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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持续动荡，
文明冲突加剧；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
增加。国内经济受国际形势影响，压力
增大，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
统优秀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今世界面临
的许多难题的思想智慧和启迪启示！
所以，无论就破解世界难题，还是从发
展经济、振兴枣业，还是从坚定文化制
度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等方面考虑问题，都应该大力弘扬以母
枣文化为内容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恢复母枣本来面目，恢复母枣称谓，正
当其时！

一、恢复母枣称谓是坚定文化自信
的有效手段。中华文化从以母枣文化
为内容的传统优秀文化上发源，打通了
中华文化最原始的一公里。所以，母枣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文化，是滋养、
涵养中华文明的成分之一，是构成民族
精神的重要元素。作为本土文化、自住
民文化，母枣文化是溯根有源、传承有
序、脉络清晰、线索完整的中华文化。
母枣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具
体内容，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中断的充
分理由！恢复母枣称谓有利于溯源文
化源头，有利于恢复文化记忆，有利于
巩固文化主体性，有利于树立文化自觉
性，最终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

二、恢复母枣称谓是乡村振兴的应

有之义。当前，中国已全面完成脱贫任
务，乡村振兴已提上日程，如何衔接、如
何巩固提高，是很紧迫的任务。乡村振
兴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裕，也是精神的富
有，文化的繁荣。作为母枣原产地区域
来说。我们拥有先天优势。母枣资源
是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和精神财

富，关键是要挖掘好、利用好、发挥好。
使资源优势变成文化优势、变成经济优
势，从而使母枣资源变成乡村振兴的强
大支撑力量。

三、恢复母枣称谓是提高母枣经济
效益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规模经
济，是品牌经济。品牌需要赋能，用文
化赋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有了品牌，
不仅会使产品销售顺畅，增加销售量；
而且也会提高单位的销售利润，提高利
润率。

恢复黄河母枣称谓的必要性
□ 王永勤

黄河晋陕峡谷两岸山西、陕西两省的红枣，俗名叫
母枣。母枣称谓形成在中华民族母系氏族时期，是在
中华先民慢慢了解认识红枣后，类比人类母亲约定俗
成的一种称谓，有文字后固定下来并在民间一直沿用
至今。母亲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崇高地位，以母类比，不
仅衬托出母枣尊贵身份，而且也看出母枣人文化、社会
化的明显趋势和清晰痕迹，由此逐渐地孕育了中华文
化、中华文明。这就是母枣的本来面目，但这一面目因
一字被遮盖住了。新中国成立不久的60年代，全国经
济林考察，在考虑了母枣的部分特性以及发音的特点
后，考察人误将“母”标为“木”，并将木枣称谓确定为学
名，一直至今沿用。看似简单的一字之改，却像一层面
纱，盖住了母枣的本来面目：母枣传承被割断、文明价
值被低估。为此，亟需揭开面纱，恢复母枣本来面目。
要恢复母枣本来面目，应先从恢复母枣称谓开始。

世界上大多数植物学家认为酸枣是红枣的野生
种，酸枣有着上亿年的生存历史。野生酸枣不断进化
或被驯化，成为现在统称的红枣。野生酸枣的原产地
区域就是在黄土高原的黄河流域、吕梁山区、太行山
区等。自古以来，该片区域土著人中华民族先民就将
这里的红枣称为母枣。这与时下“……之父”“……之
母”的意思相同。

一、植物学家认为，目前世界上红枣品种共有一
千余个，其中有七百余个是通过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母
枣砧木用枣芽切腹法嫁接出去的（尽管远古时品种不
太多，但情况基本类似），既辐射在中国甚至世界上的
众多区域，同时又衍生出不少新的品种。这一情况一
举奠定了该区域红枣的母体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地就
将其称为母枣了。

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发展变化的，酸枣也是
在不断地进化或被驯化的。酸枣的第一代进化变异
品种，因形状、甜度等差异有的称为母枣；有的称为

“伢枣”（动物界称为公）。这种叫法显示出先人朴素
的认识观和世界观。自然界生命繁衍进化雌雄并存，
伢母互配，世界也因此生生不息、衍衍不止。令人奇
怪的是，虽然红枣属雌雄同株植物，但先民仍这样分
开称呼，可看出，是有意为之，为拟人化。而这明显说
明母枣称谓是因应自然变化、顺应进化规律、适应人
类社会而起的名称。既如此，称为母枣也是符合规
律、恰如其分的。

三、母枣的原产地区域几乎覆盖了中华文明的
摇篮和发祥地区域，这既揭示了文明孕育规律，又说
明了母枣在孕育文明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但凡
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不外乎人、自然环境和用于人
类果腹食物。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环境下主要的地理
标识物和可供果腹的重要物产就是黄河和母枣。黄
河和母枣就是该片区域的环境和食物的代表，她们
像孪生弟兄一样，互为对方为平台条件，共同孕育了
黄河文明。而黄河已为中华民族认可并定位为“母
亲河”，起了同样作用、功不可没的母枣显然也应该
享受这一殊荣，所以命名为母枣也属当之无愧、理应
如此。

四、从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系统中能寻找到母枣
称谓的蛛丝马迹。一个民族最早的文化是神话，神话
是客观事物的另类反映。红枣神话中红枣色彩是来
源于西王母的血。西王母在中华神话世界中掌管生
杀予夺、婚配子嗣，是仅次于玉皇大帝的神仙。红枣
与西王母连接，便将西王母的神性职能也全部移植嫁
接过来。既如此，类比西王母神性并直接借母字称谓
也是十分恰当、顺理成章的。

