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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草副刊

转眼已是立秋时节。古人云，秋
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立秋。如
果把二十四节气比作书画作品，立秋
就是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在我看来，
主题必是金灿灿的桂花。

路边桂花繁盛，一路香气扑鼻，
小瓣的金黄跳入眼中，仅是片刻停
留，已嗅花香满盈。风吹过，一朵朵
可爱的桂花蹦到孩子们的书包上，蹦
到女子的油纸伞上，蹦到有心人的镜
头里。立秋，蟋蟀奏起优雅乐章，似
是与夏姑娘道着离别。

邻居喜欢研究美食，周末做了椰
汁桂花冻糕给我们品尝。看上去弹
力十足，一口入嘴，椰香和桂花两重
滋味交融，口感很特别。这让我不禁
想起奶奶做的桂花糕。

记得，儿时的我最爱家门口的桂
花树。每到立秋，桂花盛开，奶奶会
捧着竹篮子，轻轻拍一拍枝丫，一朵
朵鲜嫩的桂花飘落而下，调皮地就会
飞到岸边小河里，漾起水花。装在篮
子里的桂花，经过奶奶的巧手，化作
一块块我最爱吃的桂花糕。方寸之
间的甜味，承载着我对金秋甜蜜味道
的记忆。

铺匀，冲洗，晾干，蒸煮，点缀，这
些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奶奶用心制
作的甜蜜。她戴着老花镜，一朵一朵
拨开，再一朵一朵挑选，时不时揉揉
酸胀的眼睛。我端着小凳子，坐在边
上，一双小手抓一把桂花捧在手心，
把整个脸埋进去，不小心吃了一朵桂
花，甜滋滋的。

长大以后，我去了外地读书、工
作，吃到过各式各样的桂花糕，但味
道总觉得欠缺点什么。现在想来，金
秋油画最好的背景墙，终究还是家
乡。家乡的人，家乡的情，家乡的景。
此刻，窗外近处是湖水淡淡，绿树青
翠。举目，棉絮状的云朵片片，天空
蔚蓝无际。金秋，褪去了夏初芳草
深 的 稚 嫩 ，迎 来 了 天 秋 月 又 满 的
圆满。

我站在窗边，赏着眼前徐徐展开
的金秋画卷，嗅着梦中的桂花香，秋
姑娘踏着清风，徐徐走到我耳边，轻
声细语，仿佛诉说着这幅“流火金秋
图”画卷的前世今生。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挂一幅金秋
油画在心头，何尝不是人间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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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一幅金秋油画在心头
■ 蔡晓菲

生活百味

高中时，我曾读过《聊斋志
异》其中具有穿墙术的崂山道
士，让我心生对崂山的向往。

七月，我终于来到了期盼已
久的崂山。

崂山景色优美，山海相连，
水天一色，是云雾缭绕的一座
山。崂山，位于山东省青岛市，
海拔 1132.7 米，是我国漫长海岸
线上的最高山，素有“海上第一
名山”之称。

从青岛市区出发，车程约半
小时，清冽的海风徐徐吹来，来
到了崂山风景区。适逢暑假，人头攒动，验票
入园后乘坐景区观光车到了流清游览区。映
入眼帘的是巨大石刻题字“海上名山第一：崂
山”，山上巨石散布，青松苍翠。

进入太清游览区，崂山太清宫赫然在前，
它三面环山，南向大海。太清宫居崂山东南
端，由宝珠山的七座山峰三面环抱。老君峰
居中，左为桃园峰、望海峰、东华峰依次而东，
右为重阳峰、蟠桃峰、王母峰依次而西。宫殿
群居于群峰的正中下。

进入太清宫，道观里古树众多，有明代的
山茶花、唐代的龙头榆、汉代的松柏等。道观
内雕塑有“孔子问道老子”“王阳明讲道”“蒲
松龄崂山著书”等。印象深刻的是一棵汉柏，
距今 2000 多年，依旧苍翠，树大根粗的银杏
树，伟岸挺拔，傲然屹立，见证着一代代生命
的轮回。

蒲松龄的写书亭，据说是蒲松龄被崂山
山海情所吸引，于是写下了《王生学道》。后
来就盖了亭子，紧挨亭子有一堵白墙，那是给
后人徒增笑料王生穿墙的墙壁。有人好奇地
问导游，真的能穿过去么，导游说，如果心无
杂念，无私心，可穿墙而过。可惜，当场却没
人去试一试。

沿着青石台阶登往老君峰，只见高耸矗
立老子雕像，老子凝望着太清宫，也望着大
海。雕像高约 50米，底座篆刻着老子 5000字
的《道德经》，字体遒劲有力。站立在老子雕
像旁，俯视山脚、远处的海面及旁边的山峰，
天海一色，仙雾笼罩，犹如置身于仙境。

