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缮前的中共八叠支部旧址，一度作为八叠小学而存在。芦淞区枫溪街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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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我造访了革命先烈汪先宗、汪起凤从事革命活
动的芦淞区枫燎社区。沿枫溪大道南行两公里，便到了社区。

这个地方原名八叠。三面山峦环抱，枫溪港如一条白玉带围
绕在前面，谚语云：东晒菜土西晒田。八叠，坐东朝西，数千亩良
田，当阳晒籽，土地肥沃，民间有俗语说：“婆仙一蔸瓜，一发到南
华。南华一枝叶，一发到八叠。八叠双江口，黄獭跟鲤走，谁人赚
得种（谐音），金银满百斗”。但在旧时，民谣却是这样唱的：“有女
莫嫁八叠湾，常常四日冒八餐。”清朝时期，这一带属湘潭县一都
九甲。新中国成立前，属湘潭县东一区八叠乡；新中国成立后属
株洲县八叠人民公社，后来划到株洲市郊区曲尺乡，如今叫芦淞
区枫溪街道办事处枫燎社区。

关于“曲尺”，也有一个传说。据说古时因境内有一口大池
塘，其状像木工使用的曲尺，称为“曲尺塘”。传说鲁班大师曾路
过这里，其所带的一把曲尺遗落在此。人们为了纪念鲁班大师而
称这里为“曲尺”。曲尺乡原名八叠乡，燎原村原名八叠村，上世
纪 50年代，当地一位乡村教师依“星火燎原”之意，取名燎原村。
回顾八叠乡的革命斗争史，我感到确实非常贴切。

话说 1924 年，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
领导下，八叠乡农民汪先宗（是个裁缝，人称“汪机子”）、易春
庭、汪春华等人参加了工人夜校，学到了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革
命道理。其时的八叠乡，充斥着贪官污吏、驻防军队与团防局、土
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派，“四害”横行，尤以土豪劣绅势力最大。
他们串通地主欺压农民，勾结反动派暗中危害进步农民。

是年 6 月，湘江河水猛涨，八叠乡沿岸堤坝被冲垮，早稻绝
收，而土豪们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外运谷米以牟取暴利。汪先宗
挺身而出，带领农民开展了平粜斗争。在土豪劣绅邓声秀家，汪
先宗理直气壮地说：“荒时暴月，我们农民忍饥挨饿，借贷无门。
今日要求平买平卖，难道也犯法吗？你们要抓就抓，要杀就杀。”
最终，邓声秀只好服软，广大农民备受鼓舞。同年 9月，易春庭介
绍汪先宗、汪兴堂、汪春华、汪洪勋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
八叠党支部成立，易春庭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湖南最早成立的两
个农村党支部之一。次年 5月，趁热打铁，八叠乡成立了秘密农协
会，汪先宗任总干事，邓高良、汪兴堂为执委。平粜斗争的胜利，
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八叠附近的 3个乡先后成立秘密农协
会，发展成员 800 余人，统属八叠党支部领导（其时党员已有 20
余人），八叠乡农会成了湘潭东一区的农运中心。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叠农运开展得如火如荼：减租减息，
平粜谷米，废除苛捐杂税，禁止牌赌，打倒都团，镇压土豪劣绅，
夺取地主武装，办学校，筑塘坝，热火朝天。1925年冬，军阀政府
买通团防局和清乡队，将汪先宗逮捕。次年 2月 4日，汪先宗被杀
害于三门市杉木桥肖家祠堂。这是湖南农运领袖的第一个牺牲
者，永垂史册。

革命自有后来人。汪起凤，原名董桂贞，十七岁嫁入八叠大
地主汪家，丈夫去世后，她与汪家斗智斗勇，争得了部分家产。
1924 年，她在长沙求学时结识了郭亮、杨开慧等人，接受了劳工
神圣、妇女解放等革命思想。回村后，她带领妇女冲破封建压迫，
打破旧的道德观念。1926年，在汪家祠堂任小学教员的汪起凤主
动投身到工农革命的洪流中。先后担任八叠乡妇女主任、八叠乡
特别支部书记、八叠农军连政治指导员、东一区缝纫工会主席、
东一区妇联主任、中共东一区区委员等职。1927年 2月 4日，毛泽
东在考察湘乡、醴陵、长沙等县的农民运动后，来到汪起凤家，召
开湘潭农运骨干代表会议，高度赞扬东一区的农民运动，并肯定
了汪起凤领导的妇女反封建的斗争。

“马日事变”后，汪起凤潜回八叠，担任特别支部书记。秋收
起义前，她与汪春华等人组建了一个连队，她任政治指导员。1928
年 2月，中共湘区特委成立，为向井冈山输送力量，召开了株洲历
史上著名的“残梅会议”，她任大会秘书长。1929年 7月，汪起凤调
长沙任省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红军撤离长沙后的次年 10月，因
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英勇不屈，被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昔日的八叠，今天的枫燎社
区，早已改变了模样，先烈的后人正创造着新时代的辉煌。汪先
宗、汪起凤的墓昭示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汪家祠堂也已修
葺一新，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
将成为红色资源丰富、红色特点鲜明的所在，迎来更多人的瞻仰
和参观。

