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有个小院，面积不大，方方正正，从我记

事起，便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其中，最特

别的要数移栽的十多株藿香，长得郁郁葱葱，翠绿

的三角状卵形叶片在阳光下舒展开，通体散发着

奇异的香气，让人闻着都心生欢喜。

藿香是一种唇形科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长

着方形的茎，淡紫色的花，青青的叶片飘散出一股

悠悠的芳香。由于藿香嫩茎叶清香爽口的特点，

使它成为一种饮食佳品，可用来调凉菜、拌凉面、

烙煎饼、包饺子、烧泥鳅、煮蛋汤、炒鱼块等等，风

味别致。

藿香更是一味中草药，其味辛，性温，具有解

表散寒，芳香化浊，行气和胃的功效。《本草纲目》

中说藿香有解暑清凉的功效。夏季如用藿香煮粥

或泡茶喝，对暑湿重症、脾胃湿阻、脘腹胀满、肢体

重困、恶心呕吐等有效。我们常见的“藿香正气

丸”就是用藿香做主料制成的，能治疗夏季暑热湿

气造成的中暑症状。

母亲种藿香不仅是为了花好看，更是为了用

它来制作食物。有时偶尔我们有感冒咳嗽之类

的，母亲不会轻易给我们服药，她喜欢用藿香加上

粳米一起煮粥，让我们喝下去。热气腾腾的粥摆

在眼前，碗内洁白的米粒与片片翠绿的藿香叶交

相浸染，氤氲出清爽的色泽。满满一碗藿香粥喝

下去，几片叶子嚼过，鼻子通气了，人也立刻有了

精神。

三伏天里，母亲会摘些嫩绿的藿香叶子，洗净

后，用烧沸的水冲满一大壶茶，放凉后就是风味独

特的藿香解暑凉茶。母亲泡霍香茶有一番讲究，

就是水不能太烫，先将开水倒入壶中，冷一会再放

入霍香，这样冲泡的茶才会更好地保留住藿香的

青翠和香气。每当我们满头大汗地下班回到家

里，总会迫不及待地喝上几口母亲备好的藿香茶，

顿觉凉意弥漫，心脾舒畅。

平时，母亲还会用藿香叶来制作藿香饼。藿

香饼可以烙成甜味也可以烙成咸味，考虑到家人

多喜甜食，母亲一般是用新鲜的藿香叶掺入蜂蜜

裹上面粉炸成，吃起来口味香甜而清新。母亲的

做法是先将面粉加冷水调成糊状，掺上面起子发

酵，再采些新鲜的藿香叶放在淡盐水中浸泡一会

儿，洗净切碎，放入面糊，然后打一个鸡蛋，加一点

蜂蜜或白糖，慢慢地搅拌均匀。待调好炉火，就可

以烙了。烙藿香饼的火，旺不得、弱不得，火大了

容易烤糊烙干，火小了不易熟，又耽误工夫。待油

锅烧热后，母亲熟练地舀起一勺面糊浇在锅心，再

用锅铲从锅心处将面糊一点点向四周均匀摊开，

伴随着腾腾的热气，白色的圆饼很快变成金黄色，

又隐隐透出绿意，最后顺势一翻，将另一面也烙至

金黄，一张藿香煎饼就这样做好了。刚炸好的藿

香饼外酥里嫩，香气扑鼻。我急不可耐地夹了一

只藿香饼，只觉得一缕优雅的香气伴着一丝甜润

在口中慢慢溢开，清爽而鲜美。

在酷暑难耐的夏季，有母亲的藿香饼相伴，日

子真是馨香阵阵，充满温情和幸福。 （钟芳）

现在正是枇杷成熟季，熟透的枇

杷色黄似橘，酸甜可口。枇杷果子含

有果糖、蔗糖、葡萄糖、胡萝卜素、钙、

磷等营养成分。除了果实能吃，枇杷

叶还可入药，枇杷叶味苦，性微寒，具

有清肺止咳、降逆止呕之功效。

枇杷果汁

新鲜枇杷果。先将枇杷果洗净，

去皮去核，放入榨汁机中榨汁。每日

饮服，可清肺化痰、止咳，降逆止呕。

枇杷银耳汤

取枇杷果 80克，百合 20克，银耳

1朵，冰糖适量。将枇杷果洗净，去皮

去核，切成小粒，银耳用凉水泡开，撕

成小块。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开后

放入洗净的百合、银耳，文火煮半小

时后加入枇杷果粒和适量冰糖，再煮

15 分钟即成。可滋阴润肺、清热止

咳。

枇杷叶煮水

新鲜枇杷叶 1 小把，冰糖适量。

先将枇杷叶用清水浸泡使其软化，再

用刷子将叶面上的茸毛刷干净，反复

冲洗至肉眼看不到茸毛，然后放入砂

锅中加入清水适量，用文火煮开，再

加入冰糖煮20分钟即成。当茶饮服，

可清肺化痰、降逆止呕。（胡佑志）

记住小满这个节气是因为“青仁茶”。在家乡，“青

仁”就是半青的麦仁，“青仁茶”则是小满送给小孩子最有

营养、最好喝的饮料。

小满，经常是三两好友约好，中午不睡午觉，早早去

学校。学校没有院墙，操场与南边的麦田隔着不足一人

深的排水沟。挨着操场最东边的旱水沟，从北至南，早已

悄无声息的走出了一条“U”字形的明晃晃的小路。背着

书包直接踏上那条小路，直奔沟南边的那块麦田。

麦穗长得像家里的姊妹一样，胖瘦不一，肤色也不尽

相同，这得精心做选择。肤色微黄、体态丰盈的当属首

选。太绿的不好，太嫩，不经搓，搓去壳皮里面的麦仁皱

巴巴的，吃起来仅是甜丝丝的，少了麦香味。偶尔一个麦

穗吃在嘴里好像嚼了一包气泡水，很难吃。

攞麦穗得用巧工，要有“快刀斩乱麻”的果敢，若稍微

慢了半拍，略带青涩的麦秸就会瞧不起你——无论你怎

么用力，麦穗耷拉着就是掉不下来。

