”

属艾组第 6 系——即“歧茎蒿系”，而“蒌蒿”则属艾组第 13 系——即“蒌

蒿系”（林有润 1988：35），系组不同，名称也不  同。

蒌蒿在在汉族地区历史悠久，古代《诗经》就有记载，称为“蒌”。各地

叫法也不同，内蒙古称水蒿，江苏称水艾、小蒿子，四川称芦蒿、香艾、刘

寄奴等（林有润 1991：144），均受汉族喜爱。而柳蒿芽在历史上却只被达斡

尔族所赏识采  集。

柳蒿芽与蒌蒿的区别还在于民族的食用和药用性方面。汉族是不吃柳蒿

芽的，主要是极苦的味道。在内蒙古农村，一些汉族农民称柳蒿芽为“羊不

吃”“苦艾”等。满族清代学者西清在记述时也曾写道：达斡尔人采集“野菜

又名柳蒿者，春日家家采食，味初不甚鲜美”（西清 2014：250）。也是因为太

苦。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研究所做过一次调查：“认为柳蒿芽是达斡尔族

的传统野菜。除鄂温克自治旗的‘索伦’鄂温克人外，其他地区的鄂温克人

基本不食用，而‘索伦’鄂温克人长期与达斡尔族混居，受达斡尔族饮食文

化影响较大（乌尼尔，哈斯巴根 2005：20）。”牧区和猎区鄂温克人过去是不

吃昆米勒（柳蒿芽）的，但后来吃了。……鄂伦春人少部分有学会做了吃的

（娜日斯 1992：17）。达斡尔族学者娜日斯考证：蒙古人也不吃昆米勒（柳蒿

芽），嫌它有味（娜日斯 1992：17）。达斡尔族作家苏莉在记述其蒙古族丈夫

时写道：“我为了时时饱餐一顿柳蒿芽，还必须积极改造我家里这些蒙古人的

胃，好使他们在我享受柳蒿芽时不会向我投来鄙夷的神色（苏莉 2003：81）。”

这些描述都展示了柳蒿芽与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近些年，在黑龙江一带已

可看到，有大批汉族妇女正加入常年采集柳蒿芽的大军，集市也出现了售卖

柳蒿芽的情况，而达斡尔族妇女则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去采集柳蒿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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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的柳蒿芽文化  69

柳蒿芽的名称也渐渐因方言或民族有了不同，达斡尔族方言中齐齐哈

尔音叫“库木勒”，莫力达瓦旗音叫“昆米勒”；汉族叫“柳蒿”；蒙古族称

“乌达力格—沙里尔日”，或“乌达力格—协日乐吉”（内蒙古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80：129）；满族则称之“额穆毗”（西清 2014：250）；甚至远在日本也有个

名字叫“九牛草”（林有润 1991：125）。就这样，一叶柳蒿芽，竟在 5 个民族

中出现 6 个名字，别名或许更多些，说明柳蒿芽的影响已进入了族际关  系。

在采食方面，汉族喜食蒌蒿，主要采集茎杆部分，烹炒、凉拌、腌制为

多，味道辛香，脆嫩可口，很受欢迎，若无饥馑，蒌蒿叶是不吃的。柳蒿芽

则不然，倍受达斡尔族男女老少喜爱，虽味苦，却仍觉香鲜宜人。烹饪多以

炖煮为最，掺入饭豆、肥肠、排骨或小鲫鱼等，把苦苦的柳蒿芽炖出豆香肉

美，十分开胃。此外还有烹、凉拌、做馅等，现在又有煎、炸等手法，是达

斡尔族款待贵宾的一道美  食。

柳蒿芽还是一味中草药，有微毒，清热解毒，主治肺炎，扁桃体炎，丹

毒，痈肿疔疖等（中华本草编委会 1999：680）。而蒌蒿也属一味中草药，

主治产后淤血停积、小腹胀痛、跌打损伤、瘀血肿痛等（陈士林，林余霖

2006：429）。可见，柳蒿芽和蒌蒿从药理上也分为两种植  物。

（三）柳蒿芽的药用价值

经分析研究，柳蒿芽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十分丰富。

据齐齐哈尔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柳蒿芽含有蛋白质 14.8%，粗

脂肪 4.0%，粗纤维 21.7%，无氮浸出物 38.2%，灰分 11.7%，钙 1.09%，磷

1.05%。不但营养丰富，而且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在食疗和药疗等保健方面，

它还有消炎、清热解毒、去火、利尿等功效，对于肝炎及肝硬化也有特殊疗

效和防治作用（郭成宇 2002：54）。据哈尔滨卫生防疫站分析：柳蒿芽“脱水

干品的营养成分，含有 17 种氨基酸，其中苏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异亮

氨酸、亮氨酸、颉氨酸、色氨酸、蛋氨酸、组氨酸皆为人体必需的 9 种氨基

酸；含有 9 种矿物质，其中钙、磷、钾、钠、镁为人体所需的常量元素，铜、

锌、铁、锰为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含有 4 种维生素，其中 VB1、VB2 为水溶

