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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牡丹的栽培范围已扩大

到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州和北京，
向南扩展到了广西的思恩，最北到
了黑龙江。当时牡丹已有 185 种，
而且出现了熏花技术。由于洛阳、
亳州、曹州的牡丹不断传向北京，北
京的牡丹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赏花
已成习俗。当时的紫禁城、圆明园、
颐和园都有牡丹，“金殿内外尽植牡
丹”，名园大宅都以种植牡丹为时
尚。

清代，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牡丹
被慈禧敕封为“国花”。此前，中国历
代都没有国花，牡丹当然也未荣登过

“国花”的宝座。隋炀帝虽然曾把牡
丹封为“隋朝花”，已经有了一点“国
花”的意思，但毕竟还不是“国花”。
牡丹第一次被敕为“国花”是社会文
明和进步的一种象征和标志。

据说，慈禧一生有两个嗜好，一
是爱茶，二是赏花。

慈禧喜欢花，特别是牡丹。慈
禧对于牡丹近乎痴迷，为了观赏牡
丹，这位叶赫那拉氏命人在她经常
居住听政的颐和园仁寿殿前修了一
座牡丹台，专植各色牡丹供她观
赏。花开时节，牡丹台里，各色牡丹
争奇斗艳，蜂蝶纷飞，满园芬芳。这
时，慈禧每天都要来这里徘徊流连，
即使再忙也要抽时间前来观赏。牡
丹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所以慈禧还
喜欢洗牡丹浴，晚年的慈禧皮肤仍
然细腻白晳、容光焕发也与此有关。

1901年春，牡丹花开时节，慈禧
想起了北京颐和园的牡丹，由于思
念心切，夜不能眠，偶一入睡竟梦见
仁寿殿前娇艳的牡丹正情意绵绵地
向她含笑招手，慈禧惊醒，再也无法
入眠。也许正在这时，慈禧想到了
牡丹应该成为国花的事。牡丹不仅
雍容华贵，富丽典雅，更象征着富贵
吉祥、繁荣昌盛，寓意着她的大清王

朝政权稳固，保佑她统治久远，牡丹
不正是天生的国花吗？她甚至想如
果早日敕封牡丹为国花，也许就不会
有列强的入侵和自己的出走了。慈禧
回到北京后，立即亲敕牡丹为国花，牡
丹台亦改称国花台。那时，选定国花
不需通过什么程序，也不需听取什么
民意，老佛爷一句话，说牡丹是国花，
牡丹就成了国花，她的话就是“亲
敕”。果然，就在慈禧 69 岁的 1903
年，清政府宣布，牡丹为国花。

清代观赏牡丹还有一件事值得
一说，那就是对黑牡丹特别崇尚。
据载，自然界有 4000 多种花卉，有
黑色花朵的只有黑牡丹、黑菊花、黑
玫瑰、黑郁金香4种。这些称为黑色
花的其实都是接近黑色的深紫色，
并非真正的黑色。黑色花如此罕
见，主要与花瓣内所含的化合物有
关。研究发现，花的颜色是由花青
素表现出来的。当花青素与植物体
内的如铜、铁、钴、钼等金属元素结
合后，或呈酸性或呈碱性，花瓣也就
表现出不同颜色。如呈酸性一般开
红花，只有呈强碱性时才会开蓝黑
色或紫黑色的花。由于花青素与其
他任何金属元素结合都不能表现出
黑色来，所以黑花即使是接近黑色
也十分稀少。正因为如此，清人非
常青睐黑牡丹，赏黑牡丹也就出现
许多传闻逸事。

慈禧敕封牡丹
为国花

《俾斯麦的一生：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上下两册）

俾斯麦（1815年—1898年），是19世纪德国最卓越的政治家，是德意志帝国首
任宰相，人称“铁血宰相”。

本书全面介绍俾斯麦从步入政坛到大权旁落半个世纪的政界生命轨迹，展现
了俾斯麦如何一手造就德国的政治风气——这种以顺从独裁、厌恶妥协和极端保
守的反现代主义为特色的政治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俾斯麦下台后几十年间
整个国家的灾难。作者通过德国这个例子，提醒人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重点，是处在
权力顶端的精英阶层放松权力控制的意愿。

