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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食物，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

到它的身影。人类已经食用了几千年，也有可

能你刚刚才吃过。它不是别的，正是再常见不

过的豆子。

豆类植物在人类文明中始终占据着重要

位置。它们虽然外表平凡，却蕴含着非凡的

能量。其足迹遍布地球的绝大多数角落，不

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变迁，孕育出特有的食

豆文化，而且至今仍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不

小的作用。

豆子与文明

人类初登历史舞台时，是居无定所的狩猎

采集者。大约在公元前 9000 年至公元前 8000

年，也许是因为糟糕的天气使狩猎采集变得困

难，也许是机缘巧合下遗落的野生植物的种子

生根发芽，人们逐渐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起初，这种以种植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方式

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谷物无法提供人类所需

的全部营养；严冬里无法种植谷物，导致人们

常在早春陷入饥荒；刀耕火种的粗放式种植使

得地力被快速消耗⋯⋯面对种种难题，豆科植

物“闪亮登场”，并早早在人类食物表中占据了

重要一席。

首先，豆类属于优质蛋白食物，富含谷类

所缺乏的赖氨酸，二者搭配食用可提高膳食中

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效率。在南美洲安第斯

山脉一带，富含蛋白质的羽扇豆便早早地被当

地印加人“驯化”，与玉米和藜麦搭配制成营养

丰富的主食。在古印加首都库斯科，人们还将

羽扇豆磨成粉，和木瓜汁混合在一起，为孩子

补充营养。

其次，一些豆类植物可以在冬天低温下种

植，当谷类植物缺席时可作为人们的替补食

材。比如，起源于新月地带的兵豆，被称为豆子

中的“哨兵”。它不惧风吹日晒、能抵寒霜，可以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因而也是匮乏环境

