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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紫的身世，宋代的欧阳

修和周师厚都有记载。周师厚在
《洛阳牡丹记》中的记述是：“魏紫，
千叶肉红花也。本出晋相魏仁溥园
中，今流传特盛。然叶最繁密，人有
数之者，至七百余叶，面大如盘，中
堆集碎叶，突起圆整，如覆钟状，开
头可八九寸许，其花端丽，精彩莹
洁，异于众花。洛人谓姚黄为王，魏
紫为后，诚为善评也。”可见花后就
是出于魏府的魏紫。

魏紫的身世以及它与魏府的关
系也有一个传说——

相传，在洛阳南边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美丽富饶的万安山。山下住
着一个憨厚善良的青年后生，人们
叫他姚郎。姚郎只身一人，经常上
山砍柴，下山卖柴，过着贫困的日
子。

一天，姚郎上山打柴时，发现了
一棵半人高的牡丹，因为干旱枝叶
枯萎，已经奄奄一息。善良的姚郎
立即用竹筒取来山泉，给牡丹浇
水。此后，姚郎经常为它浇水施肥，
牡丹渐渐恢复了生机。一次浇完
水，劳累的姚郎躺在花边歇息，竟睡
着了……只见牡丹丛中走出了一位
亭亭玉立、面容娇丽的女子。他上
前对姚郎施礼道：“小女子叫紫花，
大哥常来浇水施肥的牡丹就是我。
多谢大哥的救命之恩，容当来日相
报……”说完，一转身就在花丛中消
失了。

姚郎醒来，方知他浇水的牡丹
乃是紫花仙子。于是他将牡丹挖出
抱回家中，栽植在院子里，精心管
理。来年春天，牡丹渐渐抽枝长叶，
枝端也孕育了一个个花蕾。一天夜
里，姚郎被一阵阵的奇香熏醒，只见
牡丹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姚郎家有一棵奇异的牡丹的消
息传遍了邻里，人们纷纷前来观

看。一天傍晚，姚郎上山砍柴归来，
发现牡丹没了。村人告诉他，是城
里魏大官人家的奴才听说后，前来
挖走了。姚郎一听，焦急万分，丢
下柴担，立即连夜跑到魏府去讨要
牡丹。可是，魏府的家丁把他挡在
了门外，任他喊叫哭闹，又冲又闯，
被家丁们打得头破血流，他也没进
得魏府半步。姚郎奄奄一息却不
肯离开……

这魏大官人非同小可，他不是
别人，乃是后周宰相魏仁溥。

后来，魏府的牡丹也惊动了京
城。皇上闻讯后，也前来观赏，因它
长在魏府就赐它为“魏紫”。

但是不久，姚郎就听说魏紫在
魏府花朵凋落，枝叶也枯萎了……
姚郎连夜跑到魏府，魏家也乘势把
垂死的魏紫还给了姚郎。姚郎捧
回了奄奄一息的魏紫，把它重新栽
在院里原来的地方。姚郎为它浇
水施肥，日夜睡在它的身旁，它渐
渐恢复了生机。

后来，姚郎与紫花仙子结为
伉 俪 。 就 在 他 们 成 亲 的 那 天 夜
晚，魏紫的枝头突然绽放出一朵
特大的紫花，更奇特的是就在魏
紫的身旁，又生出了一棵茁壮的
牡丹，枝头开着一朵金黄色的花
朵，那黄牡丹便是后来的花王姚
黄。

魏紫
在魏相府得名

《优雅地老去：678位修女
揭开阿尔茨海默病之谜》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
痴呆）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中风，全球排名第四
位的老年人健康杀手。在《优雅地老去》一书中，大卫·斯诺
登博士历时10余年对678位修女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能够
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坚持规律的运动、保持乐观的
心态有助于防止衰老，接受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有助
于保持大脑健康，而服用适量叶酸、防止中风和头部受伤
能够有效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作者：大卫·斯诺登（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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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海西女真，以其初地海
西，居处海西即松花江地域而得名。
海西女真枝派纷繁，居住分散。后不
断地南移、兼并。至嘉靖年间，海西
女真逐渐整合为四大部，总称之为
扈伦四部，即哈达、辉发、乌拉、叶
赫。自明成化以降，建州与海西的势
力，几经曲折，此消彼长。努尔哈赤
在进兵海西之前，面临着颇为有利
的形势。

第一，明朝对海西残酷袭杀，削

弱两关军政实力，突出了建州女真
的军事地位。在扈伦四部中，以叶
赫、哈达势力为强。它们是明朝用以
牵制、抗衡建州的主要力量。但是，
明军在五年之间，却给叶赫、哈达以
三次沉重打击。