黄芪
管弦

黄芪又称为王孙，始见于隋唐时代的高寿医药学家甄
权的著作《药性论》。把黄芪称为王孙，可见其尊贵。黄芪，旧
作黄耆。耆，长也。相传古时有一位善良的老中医，姓戴名
糁，善针灸术，为人厚道，待人谦和，乐于助人。老人形瘦，面
色淡黄，人们称他为“黄耆”，以示尊敬，又意为面黄肌瘦的
老者。黄耆后因救坠崖儿童牺牲。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经
常种在屋前的一种开黄色花儿的草药起名为“黄耆”“戴
糁”，现在通俗地称作“黄芪”。

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除了叶子是绿色的，它开出
的小花、主要作药用的呈棒形的根儿，都是纯黄色或米黄色
的。它也确实很“长”，入药已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到汉代以前，始载于中国现存最早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
经》，并被其列为上品。上品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
服、久服不伤人，可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它的应用范围也十
分广泛，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骨伤科等，还含有
丰富的微量元素硒，能够提高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延缓
细胞衰老、抗癌防癌，得到过“一药多能”的美誉。有人曾经
把中国的古药方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处理，筛选出了 25味最
常用的中药，黄芪排在第 11位。

黄芪最擅长补气，全身之气皆能补益。清代医药学家黄
宫绣在《本草求真》中将黄芪推崇为“补气诸药之最”。现在
也有很多人，爱用黄芪加上参须、枸杞、菊花、红枣等，泡茶
饮用，以达到提气提神的效果。据说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
物之一的胡适先生，在中年以后，渐感身体疲惫，力不从心，
便常用黄芪泡水饮用，特别是在讲课之前，总要先喝几口黄
芪水，以致精力倍增，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当然，不是所有的年老气虚都可用黄芪，清朝文学家袁
枚就曾误用黄芪险些丧命。袁枚在某年夏天因贪口患了痢
疾，腹痛泻痢不止。医生认为他年高体弱，于是用黄芪、人参
等补益药治疗，结果邪无出路，致使病情加剧。后来袁枚的
一位叫张止厚的老友劝他服用自制的大黄。虽然很多医生
都认为大黄药性太过峻猛，年老病人不宜服用。但是，袁枚
还是服用了大黄，结果痢疾很快痊愈了。中医认为，下痢是
由于湿、热等毒邪停留于肠中，导致肠道的功能失调而造成
的。治疗时应先给邪气以出路，引邪外出，而不能用黄芪、人
参温补，温补会造成气机壅塞，邪不能出，反而“闭门留寇”。

所以，再好的药，也要使用得恰当而巧妙，方能发挥特
效。世间人事之用，亦皆莫过于此。如此，才能像王维的《山
居秋暝》一样，“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节选自《药草芬芳》）

中国医生（2D中文）：
10:10 13:15 14:10 14:45
15:40 16:35 17:10 18:05
19:00 19:35 20:05 20:30
20:55 21:25 22:00

1921（2D中文）：
10:20 14:00 16:35 19:15
20:00 21:50

革命者（2D中文）：
21:20

你好世界（2D原声）：
10:30 13:30 15:25 19:00
21:40

俑之城（3D中文）：
19:15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
美爸爸（2D中文）：
19:25

了不起的老爸（2D中文）：
21:10

当男人恋爱时（2D中文）：
17:20 19:30 21:05

古樟下的故事
晏伯承

村前有棵老樟树，相传是先辈们在清朝光
绪元年栽下的，掐指算来，距今已有 130余年了。
虽经百年沧桑，这棵樟树依然枝繁叶茂。三丈好
几的躯干，从下往上难见天日的树冠，还有那层
层叠叠的叶片，足见这棵古樟的强劲、挺拔，以
及顽强的生命力。这棵古樟就像一位时光老人，
在默默地诉说着一个个故事。

古樟下是块休闲纳凉的风水宝地，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农村物质文化生活贫
乏，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晚饭后酷热
难耐。左邻右舍都拎着凳子、椅子到樟树下乘
凉。隔壁刘满爹读过几年书，记性好，爱说书，还
是个“三国”通。每当讲起“关云长败走麦城”“刘
备大意失荆州”“赵子龙长坂坡救驾”“诸葛亮挥
泪斩马谡”等段子时，总是绘声绘色，“粉丝们”
一个个扯起耳朵听。

记得有一次，刘满爹讲两个穷小子的故事，
把大家的肚子都笑痛。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的：有两个小子穷困潦倒，生活无着，寄住在一
个破败的窑棚内。一日，他们弄来些芋头充饥，
用土罐子煮。快煮熟时不小心把罐子打烂了，结
果只剩下几个芋头，汤都跑了。若干年后两个穷
小子走狗屎运，一下子发达了。当回忆这段往事
时，其中有一个说不堪回首，有一个却拍着胸脯
说：“想当年，老子住在窑州府，打破罐州城，跑
了汤将军，捉了芋将军，一枪一个，二枪二个。”
刘满爹作古多年后，大家都还在重复着“汤将
军”和“芋将军”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有了一
些不同的版本。

