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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包公

9 月 5 日上午，安徽

谓博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加工生产车间

内,经过分拣、净制、切

制、炮制等程序后，技术

工人正在将中药饮片进

行封口、包装。

几个小时后， 这批

药材将装车发往海外，

漂洋过海之后, 销往日

本、韩国、加拿大、俄罗

斯等三十余个国家。

2010 年 7 月，留学

归国的 80 后小伙王鹏

进入安徽谓博中药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 先后从

事财务、采购、销售等工

作, 后来成为公司总经

理。2018 年，王鹏带着四

百余种中药饮片样品去

越南参加传统中药展

会，自此，安徽谓博中药

股份有限公司的中药饮

片开始了“跨国之旅”。

王鹏是土生土长的

亳州当地人， 上世纪九

十年代起， 他的父亲靠

着从事中药材生意撑起

了家中的一片天。

在他的记忆里，儿

时，家中堆满了药材，每

日, 他伴着药香入睡再

醒来。 在耳濡目染中，王

鹏也对中药材有了不一

般的感情。

2010 年沿着父亲的

足迹进入公司后， 王鹏

主动请缨， 选择了中药

材采购岗位， 因为他深

知要想做好中药材生

意， 熟知中药材是最重

要的。 他一头扎进了亳

州市各大中药材交易市

场内， 每日跟着公司里

资深的采购师傅从头学

习。“一开始我对中药材

只是一知半解， 后来跟

着师傅们去药行里采

购， 去药材种植地实地

考察， 下班后再对照着

药典等中药材书籍深入

学习。”王鹏说。就这样，

经过 4 年 “理论 + 实

践”的学习，王鹏从一个

中药材行业的 “门外

汉”，成为如今通晓大部

分药材， 能轻易辨别中

药材真伪的“行家”。

2018 年， 由于国内

中药材销售市场基本趋

于饱和， 公司业绩没有

大幅上升的空间， 回想

起自己留学时看病的经

历， 王鹏将目光投向了

海外。

“我读书时如果生病

了也会去当地的中医诊

所， 国外的中医也会使

用中药材。 中医药作为

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

希望能把中医药推向世

界。 ”有了想法，王鹏立

刻行动起来。 他先研究

了中药饮片出口的相关

规定， 补全公司出口资

质， 再联系留学时各国

留学生好友， 寻找海外

机遇。

2018 年， 在越南留

学生朋友的牵线搭桥

下， 他带着四百余种中

药饮片样品到当地参

展， 由于产品质量过

硬， 展会开始没多久，

他就成交了第一笔海外

生意。

“我记得很清楚，第

一单成交额四万多人民

币， 对方是越南当地的

一家企业，采购了党参、

白芍等七八种中药饮

片。 虽然量不大，但对我

来说意义非凡。 ”摸清各

国进口标准后， 随着时

间的积累， 他向海外销

售的中药饮片从最开始

的七八种， 到如今的五

百多个品种， 从最开始

的不足百万美元的年成

交额，到如今的 1200 万

美元年成交额。 在王鹏

看来，中药“出海”，大

有可为。

近年来， 伴随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政策

持续落地， 中国积极推

进与各国医疗战略和技

术标准之间的连通，国

际间交流合作不断增

加， 中药进出口贸易增

速明显。

据亳州海关统计，

今年 1 月至 4 月， 亳州

市中药材出口 1.9 亿元，

同比增长 3.8%， 占安徽

省中药材出口总值的

85.8%，其中对共建“一

带一路” 国家出口中药

材 4550.9 万元，韩国、越

南等是主要出口市场。

“我们的海外客户主

要也集中在共建 ‘一带

一路’国家，东南亚居多，

现在基本每周都有数十

种中药饮片发往当地。”

王鹏告诉记者， 中医药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 2000 多年前

便已沿着古丝绸之路在

沿线国家交流推广，落

地生根。 如今，随着健康

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

变， 中医药交流合作成

为共建 “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的新亮点，为

世界各国人民增进健康

福祉。

刘晓然

中药材在海外

“落地开花”