性维生素，VE、胡萝卜素为脂溶性维生素。柳蒿芽干品所含蛋白质，远远

高于我们日常所食用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其含量为豆腐的 2.76 倍、牛肉的

1.41 倍、鸡蛋的 2.2 倍、鸡肉的 1.9 倍、对虾的 1.6 倍，且蛋白质所含必需氨

基酸种类齐全，分布合理，除蛋氨酸含量略低于成年人的必需氨基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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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每 100 克柳蒿芽所含的其它氨基酸均高于成年人的必需氨基酸需要量

（李忠泽等 1993：65）”。仅这几项成果，就奠定了柳蒿芽在绿色、保健食品

领域的上升地  位。

《中华本草》记载：“柳叶蒿，又名柳蒿，药性：味苦，性寒。〈高原中草

药治疗手册〉：‘性寒，味苦，气芳，入心包、肺二经。’功能与主治：清热解

毒。主治肺炎，扁桃体炎，丹毒，痈肿疔疖。采收加工，采收 8 ～ 9 月全草，

切段，晒干。全草入药，内服，煎汤，3 ～ 15 克。〈高原中草药治疗手册〉中

还有：治脑脊髓膜炎，肺炎，扁桃体炎，结膜炎等（中华本草编委会 1999：

680）。”在《中国民族药志要》中记录：“柳叶蒿，（菊科）。【蒙药】主治痈

疽疮肿《蒙植药志》。【达斡尔药】kummi：治高血脂症，胃出血，解酒（贾

敏如，李星炜 2005：67）。”柳蒿芽的药效在达斡尔族谚语中也有表现：“中药

苦，能治百病；柳蒿芽苦，清热解毒（娜日斯 1998：504）。”达斡尔族学者郭

文学研究表明：“柳蒿芽，五月节前后采集，除去杂质，用开水焯软，捞出晾

干。用于凉血解毒，降血脂。治疗高血脂症、饮酒过量、胃出血。取本品适

量煎煮，吃柳蒿芽及汤（郭文学等 1996：548）。”可见，经过达斡尔族整理、

挖掘、确定，柳蒿芽的医药价值确实由来已久。据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科技

大学联合研究：“柳蒿芽提取物有增强小鼠非特异性免疫应答和特异性免疫应

答的作用，可增强小鼠的免疫系统功能（张剑等 2008：405）。”可见，柳蒿芽

的药用价值是很大  的。

柳蒿芽具有的独特价值，使商家们迅速看到了商机，很快市场上便出现

了“柳蒿芽香醋”“柳蒿芽发酵酒”“柳蒿芽香茶”“柳蒿芽酱菜”“柳蒿芽干菜”

等商品，不少饭店酒家也将柳蒿芽做成必备菜肴，以应食客之需。据了解以

柳蒿芽作原料的药剂也在研制  中。

二、柳蒿芽的社会人类学属 性

有一种说法：“不吃柳蒿芽的、不能骑马的，都算不上真正的达斡尔人

（张港 2004：40）。”把植物与民族紧密联系，在东北亚是不多见的。这主要是

因为达斡尔族赋予了柳蒿芽太多的社会学内涵，甚至到了物我两忘的境 地。

（一）柳蒿芽——达斡尔族的民族符号之一

几百年来，柳蒿芽渐渐成为了一种民族符号，正如谚语所说：“怀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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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更想柳蒿芽（娜日斯 1998：497）。”柳蒿芽传递出的思乡信息，就使它成

了一个民族感情的符号载体，有了明确的指向性，难怪有些汉族人士干脆称

之为“达斡尔菜”（穆师洋等 2015：385）。

符号，就是记号、标记之意，如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96：388）。柳蒿芽作为达斡尔族的符号，吸附

