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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曹操那位花鼻子丞相写了“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
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
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著名诗
句，也不是因为杜康的家乡陕北白水县有至今
尚存的杜康沟、杜康泉、《骂杜康》的小曲，关键
是他发明酒的过程让我这个酒鬼信服，这种饮
料真正具备酒的特性。

杜康就是少康，他是大禹的玄孙。据传，大
禹过世后，儿子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将伯益击
败后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
袭制”的第一人，自此，宣告原始社会结束，开始
了奴隶社会，启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
帝王。启78岁驾崩后，传位中康，中康传太康，
太康因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在其到洛阳打猎
时，被部下政变推翻，史称太康失国，死后葬于
今河南周口太康县东南一公里处的王陵村。太
康县和王陵村均因此而得名。太康失国时，少
康还没有出生，兵荒马乱中，母亲急忙随宫女从
狗洞中爬出逃生。少康出生后随母亲继续逃
难，最后逃到商丘虞城（今河南省虞城东）。虞
氏首领见少康心灵手巧，就让他担任疱官，也就
是当厨师学习做饭，并把女儿嫁给他。少康发
奋图强，厨艺日精，成为中国烹饪界最著名的祖
师之一，并终于复国，建都阳夏。少康聪明伶
俐，加强厨房的卫生管理，发明了簸箕、扫把等
清扫用具。少康善于烹调，不仅娴熟烹饪，而且
长于调和诸侯。他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位烹饪厨
师当了国君的人，可谓国君大厨，善烹技术惠及
后人。

杜康不但是厨师的始祖，也是造酒的始
祖。据《说文解字�巾部》介绍：少康逃到汝阳附
近时，终日乞讨为生，将多余的食物存放在树洞
里，以备不时之需，不料被阴雨所泡而发酵，产
生酒变，这就是杜康酒的起源。其实，杜康造酒
的过程，远比史书上说的复杂艰辛。

说是杜康检查树洞中被雨水浸泡过的食
物，发现食物已发酵变质，但他又舍不得丢，因
为讨来点食物不容易，勉强用来果腹。而食物
被浸泡越久，发酵变质越厉害，变质的食物吃完
了，剩下的残水酸不拉几中还带点甜味，可以解
渴，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醪糟水。怎么把这种又
酸又甜的食物残汤变成一种既解渴，又滋补人
的饮料呢？杜康冥思苦想而得不到解答。真是
日有所想，夜有所梦。有天晚上，他梦里看到一
个白发飘飘的老人来到他跟前，对他说：“9天
后的酉时有三人从村口路过，你想造出好喝的
东西，去求路过的人每人给你一滴血吧。”

一天分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酉时是下午五点到七点，也就
是天要黑将黑时。

酒中三滴血
杜康苦等9天，酉时来到村口，第一个看到

的是一位私塾先生，杜康上前说明想造一种最
好饮料的心愿，求私塾先生关照。私塾先生成
人之美，很爽快的赠予了一滴鲜血。这第一滴，
即文人之血。

又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马蹄声，是一位威
风凛凛的将军高高地骑在战马上，杜康跪于路
中，说明用意，将军豪爽万千，破腕滴血。这第
二滴，即武士之血。

还剩第三滴血没找到，眼看酉时快过去，天
将全黑，杜康正暗暗着急，发现旁边的树下躺着
一个人，蓬头垢面，原来是村里的二傻子。环顾
四周，再也见不到其他人了，有胜于无吧，管他
傻子不傻子呢，杜康抓住傻子的手，取到了第三
滴血。 （十）

退而不休
农业专家痴迷蔬菜研究

如今番茄嫁接技术已广泛应用，但以前
的番茄嫁接技术，一般要栽培4年后才能再
种植番茄，否则将会出现土壤环境恶化，产
量、品质降低等不良影响，不能适应现代农业
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远才今年成功研
究出番茄双断根嫁接技术，弥补了达州乃至
四川在该方面的技术空白，这对我市乃至世
界无公害蔬菜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
早在2009年，王远才“一株双茄”的研究便已
轰动国内外。