★作者：乔纳森·斯坦伯格（美）
★翻译：王维丹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鹌鹑汤
原料：鹌鹑1只，红豆20克，生姜、盐

各适量。
制作：鹌鹑宰杀后洗净，红豆洗净。

鹌鹑、红豆、生姜一同放入锅内，加适量
水，同煮至熟，加盐即可。

功效：健脾胃，除湿，利尿。
■莲子猪肚
原料：猪肚1个，莲子肉50克，香油、

食盐、葱、生姜、大蒜各适量。
制作：猪肚洗净，莲子去心，水发；

将莲子纳入猪肚内，用线缝合，放锅内
加清水，炖熟捞出；猪肚切成细丝，同莲
子放入盘中，加香油、食盐、葱、生姜、蒜
等调料与猪肚丝拌匀即可食用。

功效：益气补虚、健脾益胃。
■润燥黄豆排骨汤
原料：黄豆100克，排骨250克，盐适

量。
制作：黄豆浸 15 分钟，排骨洗净后

用少许盐稍腌。两者同放煲中，加适量
水，文火煲2小时即成。

功效：除湿热，祛湿气。

■清润瓜丝
原料：新鲜西瓜皮300克，天冬、麦冬

各50克，薄荷5克，菜油、麻油、糖、精盐
各适量。

制作：天冬、麦冬用水浸泡发胖后，
剖开，除去内芯，再切成细丝。将薄荷
用纱布袋包好，与天冬丝、麦冬丝一
起，加水煎煮，熟后取出薄荷，倒去药
汁，再将其沥干，备用。西瓜皮削去
青皮，切成细丝，用盐少许拌匀拌匀，，约约
一一小时后，沥去水分。起起油锅油锅，，将天将天
冬、麦冬、西瓜皮三丝一起倒入锅起倒入锅
内内，，用旺火急炒片刻，然后加入麻入麻
油油、、白白糖，拌匀盛盘即可。

功效：天冬、麦冬都有润肺养养
阴阴、、养胃生津的功能。菜中配用
少许薄许薄荷，能增强解暑清热的效
果，并能使人能使人感到清凉爽口。

（本报综合）

闻汇健健

本版网络互动：洛阳网·求医问药
（http://www.lyd.com.cn）

（本版涉及偏方、疗法等均因人而异，仅供参考）

神经衰弱是由于人体正常兴奋与抑制过程失调，造
成功能性脑供血不足而引起的一系列神经调节异常的
症状及体征。近年研究证实，由于神经调节异常，可引起
脑血管痉挛，管腔相对变细，造成功能性脑供血不足，使
脑细胞代谢出现障碍，脑细胞功能减退，从而导致病人
出现一系列脑老化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因此神经衰弱不
仅是亚健康的信号，而且也是人老的危险信号。

怎样识别神经衰弱呢？需认清五点：
1.脑力不足、精神疲劳 自感精力不足、不能用脑或

脑力迟钝、不能集中注意力、记忆力减退。特别对人名、
地名、数字更难记住，但对自己的疾病发展经过、对给自
己诊过病的医生则记得清清楚楚。

2.神经过敏 患者不能放松神经、消除疲劳，反而精
神特别兴奋，经常浮想联翩，脑子常在“放电影”。对周围
的声音、光线特敏感，对其强弱的变化“斤斤计较”。

3.情绪波动、易烦易怒 有的患者表现为轻度的抑郁
心境，终日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有的患者表现为情绪急
躁，喜与别人争吵，工作稍不顺心，就对别人发脾气。

4.睡眠障碍 失眠较多见，患者睡到床上就恐惧紧
张，害怕睡不好，结果是越想睡越睡不着。每当夜深人静
时，患者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焦虑与失眠，互为因果，形
成了恶性循环。

5.躯体不适 患者感到头痛、头重、头胀、头部紧压
感、颈项僵硬，有的还表现为腰背、四肢肌肉痛。这种疼
痛的程度与劳累无明显关系，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总之，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就提示您可能患了神经
衰弱，有必要上医院诊治。