了很多的历史、民俗、风土人情以及精神生活，已远远超出植物本身的意  义。

一般来讲，许多民族符号都具有原始形态，最早的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如

达斡尔族山神“白那查”，几乎为北方许多森林民族常见，大概与路标、指示

牌相关，同时又赋予神圣神秘的宗教含义。“白那查”在达斡尔语原词为“巴

音阿查”，“巴音”意即“富有”；“阿查”意为“父亲”。“白那查”意指深山

林莽中一位神秘的白发老人，是他在主宰着山林和所有飞禽走兽（满都尔图

2007：231）。其指向意义是：人们必须恭敬它，敬畏它，唯如此可保平安，又

能猎获丰富猎物。通过这一符号，可看出达斡尔人先人们不仅有平安的愿望，

还向族人们传递出保持敬畏、自律以及互助的信息，代代相传愈显神圣和庄

严。柳蒿芽的出现，便和“白那查”一样，也是包涵了诸多民族意义的符 号。

（二）柳蒿芽生成达斡尔族的重要节庆平  台

1987 年 5 月 19 日，达斡尔族多宝瑞、色热等 10 多位老先生在齐齐哈尔

市梅里斯区相聚，他们一致认为，达斡尔族的发展与柳蒿芽密不可分，为铭

记历史，启迪后人，应该把松散的采集活动办成一个采集节日。经商定：将

每年 5 月末 6 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命名为“库木勒节”（即“柳蒿芽节”）。于是

首届“库木勒节”应运而生（乔福胜等 2000：21）。将采集柳蒿芽上升为一

种重要的民族节庆，不仅是植物采集的一种突破，也是民族文化的一次升华，

其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都将是久远  的。

自梅里斯达斡尔族举办首届“库木勒节”以来，连续举办了 34 年 34 届，

已成为黑龙江省著名、国内知名品牌节日。《中国民间节日文化辞典》也将

“库木勒节”纳入了达斡尔族传统节日（莫福山等 1992：192）。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都进行专题报道和播出，使国内外了解“库木勒节”的

人越来越多了（乔福胜等 2000：21）。2013 年 6 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将“库

木勒节”正式列入黑龙江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九项民俗之中，

序列为 54 号（黑龙江省文化厅：《黑龙江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公示公告》附件，黑龙江政府网东北网）。现在，每到“库木勒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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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地达斡尔族同胞都相约而往，以此为平台，把访亲、会友、踏青、迎

春、采集和交流融为一体，而且功能也日渐丰富起  来。

每年在“库木勒节”中，主办方都要积极开展各类民俗赛事活动，诸如曲

棍球、乌钦、射箭、歌舞、服饰、赛马、语言等等，选拔表彰一批杰出能手，

他们的出现，既张扬了民族的豪迈之气，还为乡里村邻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还

有些优秀专家学者也被邀请而来，设论坛，开讲座，解疑难，定课题，出成果，

进一步深化了柳蒿芽文化的研究，“库木勒节”使柳蒿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了。

（三）柳蒿芽成为达斡尔族文学艺术的绿色精  灵

在文学艺术方面，柳蒿芽从一进入达斡尔人餐桌，就走进了这个民族的

艺术殿堂。如古老的乌钦、乌春、扎恩达勒、鲁日格勒、哈库麦勒等艺术，

都有柳蒿芽绿色的身影，使它和文学艺术等形式融合起来。如学者巴图宝音

的散文《五月芳味十月香》，就讲述了达斡尔族与柳蒿芽悲欢离合的故事（巴

图宝音 1984：47），读来令人唏嘘。作家苏莉在散文《故乡的柳蒿芽》中（苏

莉 2003：81），把柳蒿芽在游子心中的孤寂或温暖，刻画得淋漓尽致。学者娜

日斯整理出版的《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百篇》，其中有篇《昆米勒（柳蒿芽）救

了达斡尔人》，被人们广泛引用（娜日斯 1992：17）。还有纸艺《采集》（苏梅

1998：1，46）和《采柳蒿芽》（苏梅 2013：123），是达斡尔族纸艺大师苏梅

的作品，将柳蒿芽强劲的生命力刻画得入木三分，鲜活生  动。

在音乐歌曲方面，柳蒿芽的题材从古老民谣小调到现代歌曲，演唱时抒

情、追忆、叙述，透出浓浓的达斡尔味道。如陶贵水演唱的《库木勒》，将达

斡尔人采集柳蒿芽的历史予以了高度概括：“在旧时代采柳蒿芽，为了救活饥

饿者，如今我们采柳蒿芽，为在宽裕生活中品味快乐（色热原创、陶贵水传

唱：《库木勒》《乌钦说唱》，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出品）。”还有敖丽芳演

唱的《妈妈的柳蒿芽》，是达斡尔族词作家诺敏作词，新吉乐图作曲，更是把

达斡尔族对柳蒿芽的挚爱与故乡和妈妈的深情融为一体，体现了对母亲的忠

诚和对柳蒿芽的感恩，展现了柳蒿芽文化的魅  力。

三、柳蒿芽浸透了达斡尔族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内 涵

柳蒿芽文化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柳蒿芽凝聚了达斡尔人社会发展中

的精神追求和民族性格，经过一代代传承，进化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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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苦为乐的生活态  度