搓麦穗是件最好玩的事情。攞了二三十个麦穗，在

沟沿上寻个干松的地方坐下来，坐的姿势悠闲而自然

——两条腿踏踏实实地铺搭在水沟的缓坡上，拿一两个

麦穗放在手心里，两只手反复揉搓，搓上八九下，觉得差

不多了，两只手轮换着互为“小扬锨”和“麦场”，用嘴里吹

出来的“天然风”吹掉麦壳，嗬，手心里全是肥嘟嘟的麦

仁！这时候你唯一做的，便是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麦仁

一粒不落地全都塞进嘴里，美美地吃了两口，接下来再搓

的都装在兜里存着了。

十多分钟，上衣口袋里就有了半口袋搓好的麦仁。

这时，从书包里拿出水瓶，拧开盖，顺着小小的瓶口往里

溜进去三五把麦仁，拧好盖，相视一笑，“打道回府”。当

然，碰到“同党”亦不稀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声招呼，

各忙各的。

等再回到学校，教室的门还关着呢！门前有三五个

人在那等着，很快，带钥匙的同学到了。

你可千万别以为只有少数人才喜欢喝“青仁茶”。预

备铃响过之后，你去教室瞅瞅，不在课桌放铅笔盒的地

方，就在凳子边坠着的书包里，青一色的玻璃瓶，淡青微

黄的麦仁沉在瓶底，多则有一寸厚，少则也有有半寸。

下课的时候最热闹，各自把自己的水瓶拧开，比着

喝，看有几粒麦仁喝进嘴里。满瓶的水，个别麦仁亦很狡

猾，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就是不肯到你嘴里去。

如今远离故乡多年，家乡的“青仁茶”好几年难得喝

上一次。不过，每年小满，我总会开车去市郊，借机偷偷

攞一些麦穗。回到家，用保险膜包好放在冰箱里，想喝的

时候就取出十几个麦穗，美美的泡一杯青仁茶。每喝一

口，总感觉那氤氲的热气中仍带着年少时的快欣，喝到的

滋味亦最浓。 （李淑云）

你在家时有没有特别留意，家里

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还是开着呢？

你有没有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家里老妈说卫生间的门不使用

时尽量敞开好，让它通风透气，而且

卫生间比较潮湿，打开门干爽得快

一些，这样做正确吗？

卫生间门还是关着好

如果你平常都把卫生间的门打

开，细菌、异味、湿气会入侵到室内

的每个角落，家里的环境会越来越

脏，你可以将卫生间内的窗户打开，

关上门，或者将卫生间的排气扇打

开通风，这样，异味、潮气会从窗户

分散出去。

卫生间保持干净要善于收纳

卫生间面积小，空间容易显得

凌乱，看看这些小妙招，超级实用。

墙面挂篮

在墙面上悬挂一个收纳框，能

容纳许多东西，统统往篮子里一放，

什么牙膏牙刷、洗面奶等洗漱用品，

拿取非常方便。

墙面转角置物架

两面墙的碰角位置，装一个旋

转置物架，翻转盖子时能防止水洒

进去，有干湿分离的效果。也可以

安装那种开放式的多层置物架，充

分利用空间。

墙面安装折叠衣物篓

洗澡时担心衣服没地方放？可

以在墙面安装一个折叠的篓子，不

用时收起来，不占空间，用时打开，

能放不少衣服。

要想让卫生间洁净如新，可以

试试下面几种方法：

白醋清洁马桶

300ml清水兑入 50ml白醋，再放

入百里香浸泡，自制成清洁剂，然后

将清洁剂喷洒到马桶污垢上，再用

抹布擦拭干净即可，轻松解决异味

和污渍。

白醋倒入保鲜袋清洁淋浴喷头

如果淋浴花洒的水流很小，我

们就需要清洗它了。将白醋倒入保

鲜袋中，再将花洒头完全浸泡在白

醋内，用橡皮筋把口封上，两个小时

后用水冲洗干净，花洒内的污渍就

会全部清除掉。

番茄酱除锈

将番茄酱倒在卫生间受潮后生

锈的物件上，过 15分钟后，擦拭干净

就会光亮如新。

地漏有异味用白醋和小苏打

卫生间下水道的异味反冲上来

很难闻，可以用白醋加小苏打混合

的溶液倒入下水道中，能快速解决

臭味，还你清新空气。

卫生间保证洁净还需注意三点

卫生间内最好用带盖的垃圾桶，

以免细菌与异味散发出去，垃圾要及

时倒掉，时间长了更容易滋生细菌。

卫生间除臭剂并不能除掉异

味，只能起到掩盖异味的作用，而且

长期吸入这种化学成分的香味对身

体有害，要想去除异味，还得平时多

注意卫生，多开窗通风为好。

很多人都喜欢将牙刷放在洗漱

台边上，可家里的洗漱台一般都紧

靠马桶，而马桶看着洁净，其实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干净，空气流通中细

菌可能入侵到牙刷上，所以尽量在

远离马桶的位置放洗漱用品，或者

直接放在带门的浴室柜内。（黄娜）

最喜小满“青仁茶” 卫生间门关着
还是开着好？

凉夏藿香情 夏
食
枇
杷

清
肺
止
咳

按摩改善
积食腹胀

“先打麻药后手术”，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

成为医学常识。那么，“麻药”是谁最早发明的

