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作为三宝之首的人参，凝聚着悠久的历

史底蕴，与人参有关的生产劳动、医药饮食、
经济贸易、民风民俗、神话传说、艺术创作等
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人参文化。

历史文化
在古老习俗中的印记

人参是一味神奇的植物，不仅仅在于它
的药效和药性，更在于它区别于其他植物而
产生独有的文化。

西汉末年《春秋纬》有“瑶光星散为人
参，废江淮山泽之祠，则瑶光不明，人参不
生”之句，把人参的生长与天象结合起来，可
谓是人参文化的最初萌芽。

在吉林，人参文化独特而厚重。
据《太平御览》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中

叶，长白山区已经有人采挖人参。在长期寻
采山参的过程中，长白山区的劳动者形成了
一套包括专用语言、行为规则、道德操守、挖
参技术、操作禁忌、野外生存技能、专用工具
器物等多方面内容的独特习俗，在采参者中
以口传身授方式相沿至今。

习俗必遵，山规必行。年过七旬、有40
余年采参经验的“参把头”公方兴介绍，长白
山独特的采参习俗是在漫长的时间堆垒之
下逐渐形成。入山后要搭建老爷府，跪拜山
神老把头求得护佑。“拉背”进山时，人数去
时为单，三、五、七、九不等，以求归时为双，
因为挖的人参也是“人”。抬参工具前边一
律加“快当”快当扦子、快当刀子、快当斧子、
快当绳子。发现人参，有仪式，一人喊山：

“棒槌——”；同伴接山：“几品叶？”回答：“五
品叶！”贺山：“快当！快当！”之后，用红绒绳
系之，再开始抬参，而且必须抬大留小。有
成熟的种子，要播于地下，留给后人。下山
时，住过的窝棚不得拆掉，余剩的米盐不能
带走，以留他人来用。也许人参奇特的药用
功效，从始至终的采参规则，近似宗教的虔

敬仪式等令采参人心生膜拜之意，从而生出
一套沿袭至今的习俗文化。

每年农历六七月份，长白山山麓的采参
人都会带上充足的食物和水，踏上采参的旅
程，他们称之为“放山”。2008年6月，这种
独特的、古老的长白山采参习俗，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省民俗学家曹保明表示，这一套沿袭
至今的习俗文化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放山
的种种禁忌，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极大地
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理念，并升
华为长白山独特的人参文化，这也是放山人
的崇拜信仰、道德规范、环境意识、价值认
同。

医药文化
在中医药学中的应用

我国有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有4900种
左右，为什么单单有人参文化？长白山有
2000 多种植物，而形成神话传说的只有人
参。

这离不开人参的药用价值。据人参文
化研究专家通化师范学院孙文采教授2013
年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人参的应用史已有五
千余年。十六国时前秦陇西安阳人王嘉在

《拾遗记·炎帝神农》中这样记载：“神芝发其
异色，灵苗擢其嘉颍。”“灵苗”即人参。

在古老的中药典籍中，人参的名字频繁
出现，被称为“百草之王”。我国最早的中药
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认为，人参有补五脏、
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
益智的功效。千年来，中药典籍中人参都被
奉为上品。

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113
首处方中，用人参的处方有 21 首。唐代药
王孙思邀的《千金方》收载的 5300 首处方
中，配有人参的处方有358首。

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医药论著大批
问世，其中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李时珍

编著的《本草纲目》。他整理出67个运用人
参的处方，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

“人参”项下所载数量超出了《本草纲目》中
任何一味药。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里收
载的 2218 首处方中，含人参的处方为 509
首。清代许多中医中药典籍里，都把人参放
在第1页第1味药的位置，使人参成为“中药
之王”。

人参既是治疗药，又是保健品。人参被
誉为“滋补之宝”，这并非言过其实。它含有
丰富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人参酸等成分，
这些成分具有调节免疫系统、提高机体抗病
能力的作用。

而长白山人参被应用的1700多年历史
中，人们的基本共识是：人参是采天地之精
华，具有大补元气、扶正固本、抗疲劳、抗衰
老、抗缺氧、抗癌等多种功能。

传奇文化
在人文历史中的传承

人参的传奇文化最早见于《春秋运斗
枢》的记载，南北朝时已形成人参传说的简
单情节。《梁书》记载：“陈留孝子阮孝绪，因
母病到钟山采参，鹿引获此草，服之遂愈。”

《太平御览》亦载：“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
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但一
人参枝首，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
状，去之，后呼声遂绝。”