退休前，王远才的工作是经济作物推
广。同事都说他是“万金油”，笑称他为“达州
蔬菜首席专家”。因为不管农业上的什么专
业，他都能信手拈来，还能讲得通俗易懂。在
受邀到各个地方讲课时，王远才从来不需要
提前准备培训内容，都是即时讲解。去年，王
远才在达州、巴中、南充共计123场精准扶贫
和新型农民培训班上授课。

如今，王远才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蔬
菜品种研究上。目前，除了番茄的双断根嫁
接技术外，王远才还成功完成对苦瓜地方品
种选育研究，并获得了四川省农作物新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合格证书。他对苦瓜地方品
种杂交组合配对杂交，其杂交一代经济性状
表现十分优良的共有四对。这些杂交组合因
瓜果美观，亮度好，口感佳，受到学者和专家的
一致好评，目前正在我市达川区大堰乡和峨
眉山市、崇州市进行示范种植。

心系农业
自掏腰包建研究基地

中专毕业后，王远才在原达县地区农业
局农技站工作了两年，后调到农业局经济作
物站工作。工作期间，他不但自修了中央农
业广播学校的全部教材，还学习了果树、园
艺、盆景、花卉、蔬菜和食用菌等农业技术知
识。“我没有周末，别人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是
在阳台上看书，老婆对我意见挺大。”王远才
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看书，家里到处
都是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为了实时观测试验
面的生长情况，家里的阳台和楼顶都成了王
远才的小基地。

2009年，王远才用自己的工资在通川区
蒲家镇租用土地进行蔬菜品种研究。农业研
究不挣钱，为此，他每年都要亏掉四五万。

2013年退休后，王远才更是全身心地扑在农
业研究上。

2014和2015年，王远才大棚里的茄子实
验苗晚上被人偷走了。“我自己丢钱都无所
谓，但是实验苗被偷意味着整个实验都报废，
损失太惨重了。”为了基地里的实验苗安全，
2017年，王远才将研究基地转移到达川区大
堰，因为基地旁边有监控，晚上田里也有人守
夜。

现在，王远才每天都会去基地育苗、授
粉、记录生产数据，为了了解研究品种每天的
生长情况，下午回家后还要测量记录新品种
的各项数据，写技术资料。“我每年夏天后背
都会被晒掉一层皮，正月初一也是吃了午饭
就去地里，有时候还会拖着老婆去帮忙，根本
没有休息时间。”王远才不敢懈怠，因为农业
研究马虎不得。

苦瓜、番茄、茄子、丝瓜、辣椒……在王远
才的基地里，各种蔬菜长势喜人，“虽然一直
贴钱，但我就是闲不下来。”王远才说。

心怀愧疚
工作太忙难照顾家庭

“这些年我对家庭亏欠挺大的，没有照顾
好子女，跟老婆的感情也是欠缺的。”王远才
退休后，妻子想让他陪着出去旅游，但基地里
的工作实在是“丢不得手”。

“2016年，苦瓜授粉时，我去宣汉讲课，
老婆到地里帮忙结果搞反了，只好把花全部
摘掉。”为此，妻子不高兴了好几天，他再也不
敢让妻子去地里帮忙了。现在他出去讲课当
天都要赶回来，有时候还在基地过夜。

“家里人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有了研究成
果后，也就慢慢接受了。”

王远才的儿子在成都定居，妻子和孩子
一直都想他去成都享天伦之乐。但他每次去
成都都是晚上出发，第二天早上赶回来，然后
坐车去基地。王远才说这些年对家庭的照顾
很少，自己的心里也很愧疚，目前也打算把研
究基地搬到成都去，把达州这边作为生产基
地，这样就会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本报记者 向也 实习记者 严衡玬

“达州蔬菜首席专家”的退休生活
早上5点起床，5点10分在达城61

队公交站台乘车到西客站，5点30分坐
上前往达川区大堰乡的汽车，下午四点
才会回家，测量样品、记录、写报告，晚
上十点休息，这便是王远才的一天。

王远才是我市高级农艺师和蔬菜
专家，日前他成功研究出番茄双断根嫁
接技术。料理基地、研究品种、撰写资
料、受邀培训……退休5年，王远才每
天都在忙碌。

双断根嫁接后成活的番茄苗

挂果的番茄

阳台上试验的西瓜双断根嫁接苗

番茄“一株双茄”的研究成果轰动国内外，退休后仍痴迷蔬菜研究，自
掏腰包建基地，接连推出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