（《老年生活报》）

神经衰弱
也是人老的信号

议堂健健

初夏养生
宜清热 防上火

立夏后容易引
起“ 上 火 ”。 这 个

“火”有内外之分，因
气温上升而引起的
中 暑 症 状 称 为“ 外
火”，可通过防暑降
温、通风等措施来抵
御“外火”侵袭；而

“内火”在中医而言
则比较复杂难辨。

“内火”是人体阴阳失调而出现
的内热症，按中医辨证可分为心火、
肺火、胃火、肝火四种。

●心火，分虚实。虚火主要表
现为低热、盗汗、心悸、心烦、失眠、
健忘，可常吃莲子大米粥，或用生地
黄、麦冬等泡茶喝；实火主要表现为
反复口腔溃疡、口干、小便短赤、心
烦易怒，可用导赤散或牛黄清心丸
降火。

●肺火，表现为干咳无痰或痰少
而黏，潮热盗汗、手足心热、失眠、两
颧红、口干舌燥、声音嘶哑、舌红，可
用百合、红枣、大米适量煮粥吃，或用
沙参、麦冬泡茶喝。

●胃火，分虚实。虚火表现为
轻咳、食量少、便秘、腹胀、舌红少
苔，可食梨汁、甘蔗汁、蜂蜜等；实火
表现为多食善饥、上腹不适、口苦口
干、大便干硬，可用栀子、淡竹叶泡
茶喝。

●肝火，常表现为血压高、头
痛、头晕、耳鸣、眼干、口苦口臭、易
怒、两肋胀痛、烦躁、舌边红，可服用
牛黄清心丸或牛黄上清片。

凡有“内火”者，除应在饮食
上多喝茶水、多吃水果外，还
应保持心情舒畅，以清心
降火。

为了防“上火”，夏季养生宜多吃清
热利湿的食物。常用的健脾利湿的食物
有：冬瓜、南瓜、苦菜、姜、莲藕、莲子、薏
米、山药等，并要善用大蒜、姜、醋等调味
品以增强食欲。

立夏后温度明显升高，雷雨增多。人体
此时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也随之加快，需要
营养的及时补充。立夏要养护好心阳之气，
同时要调养好脾胃，以适应炎热的天气。

立夏后在饮食上应注意调养脾胃，以

低脂、低盐、多维生素的清淡食物为主，
如粳米、绿豆、泥鳅、鹌鹑、鸡肉、海带、丝
瓜、百合、莴笋、鱼腥草、扁豆、草莓、樱
桃、绿茶等。

“内火”有四种

初夏食疗方

■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5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上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基于半导体芯片测序仪的
无创产前诊断方法，可以根据孕妇血样检测出胎儿是否
患唐氏综合征等与染色体异常有关的先天缺陷。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刊登一项新成果：美澳两国
科研人员利用人类干细胞，在动物实验中成功修复了猴
子受损的心脏，实现了心肌再生。这一成果有望推动相
关技术早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日本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通过植入器具扩张
肺部血管，能有效治疗一种特殊类型的肺血栓栓塞症（慢
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新方法有望为无法接受手
术治疗的患者缓解痛苦。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 年），努
尔哈赤起兵一年后，对附近城寨主
动出击。

正月，努尔哈赤伐李岱，攻兆
佳。其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岭高
路险，城在山上。努尔哈赤督众兵凿
山为蹬，鱼贯攀登。但李岱已预知有
备，严守以待。兵士中有人畏难，要
姑且回兵。努尔哈赤不允。

六月，努尔哈赤又伐萨木占，攻
马尔墩。先是努尔哈赤的妹夫噶哈

善，被其继母之弟萨木占等邀杀于
路。努尔哈赤闻讯后，披甲跃马，引
弓疾驰，抢回其遗体殓葬之。努尔哈
赤为给噶哈善复仇，率兵四百，往攻
马尔墩寨。寨踞山顶，势险备严。努
尔哈赤设木牌、蔽矢石，分三组、并
列进。寨上飞石檑木齐下，兵士难以
仰攻。努尔哈赤冒矢石，发矢射中寨
上一头目纳申，穿面贯耳，又射倒四
人，守兵遂怯。努尔哈赤连攻四日，
夜间乘敌疏防，率兵跣足缘崖，崎岖
而上，攻取马尔墩。这是努尔哈赤起
兵一年来，继图伦、兆佳之后夺取的
第三座城寨。