中的珍贵食材。

更重要的是，豆类与谷物的轮作，还极大地

促进了土壤改良。通常情况下，年复一年种植

单一作物，往往导致土壤养分枯竭，需要休耕来

让土地恢复肥力。种植豆类植物则提供了一种

更加经济的选择，不仅可以收获豆子，生长在豆

类根部的根瘤菌还可以从大气中吸收氮元素，

为土壤提供天然肥料。

据记载，新石器时代的 8 种

“奠基农作物”中有 4 种是豆类：小扁豆、豌豆、

鹰嘴豆和苦紫豌豆。如果没有豆子，想来这些

早期文明将经历更多波折。

有史学家甚至称“豆子拯救了文明”，认为

正是豆类种植普及才让早期人类吃到了更多

蛋白质，从而变得健壮、长寿，进而繁衍出更多

人口。

豆子与文化

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蛋白质来源，豆子一

度与贫困挂钩。

西方有句古老的俗语“富豪不吃兵豆”，表

明在某个时期吃兵豆的习惯与穷人的身份有着

密切联系。16 世纪的英国诗人还将豆子斥为

“潮湿洞穴中老鼠的食物”，理由是富人们能够

从肉类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只有买不起肉的

穷人才会吃豆子。

不过，凭借自身的诸多“优点”，豆子在融入

世界多地“舌尖文化”的过程中，也收获了诸多

欢迎与喜爱，令其自身价值得到了重新定义。

比如，蚕豆在古罗马文化中便占有一席之

地。早年间，在意大利中部地区，人们已经习惯

于 5 月底收获豆子，并于 6 月 1 日举办仪式，用

新收获的豆子或者豆粉烘焙的蛋糕祭祀。后

来，这个节日与凯尔特人的假日合并，这就是万

圣节的前身。

巴西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我偏爱的腓秀

雅杂》：“吃了如此美味的‘腓秀雅杂’，一个人还

能要求什么别的享受？”其中的“腓秀雅杂”，正

是指在巴西盛行百余年的“黑豆饭”。

豇豆则是非洲的“灵魂料理”。尼日利亚

人用豇豆泥混合熏鱼、鸡蛋、咸牛肉等 7 种不同

的食材做成的“蒸豆饼”，是当地代表性美食。

在东亚地区，“身着”鲜艳红外套的红豆，受

到人们欢迎。中国人会将其做成红豆沙，包在

粽子、月饼等节日食品中。在日本，人们则会把

红豆沙放在名为“大福”的甜麻糬中，并配上一

种叫“蜜豆冰”的琼脂冻。

由此来看，豆子虽小，经历得可不少。

豆子与未来

步入现代，豆子也伴随科技进步与环境改

变，继续拓展着与人类社会的交集。其中，大豆

可谓集万千科研人员“宠爱”于

一身。人们利用现代技术

从大豆中榨取优质的食用油。大豆粉可作为一

种高蛋白质辅料应用于烘焙食品中。从大豆中

提取出的大豆卵磷脂更是具有多种用途，可用

于制作冰淇淋和其他食品，以及化妆品、药品、

油漆、塑料、肥皂等。

其他豆类也纷纷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比

如，羽扇豆虽然营养丰富，但也一度因为生物碱

含量较高，未能大范围推广。但随着科研界选

育出生物碱含量很低的新品种，多国均开始大

规模种植。专家预测，有朝一日，羽扇豆或将与

大豆“匹敌”。

如今，伴随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加剧，豆

类作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再上层楼。因具

备富含营养、有利土壤以及气候适应性较高等

特点，豆子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助力全球农

业 粮 食 体 系 更 好 应对危机的关键选项之一。

自 2016 年开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每年

的 2 月 10 日定为“世界豆类日”，并系统梳理了

其对粮食安全、膳食营养、人类健康、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的贡献。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发文表示，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近 100 亿人。鉴于此，