继续前行，在曲径通幽处，看路旁奇石耸
立，游人欢声笑语不休。不知不觉，那些高高
的一层层台阶，被我们抛在身后。领略了崂
山景色，如诗如画。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后，
便来到海边的一所驿站，点了一壶崂山茶，八
人围桌而坐，喝上一杯崂山绿茶，解解渴，休
整疲惫的双腿，此次崂山之旅便告结束。

短暂的崂山之行，对偌大的崂山景区来
说，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但我还是收获颇
多，不仅欣赏了崂山风景，还了解了崂山的历
史。期待下次的崂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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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
梁
征

耕 读 荷 香 里
■ 宫凤华

喜欢一场雨
匆匆地来，悄悄地去
让微凉的余韵，淹没生活的繁杂

喜欢一缕风
轻轻地来，偷偷地去
把飘逸的云裳，请进生命的道场

诗苑

一半是夕阳晚照，一半是晨钟暮鼓
■ 李 红

诗联鉴赏

●本版邮箱：mzyyb8b@126.com

宋人蔡确喜欢躺在竹床瓦枕之上，
读书怡情，他写道：“纸屏瓦枕竹方床，
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
声渔笛在沧浪。”纸围屏风，竹床石枕，
一卷诗书，倚枕而读。没有刻意，满是
闲适。

身为异乡游子，我常常在空闲时，
赶赴篱笆环绕、炊烟袅娜的田园老屋，
品味那一抹浓浓的乡愁。

老屋门前的卤汀河，潺湲流淌、风
姿绰约，河边菰蒲丛生，青苇萧萧，俊鸟
游弋。荷叶有的在荷杆上露出一丝豆
绿尖角；有的如两扇绿绢门扉，羞怯地
垂拢；有的仿佛卷起的两只画轴，正待
慢慢打开；有的舒展呈伞形在水面上摇
曳。一阵微风拂过，荷香弥漫，沁人心脾。

乡间天色饱满诱人，荷叶青青，叠
翠涌波，层层远去。粉白荷花追波逐
浪，踏波而行，把一汪碧水，渲染得华
丽、鲜亮，意境美妙。

荷香伴读，让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晴耕之余，翻阅泛黄书籍，恍如
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读书素心，
如雨洗青山，晶莹透亮，纤尘不染。

乡间黄昏，暮色清凉，霞光凄美。
坐在瓜棚豆架下，任夕光濡染，周身镶
了一层锦。读雪小禅的《倾城记》，喜欢
那“银碗里盛雪”的禅意与彻骨的冰凉，
内心一片波光潋滟。赏《浮生六记》，看
芸娘与沈复荡舟洞庭湖上，“八窗尽落，
清风徐来，纨扇罗衫，剖瓜解暑”，感觉
风生袖底，清爽无边。读张岱的一句

“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林下月光
星星点点，犹如残雪，相映成趣，自是
美极。

有时邀二三好友，老屋桑桌，鸡鸣

犬吠，谈古论今，喝杨梅酒，嚼塘鳢鱼，
嚼青蚕豆，嘬青螺蛳，最是暖心熨帖，感
觉时光绵软，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

有时，天空一片铁灰色，沁着夕光。
零星的驴鸣犬吠，和童谣、民歌一样，清
新悦耳，沁人内心。我慵懒地躺在院中
竹椅上，走进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
的《大淖纪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我如饮醇醪，每每走进“悠然心会，妙处
难与君说；叩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的
诗化境界。

最是骤雨过后，西天浸润在丰盛的
色泽里。展卷细品唐诗宋词，犹如畅饮
清欢杨梅汤。一幅清新恬淡的乡村图
景跃然纸上，读到妙处，清凉自心底涌

起，心灵仿佛铺满清纯月光。
浪漫月夜，蛙鼓虫鸣，月光丝绸般

光洁柔软，清霜一样敷在地上。就着星
光和竹椅，揽书一卷，神思既可囿于现
实遍观世间百态，也可跨越千年，忽而
随李白纵酒放歌，忽而随辛弃疾驰骋沙
场，感受或清丽，或脱俗，或哲思的文字
带来的美，醉心于文学的广袤深邃，有书
中哲人指点人生，启迪混沌，岂不快哉。

喜欢唐寅的《葑田行犊图》，画风古
雅，有一种风烟俱净的淳朴酣畅。古松
苍石，枝繁叶茂，题诗曰：“骑犊归来绕
葑田，角端轻挂汉编年。无人解得悠悠
意，行过松阴懒着鞭。”亲近自然，玩怿
山水，枕露而眠，生活悠游而从容。