努尔哈赤既要攻取外部的敌人
城寨，又要应付内部的身处逆境。他
在内部的不利条件下，也能善机变，
少树敌，逐渐由弱变强。

如在四月初一日半夜，努尔哈
赤听到窗外有脚步声，便起身佩刀
执弓，将子女藏在僻静处，让他的妻
子装作上厕所的样子，他紧跟在后
面，用妻子的身体隐蔽自己，潜伏在
烟囱的侧后。努尔哈赤借闪电见一
人逼近，以刀背击之，喝令近侍洛汉
把他捆起来。洛汉要把那人杀掉。努
尔哈赤暗想：要是杀了他，其主人会
以我杀人为名，派兵攻我，而我兵少
难敌，于是将那人释放。

努尔哈赤少树敌，临事机变、深
沉大度，是为着积蓄力量，准备条

件，继统一苏克素浒部之后，将董鄂
等部吞并。

董鄂部位置在董鄂河（今浑江）
流域，与苏克素浒河部为邻。九月，
努尔哈赤得知董鄂部“自相扰乱”的
消息后，要乘时往攻。诸将谏阻说：

“兵不可轻入他人之境，胜则可，倘
有疏失，奈何？”努尔哈赤力排众议，
说：“我不先发，倘彼重相和睦，必加
兵于我矣！”（《满洲实录》第1卷）他
说服诸将后，率兵五百人，携带蟒血
毒箭，往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驻地
齐吉答城。阿海巴颜聚兵四百，闭门
守城。努尔哈赤统兵围攻城栅，并纵
火焚毁城上悬楼和城外庐舍。城将
陷，天降大雪，还师。

在还师途中，又进攻翁科洛城。
努尔哈赤因箭镞创伤颈动脉，血流
不止，几次昏迷，只得弃城而回。

努尔哈赤伤创愈合后，又率兵
去攻打翁科洛城。城陷后，俘获鄂尔
果尼和洛科。众将把鄂尔果尼和洛
科绑缚，让他们跪在努尔哈赤面前，
请求施以乱箭穿胸的酷刑，以雪翁
科洛城之恨。

努尔哈赤没有杀掉鄂尔果尼和
洛科，亲自给他们释缚，并授为牛录
额真，加以厚养。努尔哈赤不计私怨、
宽宏大度的襟怀，深深地感动了诸
将，加强了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也加快了其统一建州女真的步伐。

1010 收董鄂：
以德报怨

《黄帝内经·天年》

这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活得好，
又活得长的智慧之书，是一本教我们
人生每10 年活法的实用之书，是带领
我们走向生命最高境界“天年”之旅的
幸福之书。读之，方明白60岁才是人生
的开始。读了她，或许你就能平安喜乐
到天年。

★作者：徐文兵 梁冬
★出版社：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夏养生经

《足球根本不是圆的》

这些精彩绝伦且鲜为人知的足球故事，都来自你将打开的这本
书——《足球根本不是圆的》，他是中国著名足球解说员黄健翔精选
其个人自媒体节目《黄·段子》中的部分足球内容精加工而成的。

所有这些内容来自于黄健翔个人20年解说生涯2000多场精彩
比赛的解说认识，来自他近30年的足球知识积累和储备。更重要的
是，他在本书中用人们习惯的平实、简明而富有激情的语言娓娓道
来，让你如同听他的解说。

★作者：黄健翔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今正值春末夏初。与朋友们一起吃饭，看到大家已开始青睐苦瓜、苦菊等苦寒清热之品，并振振有词，以夏
季需要清火为理由，我就知道，从现在开始需要向大家介绍夏季的养生之道了。夏季该如何养生？从本期开始，让
我们一起了解并学习夏季如何吃、如何睡、如何保健、如何预防“夏季病”、如何防晒、如何防蚊、如何防暑降温以及
出行、游泳等需要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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