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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欣闻文采老先生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对《中国人参文化》一书再次进行补
充、修改、完善，即将出版，倍感欣慰。
也深深被已过古稀之年的文采老先生一生孜孜不倦、拼搏进取，为人参这一中华民族产业积极奉献的
精神所感动。

　　虽然我同文采老先生未曾谋面，但久闻其名，却似挚友。
因此，当老先生提议让我为《中国人参文化》（增订版）一书也说上几句时，我真是无言以对、难以
拒绝，只能欣然前往、领命赴约。

　　人参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与振兴，都有其文化伴随左右，人参的历史、文化、传说由来已久、广为流传，
但对其进行深入的整理、挖掘却是少有问津，或仅是只言片语。
文采老先生一生对人参文化的弘扬、追求、奉献，系统地进行归纳、整理、发掘，并展现在世人面前
，实在是人参产业之幸，中华民族文化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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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文采，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夫人王嫣娟是内科主治医师，夫妻二人共同生活在长白山人
参王国，对人参文化研究一生，他们编著的《中国人参文化》一书于1994年出版后，新华社、中新社
发了消息与评论，使他（她）们蜚声国内外，并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
1999年，应主办方盛情邀约，夫妻双双赴香港，作为嘉宾出席了99国际人参大会，开阔了视野，受益
良多。
年逾古稀，夫妻二人依然笔耕不辍，日积月累，时至今日，又有《中国人参文化（增订版）》出版。
本书图文并茂，具有实用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资料价值，殷切期望得到读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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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红楼梦与人参文化
　第一节 《红楼梦》描写人参的文化内涵
　第二节 林黛玉：从会吃饮食时便吃人参养荣丸
　第三节 康熙?人参?曹寅
　第四节 康熙?人参?曹频
　第五节 雍正?人参?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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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第一部人参文化研究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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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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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放山人主要信仰的是山神老把头。
前者指的是老虎，后者指的是孙良，有些人合二为一，不提老虎，只信仰老把头是挖参的鼻祖。
传说进长白山挖参的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和张禄一起挖参迷路后，孙良找了7天7夜没找到，最后连
饿带累悲惨地死在长白山里。
孙良心地特别善良，对朋友特别讲义气，后来人都非常尊敬他，传说他掌管着长白山，保护放山人不
遇上狼虫虎豹。
那些老放山人给山神老把头升了纸马、磕了头，胆子就大了，有老把头呵护，什么都不怕。
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是迷信，这是一种极有力度的精神支柱，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
是十分需要的。
老把头是长白山挖参人的保护神，有单独的三月十六老把头节。
笔者发现我国东北地区中部大平原和西部的地方志里，都没有“老把头生日”的记载，而在辽、吉、
黑三省东部长白山区10多部地方志里都有。
诸如：《通化县志》、《抚松县志》、《临江县志》、《辉南县志》、《安图县志》、《宽甸县志》
、《桓仁县志》、《珠河县志》、《宝清县志》、《桦甸县志》、《奉天通志》、《吉林通志》等，
都有“三月十六，老把头生日”的描述。
由此可见，在辽、吉、黑三省东部长白山区的山民们普遍认为，老把头是他们命运的主宰，把他奉为
神明，也是正常现象。
“老把头生日”或称为“老把头节”，长白山挖参人怎么过呢？
《抚松县志》卷四“人事礼俗”日：“是日家家沽酒市肉，献于老把头之庙前。
抚松人民对于此节极为注重。
然他处无之。
”此言差矣。
其实，不仅长白山区所有的县志里均有记述，民间也有更具体详细的说法。
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听到的比地方志记述的还隆重、丰富。
吉林通化县大都岭乡的孙延秀（84岁）老人说，山神爷老把头是管山牲口的，早些年张家、李家都不
住在一个村，“二百余年传五姓，一人两屋即成村。
”为了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到了三月十六这一天，由百家长收钱买一口猪，一户一人一起到庙上杀了
它，让山神爷老把头“领牲”。
而后一户一人都到百家长家吃席。
后来人家多了，百家长嫌麻烦，谁杀猪就去纪念，再不合伙搞了。
吉林抚松县东岗镇的参农高相和老人说，过去三月十六是过了大年以后头一个大节，参农拿它比过年
都为重，也过3天，净吃好的，杀猪宰羊成席。
这3天是三月十四杀猪、修庙，三月十五成席，三月十六这天拿猪头到村头老爷府给老把头上供，还
给老把头立旗杆、挂旗。
棒槌营（人参栽培大户）更注重。
东家还给长工放3天假，顿顿摆席。
辽宁宽甸县地名办公室尚振生同志讲，下露河乡镇江医疗所盛祖林老人对他说，下露河、石柱子沟、
青山沟、八河川的参民们每年在三月十六这一天，一户一人拉着浩浩荡荡的长队，带着香纸供品，爬
山越岭，穿林渡河，举着松明火把，连宿打夜地走100多里地，到下甸子兴人洞（老把头死难地）去请
老把头回家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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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参文化(增订版)》：20世纪人参之乡出土的最大的长白山野山参，现存人民大会堂。
21世纪初出土的最大的长白山野山参，为吉林老参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镇店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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