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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时节，在我每天上
班必经的小路边，遇见几株
开花的植物，兀自在那儿美
丽。我是个“花盲”，开得这
么鲜艳的花，竟然不知道它
叫什么名字，便请教身边博
学的同事。同事说，它叫

“端午锦”，一般在端午节的
前后盛开。

端午锦？一听到这个
名字，脑海里立刻浮现出

“花开锦绣”的美景。可不
是吗，无论从花形还是花
色，端午锦与别的花相比，
一点也不逊色。其花枝亭
亭玉立，花朵既大且艳，灿若
云锦，典型的“美人胚子”。
更令人欣喜的是，此花一般

都是数枝挨在一起，好像是
一个美人组合，联袂出场。

早在农历二月，我就看
到这块空地上生长了几棵
肥硕的“野菜”。它与旁边
的杂草不太一样，长势迅
猛，一直在向上生长，如今
竟长到一米多高，旁生的叶
片又肥又大，形似南瓜叶，
但比南瓜叶子更丰腴，更葱
翠。它的枝条几乎是垂直
挺立在地面上，枝干硬邦邦
的，不像别的花蔓柔弱娇
气，也不像那些“名花”故作
妖娆。如同一个“自带流
量”的职场美人，她端庄，诚
恳，俊俏，给人一种淡定而
清纯的美。

这些日子里，蔷薇花已
经倾情盛开，栀子花吐出了
浓郁的馨香，连家常菜茼
蒿，也在菜园里悄悄地撩出
几朵黄色小花。以“端午”
冠名的“端午锦”，自然不会

“缺席”，只见她的枝叶节点
处，冒出了一串串花骨朵，
好似夜空中梦幻的星星。
直到某一天，我陡然眼前一
亮，我分明看见端午锦的花
苞里吐出了一朵又一朵的
大红花，沿杆而上，深红的，
浅红的，粉红的，争妍斗艳，
十分喜气。

更令人稀罕的是，端午
锦一边开花，一边仍在努力
拔节，并在每个节点上“预

留”着花苞。学问广博的同
事“科普”我说，端午锦的花
期长，可从农历五月一直开
到十月。看来，端午锦不是
来附庸风雅的，而是来“搅
动江湖”——它要从颜值和
数量上，全面挑战和碾压其
它花朵。

高手在民间，花亦是。
端午锦是平民之花，“寂寞
荒田侧，繁花压柔枝”——
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里都
能邂逅它的倩影。端午锦
又很容易种植和打理，生命
力极强。到了秋季，枝叶枯
萎后，它的种子顺势落地。
历经一个寒冬，端午锦在地
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
以为它被冻死了，然而，来
年的春天，在原地老根处，
端午锦却魔术般地冒出更
多的幼苗。

端 午 锦 的 学 名 叫“ 蜀
葵”，别号“一丈红”，喜爱她
的人尊它为“夏日花魁”。

蜀葵，国人的端午花。

生活百味

端午有“锦”
■ 俞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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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
统节日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现采撷一些与端午有关的佳
联妙对，与读者共赏。

明太祖朱元璋擅长对联，
有一年端午节，他赐宴群臣，
席间出上联：

端门北，午门南，朝廷赐
宴于端午。

联 中 的“ 端 门 北 ”中 的
“端”和“午门南”中的“午”合
在一起，恰巧为“朝廷赐宴于
端午”中的“端午”，要续下联
也有一定难度。此时，群臣中的沈应思索
片刻，对道：

春榜先，秋榜后，科场取士在春秋。
明代时，春榜，也叫甲榜，公布进士；

秋榜，亦称乙榜，公布举人。此下联以“春
秋”两榜对上联“端午”两门，同时“春”

“秋”合成“春秋”，与上联“端”“午”合成
“端午”相对应，可谓对答工巧，贴切自然。

相传，明代大画家文徵明路遇一书
生，出一上联要求作对，联云：

上旬上，中旬中，朔日望日。
夏历每月的朔日、望日分别在上旬之

初和中旬之中，且联语中有四处相重。
文徵明随口应对：
五月五，九月九，端阳重阳。
上下联自然天成，不露斧凿之痕，堪

称妙对。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副描述端午的对

联：
端午午时人赏午，立春春日客游春。
此上联道出了民间过端午节的热闹

气氛，下联描述了民间游春的情景。同
时，上联中的“三午”对下联中“三春”，可
谓严丝合缝，自然流畅，读来趣味盎然。

据传，从前有一少年，在端午节前应
童子试，重阳节后应乡试，两次应试都顺
利通过，于是有人撰联以示庆贺：

端午以前，犹是夫人自称日；
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
上联的后半句出自《论语·季氏》“夫