万历十一年（1583 年）十二月，
明设“市圈计”，诱叶赫贝勒清佳努
和扬佳努至开原中固城而袭杀之。
是计，辽东巡抚李松、总兵李成梁，
令“三军皆解甲易服”，伏以待叶赫
贝勒清佳努和扬佳努。清佳努和扬
佳努先率二千余骑，擐甲诣镇北关。
明辽官及通事责其既来听抚，骑甲
数千如林。清佳努和扬佳努请以三
百余人随从，获允。清佳努和扬佳努
入圈后，信炮鸣、伏兵起，全被斩杀。
李成梁闻炮声，拥精兵斩俘其1251
人，夺马 1073 匹。叶赫贝勒清佳努
和扬佳努被杀害并死1500余人，部
族蒙受空前灾难。

叶赫、哈达连遭明军三次重创，
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第二，明朝辽东主力入朝，进行
援朝抗倭战争，放松了对建州的军
事遏制。

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二十一
年（1593 年），朝鲜李朝爆发抗倭战
争。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削平割据诸
侯，统一日本之后，积极向外扩张，
于万历二十年（1592 年），发动侵略

朝鲜的战争，朝鲜八道全部沦陷。朝
鲜国王李昖出奔义州，遣使向明朝
告急求援。明廷鉴于同朝鲜为“唇齿
之国，有急当相救”（《李朝宣祖实
录》第27卷）。派李应昌为经略，李如
松为征东提督，率兵马四万余大举
入朝。翌年正月，李如松援朝之师与
朝鲜军民配合作战，复平壤、克开
城、攻王京，旋又败绩于碧蹄馆。

努尔哈赤也禀报明兵部尚书石
星，请求领兵前往驰援。但是受到明
廷和朝鲜两方拒绝。在前后6年援朝
抗倭战争期间，明朝“以东征调发，
行伍空虚”；兵入朝鲜，“辽阳精锐，
尽死于此”。这就为努尔哈赤出兵海
西提供了机会。

总之，在 16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辽东明军、扈伦四部和建
州女真三种力量发生着急剧的变
化。明朝不仅辽东主力赴朝、精锐
受创，而且自李成梁解任后，“十年
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明
史·李成梁传》第238卷）；扈伦四部
内讧自耗，屡遭重创，趋向衰落，建
州女真却诸部归一，生机盎然，崛
起辽东。努尔哈赤以费阿拉为基
地，利用建州统一后的强大实力，
抓住明辽东军力虚弱，哈达、叶赫
讧难未复的时机，以古勒山之战为
信号，顺利地进行了统一海西女真
即扈伦四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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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

21世纪比石油更珍贵的资源是水，比核泄漏更严峻的威胁是水危机，比
领土争夺更可能发生的是“水之战”。英国史前史考古学专家史蒂文·米森教
授回顾10处古代治水文明遗址，讲述古人如何控制、利用和争夺水资源以及
水如何影响文明兴衰的历史，水历史研究不仅是国际兴盛的学术现象，而且
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

两千年前，古人用水滋润干燥的人类环境，使之适宜居住；现在，水浪费
和水污染将现代人重新置于“水之战”，水资源的管理与争夺影响了人类文明
的兴衰。

★作者：史蒂文·米森（英）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西方将主宰多久》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站在长
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指出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
定，也非短期偶然。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这本书不仅解释了为什
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同时通过对过去的梳理，结合战争、能源和气
候变化等，大胆预测了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
化。

国内学者评价道，这是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

★作者：伊恩·莫里斯（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现代社会的工作生活，让每个人都“亚历山大”。长期面
对压力，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压力呢？

欣赏恐怖片 英国有专家建议，人们感到工作有压力，
是源于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此时他们需要的是鼓励，是
打起精神。所以与其通过放松技巧来克服压力，不如看一
场恐怖电影。

有空嗅嗅香油 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原
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类大脑边缘系统的
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

吃零食 吃零食时，一方面它能通过皮肤神经将感觉信
息传递到大脑中枢，而产生一种慰藉；另一方面当嘴部接触
食物并咀嚼和吞咽的时候，可以使人对紧张和忧虑的注意
得到转移。

穿上称心的衣服 当人们穿上自己认为非常“顺眼”的衣
服，自我感觉良好时，就会重新鼓起面对现实的信心和勇气。

养宠物益身心 东京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为消除雇员
的紧张，每个月花高额费用请人定时牵来憨态可掬的牧羊
犬，让公司雇员放下手中的工作来逗弄牧羊犬，从而缓解雇
员因工作紧张带来的精神压力。 （据《保健时报》）