“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
耕。”耕种以立性命，读书达礼明义。荷
香沁脾，晴耕雨读，远离浮躁和喧嚣，沉
浸书海，素心安然如瓷，清凉如玉，一种
惬意和恬适弥漫全身，淡雅如水边的一
抹萤光。

叶天士是清代著名中医、苏州人氏，人称
“神医”“天医星下凡”。叶天士一生谦虚好学，
直到他功成名就之时，仍孜孜不倦地探索医术。

一天，叶天士在医寓里正忙着为病人切脉
开方，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指着叶天士说：“叶医
生，虽然你治好了不少病人的病，但却不知道你
身上有病——你太胖了，这太危险了。你要医
好自己的病，可到对门找我。”此人说完便扬长
而去。

叶天士的学生们听了那人一番话，个个气
得两眼冒火，他们告诉叶天士说：“这个人姓王，
前几天将医寓设在叶家医寓的对面，接连几天
没有生意。凭她那点医术，竟敢在叶家医寓门
前班门弄斧，简直是自不量力。”

叶天士听了非但不怒，反而很认真地告诉
学生：“那医生看出了我的病根，一定有办法治
我的病，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这位医生呀！”过了
两天，叶天士便到对门的王医生那里请教。王
医生想不到叶天士竟真的来了，连忙说：“你是
名医，我是个倒了霉的郎中。”叶天士恭恭敬敬
地朝王医生作了一个大揖，说：“你能治我的病，
自然是我的先生。”王医生微笑着说：“治你的
病，极简单，上午一两红茶，分三次煎服，下午一
两绿茶，亦分三次煎服，三个月后必见奇效。”照
着王医生传授的办法，叶天士接连三个月煎服
红、绿茶，人果然瘦了不少。叶天士非常感谢
王医生，大放鞭炮，还挑着礼物去王医生那里
谢师。 （张勤 辑）

叶天士对门拜师
医林撷趣

喜欢另一个自己，行走在天青色的陌上
用云水的禅心，闲看深林古刹的烟雨
笑对日升月落的轮回

都说，生活要轻松自在地过
才能忘记流年馈赠给我们的颠簸
只是，我不曾知道，生活里的我
一半是夕阳晚照，一半是晨钟暮鼓

雨后黄昏 张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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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提取物可抑制胰腺癌发展

本报乌鲁木齐讯（通讯员 曹岚）
民族药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是民族
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的精神，进一步推动民
族药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促进
民族药资源事业发展，8 月 4 日至 6
日，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的“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药用资源分会 2023
年学术年会暨新疆民族民间药资源
论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召开。

论坛交流会上，来自北京、江西、
香港、新疆等地的 19 位民族药资深
专家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民族药资

源研究的成果与研究心得，并就“民
族药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可持续利用
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进行探讨；同期举行的药用资源分会
青委会学术交流过程中，来自广西中
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北京中医
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伊犁师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药重点实
验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
的 11名青委会会员及研究生做了学
术报告。

交流会后，参会人员前往伊犁师
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药重点实验室、
新疆中药民族药资源重点研究室、新
疆民族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等地进
行参观与学习交流，更多、更系统地
了解新疆民族民间药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现状。部分参会人员赴伊宁
市开展新疆民族民间药资源调查与
标本采集。

论坛交流会还达成了《民族药研
究乌鲁木齐倡议书》，提出“大力推进
民族药家底调查及其传统知识的挖
掘与传承”和“保护与开发并举，大力
推进民族药的发展与创新”两大方面
共 10 条民族药研究的倡议，为今后
民族药的科研、应用与事业发展提供
了重要参考。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药用资源分会2023年学术年会召开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民 族 医 护 理 水
平，培养民族医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7 月 28 日至 31 日，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护理分会 2023 年学术年会暨民
族医护理科研专题培训班在青海
省藏医院顺利召开，来自内蒙古、
辽宁、新疆、西藏、广西、吉林、青海
等地省区的 130 余名医疗机构代表
参会。

会上，由藏医、蒙医、壮医、朝

医、哈萨克医等五个少数民族护理
专家，通过系列讲座，从不同角度分
享了民族医护理发展中的成果，进
一步挖掘民族医药文化的精华和在
传承创新、惠及民生等诸多方面的
护理经验。

互动环节，来自新疆、包头、广
西、延边的专家教授分别从各自护
理专利的概念、类型、检索方法、申
报流程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并结合

自身申报经验，针对科研方向选择、
研究方案设计等方面进行详细讲
解，在讲解过程中，引导护理人员举
一反三，深入思考创新，充分激发了
参会人员科研兴趣。

学术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前往青
海省藏医院制剂科、药浴科、外治科
等特色科室和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
馆进行参观学习，全方位领略了藏医
药文化内涵。 （中国藏医藏药网）