人自称曰童子”，并隐去了“童子”；下联的
后半句出自《论语·卫灵公》“君子不以言
举人”，并隐去了“举人”，别出心裁，可谓
妙哉。端午前你还是童生，重阳节后，你
便成了举人，联语贴切，独具匠心。

（农训学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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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人家 翁桂涛/摄

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
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
五月五，端午时，草木茂，药香
浓。悬一把青艾叶，挂一束细菖
蒲，佩一袋香白芷，饮一杯雄黄
酒，浴一身草药液，吸百药之气，
祛邪辟秽；摇一把蒲扇，耕一亩
书田，品一首良方，悟一道智慧，

《〈民族医药报〉验方汇编》开卷
有益。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仲夏
忙种，伤暑伤中，身热汗多，心烦
口渴，小便短赤，体倦困乏。仲
夏清暑益气汤，善治暑热气津
伤，洋参冬斛荷瓜翠，连竹知母
甘粳襄。清暑益气汤为仲夏时
节清暑益气、养阴生津的良方，
该方包含西洋参、麦冬、石斛、荷
梗、西瓜翠衣、黄连、竹叶、知母、
甘草、粳米共 10 味药。除了粳
米和西瓜翠衣，其他八味都是耳
熟能详的常用中药。粳米即大
米，味甘性温，襄甘寒之八味以
固护胃气、调和阴阳，空腹食之
为食物，患病食之为药物，药食
同源，无处不在。西瓜清甜的果

肉为人们拂去暑日的烦渴，被随
手丢弃的西瓜皮却大有用处。
用刀刮取西瓜表面青皮，干燥后
即为西瓜翠衣，味甘性凉，可清
热祛火止痛。牙痛发作时，取西
瓜翠衣与冰片混合涂抹患处，可
有效缓解牙痛。

蜜决薄荷粥，明目减疲劳。
取决明子、薄荷叶适量，与粳米
一同熬粥，待粥熟时加入蜂蜜
15毫升搅匀，即成蜜决薄荷粥。
决明子清肝明目，薄荷清利头
目，粳米益胃和中，可明目、降眼
压，缓解眼疲劳，还可用于治疗
青光眼。莘莘学子用拼搏的汗
水浇灌梦想的土壤，钻研学业之
时，不妨常喝一碗蜜决薄荷粥，
缓解眼疲劳，呵护眼健康。

蝉鸣此起彼伏，演奏夏日交
响乐。清风半夜鸣蝉，惊好梦，

甚者耳鸣如蝉鸣，尽烦忧。取葛
根、蝉蜕适量，研粉，水泛为丸。
每次 6 克，温开水送服，每日 3
次，一个月为 1 个疗程，可治疗
耳鸣，服2个疗程疗效显著。蝉
蜕为蚱蝉羽化时脱落的皮壳，蝉
蜕水煎，每晚顿服，对失眠、多梦
易醒有良效。蝉鸣扰人清静，甚
者使耳鸣加重，然蝉蜕有助眠之
功效，适当配伍其他药物又可治
疗 耳 鸣 ，自 然 万 物 真 是 妙 不
可言。

不知不觉，岁月斑驳的痕迹
在脸上若隐若现，老年斑使人黯
然失色。生山楂去核捣碎，与适
量蛋清调成糊状，敷于面部 30
分钟后洗净，可活血化瘀、调畅
面部气血、润肤消斑。山楂既可
活血化瘀，又可消食化积，晚饭
后来一串酸酸甜甜的山楂糖葫

芦，睡前敷一次山楂面膜，胃和
则寝安，寝安则容俏。

民族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
产。《民族医药报》是我国目前唯
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民族医药类
专业报纸，该报纸讲述名医轶
事，普及民族医药知识，弘扬优
秀民族医药文化，传递民族医药
情怀，是家庭的保健医生和医学
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诸 多 良 方 在《〈民 族 医 药
报〉验方汇编》中有详细记载。
该书收录 2013—2019 年刊登于
该 报 纸 的 验 方 约 2000 组（共
4000 多条），根据临床常见疾病
及临床实用需要，按传染病、内
科病、痛证、皮肤病、外科病、妇
科病、儿科病、五官病、肿瘤病、
男科病等灵活分类，分类明晰，