灵港湾心心

减轻压力的心理按摩法

用料：莴笋1根、红尖椒1个、食盐和鸡精各1小勺、植
物油适量。

做法：
切掉莴笋根部，把外表的粗皮削掉。将尾部细嫩的皮

削干净，只留下内部青绿色的茎。然后先斜切成大薄片，再
切细丝。炒锅里烧热油，加入莴笋丝、盐、鸡精，用大火快速
翻炒，直至莴笋丝变软即可盛盘，最后用红尖椒装饰一下。

功效：
1.莴笋有增进食欲、刺激消化液分泌、促进胃肠蠕动等

功能，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等患者，具有利尿、降低血压等作
用。莴笋中所含的丰富的烟酸是胰岛素的激活剂，糖尿病
人经常吃些莴笋，可改善糖的代谢功能。莴笋中的铁元素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经常食用新鲜莴笋，可以防治缺铁性贫
血。

2.红尖椒强烈的香辣味能刺激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
进食欲，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红尖椒所含的辣椒素，
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利于降脂
减肥防病。 （据39健康网）

食每刻美美
清炒莴笋丝
清爽可口增食欲

夏季饮食宜清淡
各种粥品是首选

天地万物都有个“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的规律。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

的季节，此时新陈代谢最为旺盛，气
血运行亦相应地活跃起来。在

这样的季节里，饮食上应
该注意些什么呢？

对于夏季的饮食，孙思邈在《千
金要方》中提出要“减苦增辛”，因
为辛主发散，苦主沉降，苦味不利于
夏季阳气的升发。而辛味之品性主
升散，与夏季阳气发散的状态相吻
合。

有人主张夏季多食苦瓜，认为苦瓜

有清解暑热的作用。其实，苦瓜只适合
于盛夏食用，因为盛夏湿热交蒸，湿热
困脾，导致食欲不振、倦怠乏力等。苦
瓜性寒可以清热，苦可燥湿，可以通畅
脾胃，增进食欲。

但对于阳虚的患者，则不要将苦瓜
列为初夏的主要蔬菜。

《内经》在治疗思想上有“用温远温，
用热远热，食亦同法”之论。远，即避开
的含义。强调不仅在治疗上要注意用药
的寒热之性，应回避季节的气候特征，饮
食亦应如此。因此，夏季不应服太多温
热性大的食物，诸如牛肉、羊肉、辣椒、荔
枝、桂圆等。否则，一方面极易导致阳热
过盛；另一方面，由于夏季阳气偏浮于
表，胃肠的阳气并不足，很容易导致不能
消化饮食的腹部胀满、腹泻等病症。所
以古人认为夏季是最难养生的季节，一

则暑热外蒸，一则腹内阴冷，饮食稍有不
慎，极易罹患腹泻。

当然，《内经》虽然主张夏季的饮食
不能过热，同样亦不可过多寒凉，因为
夏季虽然体表阳热之气偏盛，但体内的
阳气并未亢盛，大量的冷饮、瓜果等易
于损伤人体的阳气，这就违背“春夏养
阳”的养生理念。因此，在夏季，妥当的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以蔬菜、谷类食物
为主，可以多食用粥类食物，避免过分
的寒凉与温热。

减苦增辛，苦瓜不宜初夏食用

忌大寒大热，宜清淡为主

粥类，夏季养生上佳之品

健

夏 季 胃 肠 虚 弱 ，消 化 功 能 减
低，粥类食物炖煮糜烂，易于消化，
同时，熬粥时可以加入很多佐料，
使其可以有很多药性作用而对人
体发挥很好的养生功用，尤其是在
盛夏季节，湿热盛，脾胃功能更加
低弱，所以，夏季喝粥，是夏季养生
的必备一课。

夏季养生，以清暑、祛湿为主
旨。下面给大家推荐几款具有清
暑、利湿作用的粥品：

■白扁豆粥
做法：粳米 250 克、白扁豆 100

克、山药100克。白扁豆具有健脾化
湿、和中止泻的作用，山药可以健脾
胃，化湿浊。适用于夏季服用，对中
暑所致的吐泻、食欲不振等病症尤
为适宜。

■薏苡仁粥
做法：粳米 250 克，薏苡仁 100

克，加水适量，共煮成粥。薏苡仁
具有健脾除湿之功效，适用于夏季
任何体质人群服用，也有减肥之
用。

■绿豆粥
做法：粳米250克，绿豆100克，

加水适量，共煮成粥。绿豆具有消
暑、健脾、解毒的作用。适用于平时
火热偏盛的人以及中暑的病人等。

■荷叶粥
做法：粳米 250 克，鲜荷叶半

张煮成粥。荷叶具有清热解暑、升
发阳气、凉血止血的作用。适用于
夏季中暑所致的头昏恶心、腹胀
便溏、不思饮食及吐血、鼻出
血等病症。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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