综合以上原因，中华先民是在总结客观事实、把
握进化规律以及功能价值等方面基础上约定俗成、自
觉地把该区域红枣称为母枣的。当然，由此带来的也
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叫法，相应也带来了一系列文
化现象，而这一系列文化现象则变成为中华民族的文
化基因、文化记忆、文化密码，固化于心、世代相传。

母枣称谓从远古开始，几乎和中华
民族同起源，伴随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行
的步伐。在伴随着民族前行过程中，又
不断被中华民族赋予了各种文化内涵，
从而形成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底蕴
深厚的母枣文化。母枣文化一经产生，
又不断渗透到民族生产生活中，不断化
育着中华民族，极大地推动了黄河文明
的孕育诞生。

这种说法是合乎逻辑的。文明是
由人孕育的，既然有人，就必须有人类
果腹的食物。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也就是说，黄土高原黄
河流域的古老食物就是中华民族最早
的食物。上文提到，酸枣原产地区域就
是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所以酸枣以其色
彩的鲜艳性、功能的可食性、采集的方
便性、吃食的随意性、酸甜的适口性等
特点，理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食物来源
之一。

根据文化生成规律，人类具备生成
文化的生理条件后，将须臾不离、息息
相关的事物，抽象总结便形成文化。所
以中华先民在吃食酸枣、吸收物理基因
的同时，又在自觉总结其自然特点，摸
索生长规律，体验功能价值，便形成了
最早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化形成后又
自觉地化人，物理基因、酸枣文化交相
作用于先民，积淀到先民心理，逐渐固
化，直接衍生出母枣称谓等人文化的一
系列现象。母枣特点人格化、母枣功能
价值化、母枣属性精神化。可见，母枣
文化是采集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最
早的文化之一。

人类在采集时期，认识水平有限，
容易形成生殖崇拜，而这又吻合了许多
母枣的生物学特点和生活习性特点，所
以也形成了母枣图腾、母枣崇拜。由
此，母枣生命力顽强旺盛的生理习性，
像中华民族经历过各种坎坷仍绵延前
行一样;母枣嫁接延续生命，中华文明
靠嫁接汲取新的前行能量;母枣耐寒耐
旱耐瘠薄的生活习性特点演变成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

民族精神。总结起来就是母枣和中华
民族精神的精髓一样，母枣和中华文明
汲取和输出能量的方式一致，母枣和中
华文明发展节奏上匹配。因此说母枣
文化构筑了民族精神，引领了中华文化
航向，填充了中华文明内容。

母枣文化影响中华民族，还形成有
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习惯、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审
美情趣和生活方式等。比如中华民族
话语体系中类似母枣的色彩被称为枣
红色。心理学中有“红花还需绿叶配”
的色彩搭配结构，来源于母枣的色彩搭
配 结 构 。 该 区 域 大 量 地 名 用 母 枣 命
名。该区域人的味蕾特点偏向于母枣
的微酸等等，特别是母枣中有母枣代表
生育繁殖作用，最终催生中华民族走上
世俗化道路。由此可以作出判断，中华
民族是喝着黄河母亲的红枣乳汁茁壮
成长的。如果说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是
中华民族的摇篮，那么，母枣就是编织
摇篮的材料。母枣不仅是中华民族“人
成为人”的物质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人
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精神引导力量。

再用具体事例说明母枣文化对中
华民族的影响。比如上面说的母枣色
彩来源于西王母血的神话。血的红色
色彩，血本身的生理功能以及母枣本身
具有补血功能和西王母的神性职能，连
接叠加在一起，可看出这样一些信息：
一是古老性。母枣称谓与神话连接，说
明和神话一样古老；二是神圣性。无论
什么东西，一冠以母字、用母字定位便
显得神圣，便拥有了至高无上地位。母
枣因母而贵，也因此拥有了相应地位；
三是人文性。人神互通、人物互连，母
枣 人 文 化 、社 会 化 趋 势 明 显 、痕 迹 清
晰。看似简单借用了一个母字，实则反
映的是中华先民思维方式的革命，而且

是超越形象思维的抽象思维革命。直
立行走在人类进化史上是最具有革命
性的一步，是指视野变宽了，为思维革
命做了生理上的准备。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说，母字借用方式堪比直立行走，
在思维上也属革命性的一步。

母枣文化是中华民族以人化文的
初步尝试。尝到甜头的中华民族一发
而不可收拾，不断拓展着化文内容，形
成的文化又在不自觉地化人，至此，文
明大幕就徐徐拉开……所以说，母枣文
化是中华文化、文明孕育萌芽的重要内
容，是中华民族以文化人的关键节点，
是中华民族通向文明的核心门槛。其
后，中华民族还把母枣文化设置成为标
准，衡量检验、用于准入。正像心理学
上的“原型”标准的确定一样。心理学
认为，人类总是把自己第一时间认知的
事物确定为标准来认知、检验其他事物
并决定是否吸收、接纳。所以，母枣文
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标签和认证
标准。

如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
中华民族的群就是母枣文化群。至此，
母枣也像人类母亲一样，胸怀宽广，厚
德载物、滋润万物，使自然界有了勃勃
生机；像母亲一样，坚韧不拔，自强不
息，使人类社会不断前行；像母亲一样，
温柔体贴，用细腻感情、柔弱身躯哺育
人类，教化、化育人类，使人类由混沌、
愚昧走向文明。这就是母枣人格化过
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人”和“枣”的
一次互动，互动的结果是互相吸收、汲
取对方特点。所以人类母亲渲染衬托
了母枣，同时母枣生物学、生活习性特
点也移植到人、到文明中，所以说中华
文明的特点就是母枣生物学、生活习性
特点的人文化反映；中华文明史就是母
枣文化不断被演绎的历史。

母枣称谓的由来

母枣称谓的文化渊源

恢复母枣称谓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