种类丰富，代表性强。每条验
方介绍药物剂量、煎服法、功效
和适应证，必要时注以禁忌证
及注意事项等，通俗易懂，方便
实用，老少皆宜。收录的验方
是各族人民探索自然与生命的
重要成果，是民族医、民间医勤
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宝贵心血
和智慧结晶。

《民族医药报》创刊至今 35
载，介绍的民族医药验方数不胜
数，将分期刊登于该报纸的验方
进行系统化、规范化整理，辑成

《〈民族医药报〉验方汇编》出版，
使验方的查阅更加高效、便捷，
促进验方的普及和推广应用，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赓续和涵养民
族医药文化，对民族医药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义
重大。

艾蒲飘香的端午，妙不可言的验方
■ 梁佳艳

不知不觉，时间的脚步已走到

楚河汉界，布谷声声

夏粮已颗粒归仓

大地上不多的绿色

以不可阻挡之势疯狂地生长着

清澈的河水，映照着高远的蓝天

夏秋的希望已破土而出

六月感怀
■ 张秀梅



















 

《民族医药报》创刊三十五周年征文启事
一、活动背景
民族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

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智慧和医
学经验。在过去的 35 年里，《民族医
药报》始终致力于弘扬民族医药文
化，不仅见证了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
的医学知识、健康保健信息和文化交
流平台。

值此创刊 35 周年之际，本报特发
起征文活动，诚邀全国各地的读者、作
者、医疗卫生从业人员以及中医药民族
医药爱好者共同参与，分享个人见解与
故事，回顾民族医药的辉煌历程，共同
探讨民族医药发展现状及前景。

二、征文主题
“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发展”或

“我与民族医药共成长”

三、征文内容
1. 传承篇：分享您对民族医药传

统理论、诊疗方法、药物应用等方面
的理解与实践；讲述您与民族医药的
故事。

2. 创新篇：探讨民族医药在现代
医学背景下的创新路径，包括但不限
于新技术应用、跨学科融合、国际交
流等。

3.发展篇：分析当前民族医药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您的见解和
建议。

4. 人物篇：讲述您身边的民族医
药工作者的故事，展现他们的专业精神
和人格魅力。

5. 感悟篇：分享您学习、研究或应
用民族医药的心得体会，以及对个人成
长的影响。

四、征文要求
1. 体裁不限：图片新闻、叙事、通

讯、经验疗法、散文随笔等均可。
2. 字数要求：建议字数在 1000～

2000字之间，特别优秀的原创作品可适
当放宽字数限制。

3.内容要求：主题鲜明，观点明确，
论据充分，逻辑严谨，语言规范，积极向
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原创性：参赛作品须为原创，未
在其他媒体公开发表过，严禁抄袭。

五、活动时间
征文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日
获奖名单公布时间：2024年10月
六、投稿方式
请将作品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

指定邮箱：mzyyb1b@126.com，并在邮
件主题中注明“35周年征文活动”。文

末注明作者简介并附上真实姓名、地
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及
其开户行名称等信息。稿件一律不退，
请自留底稿。

七、奖项设置
一等奖 3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8

名，优秀奖若干名。
八、注意事项
所有参赛作品一经投稿，即视为同

意《民族医药报》有权对作品进行编辑、
发布和传播。作品将在《民族医药报》
纸质媒体、微信公众号、民族医药报网
站等平台发布。

如有疑问，请联系《民族医药报》编
辑部：0771-3131615

《民族医药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黎佳
本版邮箱：mzyyb1b@126.com

近日，《藏医药大典》《藏
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等
图书捐赠仪式在国家图书馆
举行，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
代表该省向国家图书馆捐赠
藏医药古籍文献出版成果共
计 200 余册，涵盖藏医学史、
临床医著、药物识别、方剂和
药材炮制等多个范畴内容。

据悉，青海省开展藏医
药古籍整理工作已 40 余年，
实施藏医药古籍整理和文献
数字化项目 20 余项，取得科
研成果 10 余项，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古籍工
作取得丰硕成果。