人类需要继续挖掘豆类作物的潜力，让豆类作

物在应对全球环境和粮食安全挑战的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近年来不断提高豆类

育种水平，改善栽培技术，豆类作物产量不断

增长。同时，中国科研人员还向众多发展中国

家传授豆类作物种植技术，为提升当地居民营

养水平探索新路径。

回顾豆子的历史，莫名想起小时候读过的

《杰克与魔豆》的故事：

贫穷的杰克用家中唯一的奶牛，交换

了有“魔力”的豆子。初读这个故事的人

可能认为，这是一笔非常糟糕的买卖。

但“事实”证明，它真的很神奇—— 当

巨 大 的 豆 蔓 深 入 云 层 ，勇 敢 的 杰 克

不 停 向 上 攀 爬 ，终 于 发 现 了 会 下

金 蛋 的 鹅 ，从 此 过 上 了 幸 福 的

生活。

现 实 中 的 豆 子 ，虽 然 没 有

杰 克 的 魔 豆 那 样 神 奇 ，却 同

样 蕴 含 着 惊 人 的 力 量 。 希

望这颗小小的豆子能够继

续不凡下去，为人类社会

可 持 续 发 展 带 来 更 多

惊喜。

一颗豆子的前世今生

□ 杨啸林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北海道，那必然

是雪。

北海道位于日本北部。每到冬季，寒冷的

大陆季风和温暖湿润的洋流在这里相遇，极易

形成“冷流雪”现象，这种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

让北海道成为全球降雪最丰沛的地区之一。

尤其是进入雪季后，阵雪是经常的，暴风雪也

并不少见，积雪甚至能达到一两米厚。

如此气候条件虽然会给日常出行带来不

便，却很有利于发展滑雪运动。每年 12 月到

次年 3 月，都是这里的滑雪旺季。尤其是在札

幌新千岁机场，到处都可以见到年龄肤色各

异、拖着滑雪板包的滑雪客。

滑雪运动在日本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从 20

世纪初开始，日本许多高山地区就纷纷开设滑

雪场，一些地方还贴合本国人的生活习惯建起

了温泉旅馆，把滑雪和泡温泉结合在一起。这

股热潮很快风靡日本，尤其是在东京都市圈的

新兴中产阶级中，到北海道滑雪度假流行起来。

1923 年，第一届日本滑雪大会举行。两年

后，全日本滑雪联盟诞生。到 20 世纪 60 年代，

已经有超过 100 万日本民众参与到滑雪中来，

滑雪真正成为一项大众化运动。1972 年，札幌

市举办冬季奥运会，这也是日本首次举办冬

奥会。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更多新干线和航班

的开通，去往北海道的方式越来越多，价格也

越来越便宜。1987 年，日本国会通过《度假地

法》，降低了滑雪场等大型休闲设施的建设

门槛。一系列举措推动日本滑

雪产业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鼎盛时期，日本滑雪人口一度

超过 1800 万人。

不过最近几年，日本滑雪产业开始呈现颓

势。大量设施老化，部分设施年久失修，加上

经济增长放缓、服务质量下降等，日本滑雪人

口不断下降，最严重时比巅峰期减少了 70%。

为再度振兴滑雪及雪地休闲度假产业，日

本观光厅于 2018 年 8 月制定了“促进雪地度假

区振兴行动方案”。该方案主要提出了两方面

举措：一是打造“空手滑雪环境”，即通过发展

雪具租赁等配套服务，为没有自备装备的游客

提供服务，从而吸引更多客群；二是放宽外籍

滑雪教练员资格，并通过多语言、跨文化培训

提高从业人员与入境游客之间的沟通效率。

统计显示，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专程前

往北海道滑雪的国际滑雪客人数有所回升，其

中又以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最高。如今，在北

海道的手稻、二世谷等著名滑雪场，从买票、租

装备到教学都配有中文服务，让中国游客体验

感拉满。此外，为保证滑雪度假区全年持续经

营，相关部门对“滑雪后项目”、夏季游玩内容

等也提出了要求。

自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以来，滑雪运动在

我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兴旺起来，大大小小的

滑雪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之前从未接触

过雪上运动的人也被这股热潮感染，逐渐喜欢

上了滑雪。总体来看，中国滑雪运动虽然起步

较 晚 ，但 起 点 较 高 ，尤 其

是在服务设施方面优势

明 显 。 不 过 ，从 产 业 整

体 发 展 成 熟 度 来 看 ，北

海道等老牌滑雪胜地依

旧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比如，大型滑雪场通常远

离市区，因此很多人会选

择 在 雪 场 附 近 住 宿 。

若能将滑雪场与

“ 滑 雪 联 合

体”“商业

综合体”

等属性相结合，集

运 动 、娱 乐 、餐 饮 、

观光、温泉、住宿等于

一体，必然可以更好满足滑

雪爱好者及其家庭成员的

差异化需求。又比如，可以

逐步强化滑雪运动与文化、

休闲等关联产业间的深度融

合。北海道的札幌冰雪节、支笏湖

冰涛节等都是结合当地优势打造

的冰雪类文旅项目，每年吸引了

众多游客。

抓住冬天的“尾巴”，到雪

上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吧！

雪 上 北 海 道
边子豪

提起蛤蜊，相信大

部 分 人 首 先 想 到 的 就

是 它 鲜 美 的 味 道 和 肥

嫩 的 肉 质 。 但 是 在 波

兰，蛤蜊还承担着一项

重要工作，那就是担任

城市自来水的“安全小

卫士”。

在波兰首都华沙，

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主

要来自于其母亲河维斯

瓦河。为了监测水质，

德比茨水处理厂的科学

家们曾经尝试过多种

仪器，但效果都不甚

理想，直到“请来”了

蛤蜊。

蛤蜊对于居住

环 境 的 水 质 要

求 非 常 严 格 。

当 水 质 干 净

时 ，蛤 蜊 会 张

开 蚌 壳 ，让 水

流通过，蛤蜊腮

丝 上 的 纤 毛 会

过滤出水中可供

食用的微小颗粒，

将 自 己 养 得 白 白 胖

胖。当水质不好时，蛤

蜊则会合上蚌壳，减少

水流通过，哪怕饿肚子

也 决 不 妥 协 。 蛤 蜊 的

这 种 敏 感 特 性 被 科 学

家们发现，并由此成为

“ 水 质 监 测 员 ”重 要 的

后备力量。

经过进一步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蛤蜊还

是个严重的“强迫症患

者”。它们并不会依据

“心情”随意开合蚌壳，而会严格按照水质保持规

范操作，因此，科学家们最终决定，将水质监测这

样需要耐心、恒心与细心的工作交给蛤蜊这名“新

员工”。

那么，蛤蜊是如何“入职”的呢？

首先，科学家们会到干净的水域捕捉蛤蜊，把

它们带回实验室，并给予其两周左右的适应期。

之后，就是对这些“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即开

展“校准工作”。对于通过“培训”的“新人”，科学

家们会给它们配发“工作装备”，即用一种无害胶

水在其贝壳上粘一个带磁铁的线圈，然后安排“工

位”，即一个装有磁场感受器的水族箱。至此，“新

手蛤蜊”就可以“上岗”了。

当然，团队建设也是很重要的。每只蛤蜊都

不会孤军奋战。通常每个水族箱里会同时安置

8 只蛤蜊，如果其中 6 只均关上蚌壳超过 4 分钟，

线圈就会拉响水厂的警报，暂停供水。

此外，每只蛤蜊只需“工作”3 个月就可以“退

休”了。科学家们会将它们放生到原本生活的水

域，并在贝壳上做上标记，以防被再次“雇用”。

如今，波兰约有 50 座自来水厂使用蛤蜊监测

水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也有样学样，用蛤蜊开

展生物监测技术研究。总体来看，虽然很多水厂

都拥有精密的水质监测和预警系统，但蛤蜊在提

高监测反应速度以及对照测试过程中可以发挥不

可替代的作用，堪称优秀“水质监测员”。

﹃
水质监测员

﹄
蛤蜊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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