历史上，达斡尔族因国家动荡、政权更迭以及民族仇杀，多次处于颠沛

流离和躲避迁徙之中，迫使整个民族辗转向东，迁徙到东北亚北纬 50 度左右

的外兴安岭和黑龙江的中上游地区，汉族人称之为“苦寒之地”，满族人称之

为“野人女真”之所，地理闭塞偏僻，气候寒长暑短，除了可以渔猎，几乎

很难垦殖耕种。达斡尔族于是在洪荒的林莽、山峦和江畔中，与敌人搏斗，

与野兽搏斗，与零下 40 ～ 50 °C 的严寒搏斗，硬是在这片“苦寒之地”上开

荒、采集、渔猎、放牧，筑起了一座座美丽家园，这其中就有柳蒿芽的功劳。

因为在达斡尔族危难的时候，柳蒿芽成了“救命菜”和“恩情草”。无论达斡

尔族生计艰难或富裕，都不会忘记柳蒿芽；无论丰年稔岁或是饥馑灾荒，一

到春天，家家户户都要结伴去到野外采集柳蒿芽。达斡尔族英雄史诗《少郎

与岱夫》中有唱道：“家穷没有酸奶子呐耶，柳蒿芽芽熬清汤（沃岭生 2002：

127）。”以苦为乐，以苦励志，吃苦耐劳，吃最苦的柳蒿芽，快乐地过最苦的

日子，几乎成了长辈们常常教育后代的主题。柳蒿芽的苦涩滋润了达斡尔人，

不怕吃苦也成了达斡尔人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  神。

（二）不忘根本的故土情  怀

柳蒿芽是很有趣的植物，生长类似南方竹子，它细小的根茎潜在土壤中

横向生长，从根茎上萌出株芽钻出地表渐渐长高，几乎没有独株生长，都是

一大片、一大簇或一大丛。这种连理同根，根茎相连的现象，在植物界也是

不多的。柳蒿芽在生长中相互呼应，群生群长，与达斡尔人喜群喜聚的性情

极为相似，故一旦独处，便会思念起家  乡。

“百年为客老，一念爱乡深”（刘过 1998：31848），“露从今夜白，月是

故乡明”（杜甫 2002：94）。学者莫久愚描述道：“城市中的达斡尔族同乡聚会

时，倘若主人能端出一道柳蒿芽烹制的汤羹，会立刻引来欢声一片。甚至击

掌而呼，畅歌呜呜。对于他们而言，那远不是单纯的尝新，那分明是胞泽，

是乡谊，是一碗荡着家乡气息的嫩江水。”而“每年一度的采摘，都成了他们

对自己家乡的定期礼拜”（莫久愚 2011）。在历代战争中，达斡尔族还形成一

个习俗，即将士们在每次出征前，母亲们都要将晾干的柳蒿芽揉碎装入他们

的行囊，以便他们在思乡或酷热时冲水饮用，以解思乡之情、烦躁之心（娜

日斯 2008：32）。凝聚了母亲们家国一体的浓烈情怀。因此达斡尔族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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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女博士高春梅这样在专著中写道：“对自己有恩的人要永远心存感激，