呢？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和典籍证明，世界上最

早发明“麻药”的人是华佗，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

家，他发明的“麻药”名曰“麻沸散”。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与

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一生拒

官而痴医，他擅长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擅

外科，医术高超，名闻一时。华佗生于东汉末年

三国战乱时期，战火纷飞，伤者无数。由于当时

还没有麻醉药，所以在给伤者处理外伤或做手术

时，病人基本是硬挺，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可想而

知。为了减轻伤者的病痛，身为医家的华佗刻苦

钻研医学古籍，多方寻找破解之法。经过多次探

寻和临床实践，他终于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麻

药”——麻沸散！华佗也因此成为世界医学史上

首次使用药物全身麻醉而施行剖腹术的人。《后

汉书·华佗传》中载：“若疾发于内，针药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知觉，因刳破腹

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肠煎洗，除去疾症，

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平

复。”这可能是古代典籍中医学使用麻醉药的最

详细的记载。

华佗所创麻沸散的处方如今已失传。后世

有医学家推测出华佗所创麻沸散的处方系由曼

陀罗花（也叫洋金花、风茄花）500 克，生草乌、香

白芷、当归、川芎各 20 克，南天星 5 克，共 6 味药

组成；另一说由羊踯躅 15 克、茉莉花根 5 克、当归

150 克、菖蒲 1.5 克组成。但经后世医学家们的不

断考证，上述两方均非华佗麻沸散的原始处方。

直到唐代，有“药王”之誉的医学家孙思邈才

找到了华佗麻沸散的原始处方，他在《华佗神方》

一书中，即列有“麻沸散”的配方：羊踯躅 9 克，茉

莉花根 3克，当归 30克，菖蒲 0.9克。

宋代以后，各种医学文献中屡有记载，都指

向同一种主药：曼陀罗花。曼陀罗又名山茄花、

洋金花、风匣儿、山茄子，为一年生草本。其花主

要成份为莨菪碱、东莨菪碱及少量阿托品，其中

东莨菪碱有明显的麻醉作用。由于它可使肌肉

松弛，汗腺分泌受抑制，所以古人多用它来制“蒙

汗药”。宋人窦材的《扁鹊心书》中也简要记述了

曼陀罗花的麻醉功效：“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

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后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

亲自试服了曼陀罗花，进一步证实了它的麻醉性

能。

虽然古代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麻沸散的配

方，但据现代医学研究，麻沸散的主药就是莨菪

子。莨菪子中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和阿托品

碱。东莨菪碱具有镇静、镇痛的作用，应用较大

剂量后可产生催眠作用。华佗当年发明的麻沸

散，成为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钱国宏）

世界最早的“麻药”——麻沸散

按摩中脘穴

取穴：在腹部前正中

线上，肚脐上4寸，即胸骨

柄下方至肚脐连线的中

点。

按摩方法：用手指指

腹按压中脘穴，以穴位为

中心进行揉按，每次按揉

3-5 分钟，以局部有酸胀

感为宜。

功效：健脾和胃、降

逆止呕。适用于呕吐、反

胃、腹胀、消化不良、食欲

不振、小儿疳积、胃痛等

症。

按摩四缝穴

取穴：“缝”，是指指

骨关节横纹缝，一手四

穴。在手指第2、3、4、5指

掌面近侧指尖关节横纹

的中央。

按摩方法：用大拇指

指尖掐揉四缝穴，每穴掐

揉 2-3 分钟，每日 1 次即

可。

功效：消食导滞、祛

痰化积，适用于食积腹

胀、疳积、百日咳、消化不

良等症。

（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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