在华人世界，包

公是一个真实的人

物， 又是一个传说中

的人物， 有关包公的

话题道不尽， 有关包

公文化的启示也说不

完。秋日天气清凉，不

妨泡一杯清茶， 啖几

粒莲子， 聊一聊包公

的那些事儿。

包公矩阵像(

包公故里文化园供图

)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交易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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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合肥包公祠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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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里的包公

1062 年 7 月 3 日（宋嘉祐七年五

月二十四）， 包公病逝。 仁宗辍朝一

日， 亲临吊唁， 追赠礼部尚书， 谥号

“孝肃”。

节亮风清，“不爱乌纱只爱民”，处

处为百姓主持正义，老百姓不会忘记这

样的官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包

公的追念愈加强烈。 北宋后期，政治黑

暗，重压之下的老百姓，渴望有像包公

这样的清官仗义执言。各种有关包公的

民间传说故事开始涌现，说书艺人的加

工和传唱，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现存

宋人话本中，就有《合同文字记》《三

现身包龙图断冤》 这样包公断案的故

事，包公由一个真实人物逐渐转变为一

个文学人物。

至元代， 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杂

剧作家们只能借古喻今，用历史题材反

映人们的苦难、表达百姓的愿望，包公

这样为民请命的清官，由此频频出现在

戏剧舞台上。 据统计，在现存的一百多

种明代杂剧中， 包公戏就有十多种，比

如关汉卿的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郑

廷玉的《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李行道

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等。

说到“包公戏”，在中国戏曲史上，

没有一位官吏能像包公那样，数百年间

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戏剧舞台上，经久不

衰。 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也反映

出百姓的心声，清正廉洁、铁面无私、胆

大心细、智勇双全的包公，是他们心目

中理想化的清官，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

政治超人。

随着京剧的兴起、地方戏的普及与

提高，《包青天》《铡美案》《探阴山》

《包公赔情》《打龙袍》 等一批脍炙人

口的包公戏经久不衰，成为经典，脑门

心的位置上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

月的包公形象深入人心。

无论是元代的杂剧， 还是近现代的

各剧种，包公总是半人半神、可以上天入

地的判官形象，他主持正义，无所不能，

既反映出人们的渴望和期待， 也体现出

大家的一种回味与颂扬。“包青天”的尊

称， 道出了老百姓对千余年来以包公为

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的敬重与期待。

一声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铁

石肝胆、冰雪情怀、直道为民的包公戏

就开场了，一代代观众彩声如雷、掌声

如潮。

塑像里的包公

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包公塑像不但

数量多，而且分布广。

1057 年 （嘉祐二年），58 岁的包

公任开封知府，他刚直不阿，执法如山，

体恤民情，明辨是非。 当地百姓拥戴包

公，并在其去世后于开封府署旁边建了

一座包公祠。 因为战乱和洪水，包公祠

屡建屡废，20 世纪 80 年代再次筹款兴

建，1987 年 9 月 22 日竣工。 包公祠大

殿中央，有 3 米多高的包公全铜坐像一

尊，他着官服端坐于椅上，端庄威严，观