要用一生来回报。懂得感恩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高春梅 2013：63）。”思

乡的精髓就在于感恩，感恩恰恰就是柳蒿芽文化的精髓：一是父母哺育之恩，

二是家乡养育之恩，三是柳蒿芽救命之恩。苦涩的柳蒿芽中，浓缩了达斡尔

人的民族记忆和浓浓的乡  情。

（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  神

植物进化大致在自然界是从低级到高级进行的诸多阶段，由近 30 亿年前

的菌类、藻类到蕨类，而后裸子植物时代，再到被子植物时代，从简单、复

杂、无分化到有分化、水生到陆生等等，旧的种类不断绝灭，新的种类不断

产生。柳叶蒿正是经亿万年进化高级阶段的被子植物。民族也是如此，由史

前族群向原始族群过渡，进而又向古代民族、近代和现代民族发展，历经整

合、消亡、重生等艰苦阶  段。

在中国历史上，达斡尔族先民依靠契丹人的文化遗存，在东北亚创造了

诸种经济并举的民族文明，得以生存和繁衍。继而又建立了索伦部民族集团、

萨哈尔察黑貂部落和萨哈连部等群体（陈鹏，李正同 2012：72），成为黑龙

江流域的民族翘楚。在千百年边疆生存中，从不恃强凌弱，又敢于面对强敌，

就像柳蒿芽一样，努力进步而独成一  枝。

据学者统计，在国内 13 万余人口的达斡尔族中，有学者、专家、教授、

作家、博士、硕士以及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标兵和先进人物上千人左右，

仅博士就有 100 多位。还有各类能工巧匠和担任各级公职的官员干部等。仅

在《中国达斡尔族人物录》和《达斡尔族名人风采录》中就不完全收录 932

位和 709 位。可以说，柳蒿芽精神已融入了这个民族的全部发展和奋斗之中。

（四）敢于担当的历史责  任

达斡尔族在历史上曾面临过数次民族危亡，其中一次就是沙皇俄国入侵

黑龙江流域时期，结果达斡尔族全民族保家卫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打响了清代抗俄第一枪，全民族几乎牺牲一半。这种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

神就是担当，它既是道德的一种崇高境界，也是不辱使命的民族气节。如同

柳蒿芽一样，能在达斡尔族濒危之际，拯救了达斡尔族。不同的两种担当，

又能高度合二为一，所以才有了柳蒿芽文化的深化和升  华。

历史上，达斡尔族曾期待过苍天保佑、神灵护持以及命运垂爱，但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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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达斡尔族的却只有柳蒿芽。达斡尔族人人感念这种野草，实际上也是汲取

了一种担当精神。古时候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顾迁

2009：263）。达斡尔族先人也是如此，从千百种植物中采集品尝，终于选中

了柳蒿芽，虽有小毒还很苦涩，但却救了一个民族。若无担当精神，又怎能

幸遇柳蒿芽，又怎能解决存亡大  事。

柳蒿芽的这种担当精神，自然是一种自力更生精神。它不同于祭天、祭

神、祭斡包之类的祭祀活动，一种是将命运攥在自己手里，一种是把命运寄

托于神灵，二者主观努力不同，客观效果自然不同，它们是两种文化。《国际

歌》唱的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

靠我们自己”（杨起 2011：59）。柳蒿芽没有被神化、异化或宗教化，实在是

柳蒿芽之幸。它凭着自己本真、野性和原生态的清香，胜过了许多化肥菜蔬，

绝对是纯绿色。这种意境和思想，恰恰也是柳蒿芽文化的内核之  意。

四、柳蒿芽的经济延伸及商业展 望

近些年，国内诸多机构开始了对柳蒿芽的研究，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资

源研究所、哈尔滨卫生防疫站、吉林化工学院、吉林工商学院食品工程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 10 多所科研院校所，研究范围涉及柳蒿芽的矿

物含量、药理实验、营养评价、植物特性、商业价值及市场预期等等，产生

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而且对柳蒿黄酮的提取技术也正迅速进步。黄酮是一种

很强的抗氧剂，可有效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黄酮素在国际售价每公斤可达

3500 ～ 5000 美元，单体异黄酮则更是卖到每克一万元（杨柳等 2015：78）。有

些成果已经投入到了企业和商业的运营中，部分柳蒿芽衍生产品甚至出口到

了日本。柳蒿芽正以食疗和药疗的巨大潜力，逐渐跻身成经济和商业的新 秀。

从柳蒿芽采集到柳蒿芽文化，从一种野生植物，到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

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似乎也反映出了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一个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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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e of Willow Buds of Daur Nationality

Wo Zeming

Abstract: Collecting plant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utrition for humans. 

Willow bud is a plant full of Daur sentiment. Due t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artemisia buds, they are favored by the Daur people. According to folklore, 

the Daur people connect the sprouts with their national colors. Willow bud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national symbols, and a national festival of willow buds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a wild plant to the central phenomenon of a national 

festival, artemisia sprouts not only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ur 

people and the natural world, but also reflect the uniqu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Daur people. Artemisia japonic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bas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aur culture and inter-ethnic exchan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greatly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plant 

collec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willow bud culture has opened a window to 

understand the gathering activities of the Daur people.

Keywords: Collection; botany; ethnic culture;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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