少数民族护理专家齐聚一堂 分享护理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曹 哲）8月4日至
6 日，广西医师协会壮医医师分会
2023 年学术年会及换届选举大会暨
广西壮医质控中心会议在广西国际
壮医医院举办。国医大师黄瑾明，广
西国际壮医医院党委书记秦祖杰，广
西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汤春园
出席。广西医师协会会长赵劲民线
上致辞。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副院长、
广西医师协会壮医医师分会主任委
员黄国东主持。约 200 名专家、学者
参加。

赵劲民表示，本次会议旨在通过
学术交流推广民族医医院、壮医药学
的新进展、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
促进广西壮医药、民族医药的诊疗水
平。他对分会未来发展提出三点要
求，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筑牢理想
信念根基，为分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
的政治保障；要努力培养创新人才，
搭建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凝聚壮
医有生力量；要完善定向帮扶机制，
提升基层诊疗水平，扩大民族医药的
影响力，推动壮医药事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秦祖杰回顾了壮医药的发展历
程，介绍了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的壮医
药特色优势、特色诊疗技术及壮医临
床学科专著等内容。他表示，近年
来，广西区内壮族聚居的县市陆续新
建或增挂了13所壮医医院，壮医体系
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形成了学科体系
完善、人才结构合理、成果转化效果
明显、条件建设一流的良好局面，希望分会围
绕壮医治疗优势病种关键技术规范化标准化
及应用示范开展系列研究，为壮医药事业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汤春园希望分会在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中砥砺奋进、不断前行，继续为丰富及发
展广西壮医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多位区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壮医谷道病辨
证论治、国医大师黄瑾明教授论治虚病的学术
思想和临床经验、维吾尔医特色外治疗法、壮
医针灸疗法、壮医水蛭疗法、壮医针刀疗法等
内容展开学术交流，并对壮医临床适宜技术进
行示范和推广。

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壮医医师分会委员，
黄国东任主任委员，黄瑾明、黄汉儒、韦礼贵任
分会顾问。会议表彰了分会第一届荣誉卸任
委员与积极分子。

广西医师协会壮医医师分会于2019年11
月2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过去的四年中，
分会通过发掘整理壮医药古籍及密验方、总结
推广壮医药诊疗技法、科技创新与标准化建
设、深入社区及农村送医送药、宣传壮医药科
普知识、壮医质控履职工作、培养壮医药人才
等多方面开展工作，为提高壮医药学术水平，
推广规范化治疗手段，促进壮医药的推广运用
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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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以下简称“浸
大”）7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研究
发现，从中草药甘草提取的一种类
黄酮物质“异甘草素”，可抑制胰脏
癌发展，并可提高传统胰脏癌化疗
药的功效。这是首次有研究团队阐
述“异甘草素”对抗胰脏癌的潜力。

浸大表示，胰脏癌是香港第四
大致命癌症。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 发 表 的《2020 全 球 癌 症 统 计 数
据》，胰脏癌患者的死亡率高于93%。

目前，惠普尔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是根治胰脏癌的唯一方法，但仅
两成患者适合进行手术，且术后复
发率高。对于无法接受手术和已扩
散的患者，化疗药“吉西他滨”仍是

主流的治疗方案，但这类治疗会出
现强烈的抗药性，其毒性亦会造成
系统性的影响。

为 寻 找 其 他 治 疗 胰 脏 癌 的 方
案，由浸大中医药学院教学科研部
副教授高加信领导的研究团队，通
过一系列的细胞实验，证明“异甘草
素”能抑制胰脏癌细胞的生长，并促
进癌细胞的程序性凋亡。

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小鼠肿瘤
模型，研究“异甘草素”在体内抑制
胰脏癌细胞生长的功效。结果显
示，“异甘草素”的治疗效果与“吉西
他滨”相若。

研究同时发现，“异甘草素”对
小鼠的副作用比“吉西他滨”少，包

括嗜中性白血球缺乏症（白血球数
目下降）、贫血和体重下降。

高加信表示，“异甘草素”拥有
一种特性，能通过阻断细胞的自噬，
抑制胰脏癌的恶化。自噬是人体细
胞清除受损或不必要的结构和物质
的自然过程。在实验中，阻断晚期
自噬会令癌细胞死亡。

高加信认为，研究结果开辟了
新方向，可探讨把“异甘草素”开发
成崭新的自噬抑制剂，用作治疗胰
脏癌。他希望与其他研究伙伴合
作 ，进 一 步 评 估“ 异 甘 草 素 ”治 疗
胰 脏 癌 的 有 效 性 ，及 其 潜 在 的 临
床应用。

（中国新闻网）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护理分会2023年学术年会召开

大力推进民族药挖掘传承与发展与创新

香港浸会大学研究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