老樟树还是棵“月老树”，见证了许多“有情
人终成眷属”，村里的石头和秋妹的姻缘就是例
证。他俩是上下队，两家只隔个垅口。石头喜欢
钻书堆、爬格子，秋妹也有着同样的兴趣爱好，
樟树下又是他俩交流心得体会的好去处。一来
二往，日久生情，彼此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
秋妹的娘死活不同意：“出了个扳泥巴坨的又找
一个扳泥巴坨的，要不得！”然而秋妹认定了石
头人“灵泛”（指聪明），脑瓜子活，不一定会在农
村搞一世，故非石头不嫁。石头也挺争气。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发奋努力，一个劲地写稿投稿，且
时常有“豆腐块”见诸报端。有了点小名气，加之
贵人助力，没多久，石头就被招了工，进了城，接
着入党、提干，还混了个一官半职。

今年是石头与秋妹相爱 40 周年。石头特意
把秋妹拉到这棵古樟下，深情地说：“我们的姻
缘是这棵樟树牵的线，做的媒，不能忘本。”说
完，石头拉着秋妹的手，双膝跪地，一边虔诚地
磕了几个响头，一边对秋妹说：“你虽然没有沉
鱼落雁的芳容，但你有一颗天底下最纯朴的心，
有一双会看人的慧眼。嘴巴好，不雷人，心肠好，
不损人，来世有缘分，我们还做夫妻！”话音刚
落，秋妹一把搂住石头的脖子，重重地亲了他一
口。

黄芪的炮制与禁忌
赖杰琦

黄芪又被称为“小人参”，是常用的滋补中药材，其药用
历史已有 2000 多年。在民间有“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
的说法，因此许多人都喜欢用黄芪煎汤或泡水代茶饮，用于
防病健体，帮助人体补益气血。但黄芪虽好，有一些食用禁
忌如果没有注意，可能反而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作为女性健
康领域的标杆企业和中药衍生行业的品牌企业，千金集团
十分重视黄芪的研究与利用，众多中药衍生产品中也都能
发现黄芪的身影。为此，我们专访了千金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所长张鹏，请他介绍黄芪的炮制方法和作用，以及使用中要
注意的情况。

问：都说黄芪的益气补血功效很好，那它还有其他什么
功效吗？

答：黄芪味甘性温，归肺、脾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气
药。不但可以补全身之气，而且善补肌表之气，尤其对脾虚
所引起的疲倦、乏力、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者具有明显疗效。
总体来说，黄芪具有益气固表、敛汗固脱、利尿消肿、托疮排
脓、调节血压、增加机体免疫功能、强心、保肝护肝等众多功
效。

问：咱们千金集团对黄芪的使用情况如何？
答：千金集团十分重视黄芪的研究与使用，各类产品中

的使用频率也挺高，比如补血益母丸和固阴煎中，就都有使
用到黄芪这味中药。据统计，千金集团每年黄芪的使用量达
到 500吨左右。

问：除了常见的泡水喝之外，黄芪还有哪些炮制方法呢？
答：其炮制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多种，且不同炮制方法

炮制出的黄芪功效也有不同。因此，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
适合的炮制方法用药。常见的几种炮制方法主要是：1.生黄
芪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2.蜜黄
芪取炼蜜加适量开水稀释后，加入黄芪片拌匀，稍闷，置炒
药锅内，用文火加热，炒至深黄色，不粘手为度，取出放凉。
黄芪片各 100kg 用炼蜜 25kg。3. 炒黄芪取净黄芪片，置锅
内，用文火炒至黄色具焦斑或深黄色，取出放凉。4.酒黄芪
取黄芪片，加米酒拌匀，放 1小时后炒炙。黄芪片每 100kg，
用米酒 12.4kg。

问：这些不同的炮制方法，分别有哪些功效？
答：生黄芪可以固表止汗，利水消肿，排脓托毒，多用于

卫气不固，自汗时作，体虚感冒，水肿，疮疡难溃等。蜜黄芪
益气补中，多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者。炒黄芪补脾益气
而不壅滞，治脾虚腹胀，食少便溏。酒炙黄芪的温升作用较
强，适于气虚肺寒，气虚下陷。

问：哪些情况不适合使用黄芪？
答：黄芪确实存在一些禁忌症状，如热证、肝阳上亢证，

一般表现为咽喉肿痛、淋巴结肿大、头晕、头胀、头痛，或者
大便干燥、眼睛肿等火热较为明显的症状时，需避免使用黄
芪。因为黄芪本身性偏温、燥，出现上述症状时如果使用大
量的黄芪，可进一步加重相关的症状。此外，如果本身属于
阴虚体质，身体内存在一部分内热，表现为五心烦热、盗汗、
咽干、口燥等症状，也需避免使用黄芪。

真情

悠悠药草香

千金影讯

八叠，八叠
陈文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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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祠堂一角。

汪起凤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