藏医药古籍抢救挖掘卓
有成效。青海藏医药古籍抢
救挖掘工作以“大规模、系
统、全面收集”为原则，根据

历史资料信息，先后多次组
织专业人员走访西藏、青海、
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足迹
遍布寺院、医院、学校、科研
院所、博物馆等，克服地域偏
远、高寒缺氧、环境艰苦、交
通不便等种种困难，与藏医
药文献持有者进行耐心细致
沟通与协调，通过捐献、收
购、复制、拍照、抄录等方法，
搜集藏医药古籍文献 3000
余部。

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出
版硕果累累。多年来，青海
整理编纂出版《藏医药大典》

《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
《四部医典曼唐详解》《藏汉
对照藏医药学名词》《藏医药
防治疠瘟病文献精选》等多
部藏医药古籍文献。其中

《藏医药大典》荣获青海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第三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奖项。
这些藏医药古籍文献出版图
书已成为国内外开展藏医学
教育、研究、临床、学术等必
备书籍，对藏医药保护发展、
传承创新、宣传推广起到重
大促进作用。

藏医药文献信息化研究
取得突破。依托多年积累的
丰富坚实的基础理论、古籍
文献、标准规范、教育教材、
学术论文等藏医药科技资源
基础，青海全面实施藏医药
文献数字化工程，着力打造
藏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 ，构 建 完 成 藏 医 药 文 献
1097 部、藏医特色诊疗技术
100 种、名老藏医医技医术

100 个 、藏 医 诊 疗 标 准 150
种、藏药材资源2000种、藏药
制剂 5500 种、藏医药名词术
语 5213 条、藏药标准 500 个、
藏药炮制规范300个、藏医药
知识产权 3000 项、藏医药科
技成果300项、藏医药学术期
刊 7000 篇、藏医防治疠瘟病
文献256部、藏医学人才培训
教 材 13 门 等 19 个 专 业 数
据库。

下一步，青海将继续推
进藏医药古籍搜集整理工
作，不断提高古籍保护能力
和修复水平，打造藏医药文
献信息数据中心，促进经典
文献资源深度加工和高效利
用，努力开创藏医药守正创
新发展新局面。

（田 婕）

主管：广西中医药大学
主办：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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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协办单位：广西民族医药协会

青海省藏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成绩显著

本报讯（记者陆文 吴小红）5月30
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2024年分会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以“加强规范管理，提
高学术水平”为主题，90 余个分会负责
人参加会议，壮医药、妇科、儿科、风湿
病、血液病、科研、心身医学分会作交流
发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苏钢强表
示，召开本次会议是进一步贯彻民政
部《学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指南》精

神，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
业务主管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规范管理
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强化分支机构建
设与规范管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作
用。要认识到民族医药工作既是医药
工作又是民族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找准学会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服务国家、社会、行业和群众。要执行
好制度，加强对财务、学术活动、培训
等常态化管理。要遵守规范，在能力

建设、学术研究、办好高水平学术会
议、建议咨询、科普活动、评价机制等
方面强化自身建设。

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司办
负责人介绍少数民族医药情况和工作
思路，解读社会团体及分支机构管理政
策，提出加强分支机构规范管理具体要
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有关负责同志
对新修订的财务、分支机构、考核评估、
学术活动等工作管理办法进行解读。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中医药（蒙医药）科研教
学暨成果转化创新能力
提升培训班在鄂尔多斯
市举办。

此次培训聚焦中医
药（蒙医药）科技创新，
以 人 才 培 养 为 支 撑 ，以
成 果 转 化 为 目 标 ，推 动
中医药（蒙医药）事业振
兴 发 展 ，助 力 内 蒙 古 科
技“突围”工程。

会议提出，一是深刻
认识科技创新工作的重
要性，推动中医（蒙医）医
院 绩 效 考 核 晋 位 升 级 。
二是深入实施人才教育
管理，构建中医药（蒙医
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
撑。三是精准把握转化
推广新抓手，发展中医药

（蒙医药）新质生产力和
新品。

培 训 班 还 设 置 了
2023 年 中 医 药（ 蒙 医
药）科 技 计 划 课 题 专 家
一 对 一 专 题 指 导 ，专 家
们分别对课题负责人及
骨 干 进 行 科 研 课 题 设
计 、立 项 、实 施 全 过 程
的 精 准 指 导 ，为 课 题 的
有序有效实施奠定了扎
实基础。

（段国栋）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召开2024年分会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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