明朝李言闻作《人参传》，清代陆烜作
《人参谱》，更是独具匠心，弥足珍贵。但要
想内容鲜活生动，还必须走进劳动人民的生
产生活。

原始森林中，疲惫的放山人经过一整天
跋涉奔波，只有到夜晚才能放松小憩。他们
在篝火边说见闻、聊惊险、话感慨，形成了人
参故事的蓝本。

近代以来，长白山地区成了大量人参故
事流传所在。它主要是从事挖参的劳动人

民的口头创作，旧的盛传不衰，并不断产生
新的人参故事。穿红肚兜的“人参娃娃”、头
插红花的“人参姑娘”、善良的“白发老翁”等
人物，以优美的形象、善良的品质、神奇的魔
力，出没于深山密林，帮助辛苦的参农战胜
敌人、增收致富，或获得爱情、健康和幸福。

“家住莱阳本 姓 孙 ，翻 山 过 海 来 挖
参 ……”老把头孙良的绝命诗在参乡妇孺
皆知。孙良究竟是什么人？抚松县王德富
等学者在山东省莱阳市穴坊镇西富山村找
到了孙良的家谱与后人，参乡与梨乡都为之
喜悦骄傲。2008年，北京奥体中心，故事短
片《孙良闯关东》在吉林祥云小屋循环播放，
每天有5万多人数观看。

从文学到文艺，从文艺到文化，从文化
到文明。茫茫的原始森林，美丽的人参故
事、古老的人参歌谣，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
记忆中的永恒。

书籍《人参怎么吃》《中国人参实用宝
典》，小品《老哥俩放山》《放山奇遇》，根雕

《人参如意》《参缠万贯》，剪纸《百参图》《人
参十二生肖》……人参文化融进了血脉，又
酝酿为作品。

在日前举办的省歌舞团成立70周年专
场演出中，一段曼妙多姿的舞蹈《人·参》获
得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精彩演出使观众在
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中多维度了解吉林人
参文化、吉林地域文化。“人参是吉林的符
号，它代表着吉林独有的民俗、历史。”导演
之一唐文娟表示，“我们用时尚手法重新包
装，融入大量的传统东北舞蹈元素，让古老
传说焕发新生。”

为庆祝第 36 届人参节，抚松人参文化
展展出了2000多件藏品，网友在线上留言，

“一定要到长白山去看一看！”
唐代诗人温庭筠也写过一首关于长白

山的诗——《送渤海王子归本国》，其中有一
句“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相信，流淌千年的人参文化，必将源远
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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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千年流淌的史诗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徐文君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风吹稻浪，鼓点激
昂。这个收获季节，呈现了吉林大地最美的丰
收图景，更展现了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
村更美丽的优美画卷。

以节助力振兴，今天，我们以欢庆“中国农
民丰收节”为契机，采撷白山松水间一株最美
的花朵——人参，以飨读者。

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我省是全国人参
主产区、人参文化发源地。近年来，我省深入
挖掘人参文化精髓，通过实施人参品牌打造、
培育、价值提升、文化传播等举措，使“长白山
人参”成为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眼下，
吉林省正举全省之力，从源头抓起，引导行业
自律，有效规范市场秩序，更好培育维护人参
品牌，加快构建人参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体系，彻底解决当前“人参卖成萝卜价”等问
题，真正把长白山人参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
亮。

“参”机无限，未来可期。

人参，“王者归来”

写在前面

遗失声明
南关区灵感手作手工烘焙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20102MA156JTD9U）将财务
专用章（编码 2201022139394）、
法人章（编码 2201021922929）、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2201022138612）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长春正向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0MA7DDCWT66）将 原
公章 (编码 2201972975657)、原
财务章(编码 2201972971996)遗
失，声明作废。

公告
吉林省得晟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受乾安县地字农牧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对查
干湖西岸人居环境惠民工程进
行招标。中标供应商为吉林省
星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详情
咨询电话：19997169699

遗失声明
由于保管不善，伊通满族

自治县大孤山镇新建村一组李
建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 证 》遗 失 ，权 证 代 码 为
220323106209010061J，承包方
代表为李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管理办法》规定，现声明该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废。如
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的
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建
2024年9月13日

遗失声明
关大苓遗失残疾证，证号

22032319790523752544，特 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方志义遗失残疾证，证号

22032319760502203962，特 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朝阳区李李板面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 JY22201040425613，声明
作废。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王静荣 身份证号：

220322193303253224。对坐落
于梨树县东街运管所楼 3单元
306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
登记。规划用途:住宅。面积
75.59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试行）》之规定，对
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
对该申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
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并颁发

《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9月11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张为国 身份证号：

220322196404190019。对坐落
于梨树县东街 37号楼 2单元 4
层 404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
承登记。规划用途:住宅。面积
74.22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试行）》之规定，对
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
对该申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
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并颁发

《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