者无不肃然起敬。这也是我在合肥之外

见到的第一座包公塑像。

我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去的开封，

虽已过去 30 多年， 但对那里包公祠的

规模和气势，依然印象深刻。 那句人人

皆会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唱词，甚至

让很多人误以为包公是河南开封人。

因为一篇 《请免陈州添折见钱

疏》，有关人士考证，著名的包公陈州

放粮的故事应该不是虚构，而陈州则是

原来的淮阳县， 现在的周口市淮阳区。

在淮阳有一座四贤祠，包公为淮阳四贤

之一，2018 年淮阳在淮郑河滨公园兴

建廉园， 为包公等 10 位外地人在淮阳

为官清廉者塑像，包公的塑像坐落于黑

色底台上，阔大沉稳，气势凛然。

1041 年（庆历元年），包公任端州

（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三年，包公清

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北宋熙宁年间，

肇庆便修建了包公祠， 四百多年后，当

地人又集资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该

祠后毁于 20 世纪 60 年代。 2000 年 3

月， 肇庆再次重建包公祠，“为力求立

一尊接近真实的，至少是接近生活而不

是戏剧中脸谱化的包公铜像……力求

展示包公坚持正义、不偏不倚、亲民爱

民、刚正威严的形象。 ”铜像高 3 米，座

高 1 米，包公佩刀执笔，气势非凡。

近年来，随着各地纷纷兴建法制公

园、廉政公园，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包公

塑像，这既是对于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

求，也是对包公的纪念和褒扬。 包公的

文化价值宏阔深邃，包公丰厚文化遗产

流传至今，给我们以清心治本、直道谋

生的人生启示和刚健雄威的审美享受，

涵养政治生态，推动崇德尚廉成为社会

风尚。

正所谓：“四壁苍云香气远； 一池

明月水心清”。

合肥老乡包公

包公 999 年出生于合肥，是合肥人

地地道道的老乡， 我时常突发奇想，作

为宋朝的合肥人，包公的口音会不会和

我们差不多？说“地地道道”时，是不是

也将“地”字读成 zì？ 断案时，会不会

将“为什么”说成“为烘个”？

在合肥，除了有包河、包公祠、廉泉

以及后来修建的包公墓和清风阁，还有

不少包公的文化元素与痕迹，比如他的

一些昵称，与他有关的一些方言俗语。

为此我特地查了一下，“包公断

案———六亲不认”“包公的铡刀———不

认人”“包公斩驸马———公事公办”这

些俗语、歇后语大家都听说过，只是合

肥方言的表达与它们还是有些区别的。

“亲为亲，邻为邻，包老爷卫护合肥

城”这句话在合肥很流行，顺口溜一般

的语句，说的是人们应该相互关照、相互

帮助。 包公包老爷，在合肥家喻户晓啊，

包老爷都这样了，咱们还不这样吗？ 想

想还真是这样，千百年来，包公给合肥

老乡树立了人格的高度和生命的标杆。

“包河的藕———无丝（私）”，简单

明了的一句话，让包河里的藕一下子变

得与众不同。

关于包河， 我小时候还听母亲说过

一句话：“给你合肥一块块，我只要包河

一段段。 ”据说当时皇帝要在合肥划一

大块地方给包公家族， 包公只要了包河

那不大的一块地方。 1950年前后，我母

亲从蚌埠干校学习回来后到了包河小

学。学校老师一共就五六个，在包公祠包

公石板像旁边扎（隔）几间房子做教室。

据母亲回忆，她的学生中很多都姓

包，她住在学校里，也就是包公祠的厢

房里，一位岁数比较大的女学生包训芝

陪她一起住。 包训芝是包公直系后代，

她的父母亲曾邀请我母亲到家里去看

祖传的包公画像。 母亲说，那天看画像

时，夫妻俩洗手焚香，然后请出画像，一

个放一个收（卷），因此我母亲没能看

到一个完整的包公画像。我好奇地问母

亲，包公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一半脸

白，另一半脸黑，母亲说不是，就和我们

现在看到的差不多。

在合肥包公祠大门左右两边回廊

的门洞上面， 分别书有 “廉顽”“立

懦”，由清末民初合肥著名书法家刘访

渠书写，遒劲有力，引人注目。让顽劣的

人廉洁起来， 让懦弱的人坚强起来，这

就是包公文化一代代传播滋养社会的

功绩所在。

千年包公一路走来，这些感人至深

的传说故事，反映的是民间智慧，彰显

的是人们对惩恶扬善的社会正气的追

求。 做爱民的清官，这是老百姓对为政

者的殷切期盼！ 刘政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