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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学研究人员在对被
突然惊吓导致即刻死亡者的尸
体解剖时发现，死者的心肌细
胞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心
肌中夹杂着许多玫瑰色的出血
斑。如果反应发生在脑部的主
要部位，就会由于血管痉挛而
出现急性的梗死，也可以导致
人死亡。这就是人会被突发的
不能承受的意外惊吓而吓死的
原因。

人为什么会被持续的恐惧
情绪刺激死亡？这是由于持续
不断的恐惧情绪，使肾上腺持
续大量地分泌肾上腺素等应激
激素，这种化学物质大多数时
候对人体是有害的，当肾上腺
素等应激激素积累到一定数量
时，不仅会损害心肌细胞，出现
出血性的玫瑰红斑，还会损害
多脏器如肺、肝、肾、胃肠等内
脏器官，导致多脏器功能的受
损甚至衰竭。前面我们讲的断
肠人，惊恐之后所出现的小肠
穿孔、阑尾穿孔、胃穿孔、胆囊
穿孔，也都是这个机理，只不过
这些器官的损伤还不至于导致
人的即刻死亡而已。

人体的自调机能是健康的
保护神

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
经久持续的恐惧焦虑情绪，导致
人体气的运动完全紊乱，人体的
自我调节机能完全瘫痪。人体的
自我调节机能是与生俱来的，是
生物在精妙的进化过程中大自然
所赐予的，是自动优化调节人体
健康的，是人体最重要的生理机
能，是人体健康的保护神。

自调机能的作用主要有四：
一是调节体内各器官之间的协调
性和稳定性；二是调节人体对外
部环境的适应性和顺应性；三是
抗御内生的或外来的各种致病因
素；四是对疾病或健康失调自动
进行康复和修复。

现在由于人的极度恐惧和
焦虑，完全抑制了人体健康保护
神的机能，自调机能不仅不能抗
御病邪，起到自动康复和修复的
作用，就连维持基本的生理活动
能力也丧失，彻底瘫痪，于是人的
生命也就结束了。既然知道了人
确实能被吓死，现在就要回答，人
怎么才能不被吓死。

对于突发性的恐怖事件，如

果是人为的，我们只能奉劝人们，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用过头的、出
格的恶作剧来吓唬人，以免造成不
可挽回的、后悔终生的后果。提倡
人们多做善事，不做恶事，遵守人
们共同需要的和谐稳定的生存环
境所必需的规则和制度。正所谓

“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不做坏事，就会淡定坦然，心情宁
静，没有情绪的干扰，就会拥有健
康。这也是古今中外的养生家都要
强调养生必须修德的道理所在。对
于被吓的人，我引用《黄帝内经》的
话来讲就是“思胜恐”，通过冷静的
思考来战胜盲目的恐惧。

皮肤与神经，原本是同宗
皮肤与情绪为什么会有这

么大的关系呢？
皮肤是包在肌肉外面的组

织，覆盖全身，保护身体，是人体
最大的器官，主要作用有三个方
面：一是屏障作用，一方面防止体
内水分、电解质和其他有用的营
养物质的丢失，另一方面阻止外
界物理性、机械性、化学性和病原
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侵入，保持
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二是调节作
用，皮肤的汗腺通过自动调节分

泌，参与人体的代谢和调节体温；
三是皮肤具有感觉和效应作用，
它是神经系统的感觉器，皮肤感
觉冷热温度、压力等各种刺激，又
是效应器，情绪变化、机械和化学
性刺激，都反射性地引起皮肤血
管收缩和舒张、立毛肌收缩、汗腺
分泌的变化，所以精神情绪心理
因素可以直接在皮肤上产生效

应。害羞激动时脸发红，恐惧紧
张时脸色苍白，暴怒狂怒时脸色
铁青，紧张焦虑时手脚甚至全身
出汗，毛骨悚然是受惊吓后立毛
肌收缩的表现。这都是皮肤对情
绪变化的反应。因为皮肤与神经
系统同宗，也就是说，他们原本
是一家子。人类胚胎发育早期，
神经系统和皮肤系统都源于一
种叫外胚层的组织，所以皮肤的
健康问题，是人体脏腑功能、气
血循环、代谢状态和精神情绪变
化的外在反映。

“我只是通过调节脏腑功
能的方法，来改善你的心境和情
绪。而你体内的医生——你的自
调机能的自动康复功能和修复
作用——就开始发挥作用，于是
你的病也就痊愈了。所以说，真
正的医生不在医院，就在每个人
的身体之内；真正的灵丹妙药不
在药房，就在每个人的身体之
内。就看每个人自己会不会充分
调动这个医生的积极性，会不会
充分利用自己体内的灵丹妙药
了。”病人很认真地点点头，表示
完全理解我所说的话，高高兴兴
地走了。

牛皮癣全面爆发只因房产纠纷
牛皮癣也叫银屑病，是一种

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具有
顽固性和复发性的特点，其皮损
特征是红色丘疹或斑块上覆有多
层银白色鳞屑，所以叫银屑病。牛
皮癣有明显的季节性，多数患者
在冬季发病春季加重，夏季缓解。
这与季节性抑郁症的发病时间段
基本吻合，说明了银屑病与精神
疾病的关系密切。

迄今为止，这个病的发病机
制尚未阐明，目前认为是诸多因
素的联合作用导致了疾病的发生
和发展。其中包括了遗传因素，而
且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性疾病，多
个基因的作用累加达到一定的阈
值，再加上复杂环境因素的激发
才能诱发。最易促发或加重银屑
病的因素是感受寒冷的刺激、皮
肤外伤、链球菌感染、精神紧张、
免疫机能紊乱、妊娠、分娩、哺乳、
内分泌变化和某些药物等。其中
精神紧张和应激事件对发病和复
发的影响是公认的。很多银屑病
患者发病或病情加重前有明显的
精神过度紧张、过度劳累、情绪抑
郁等应激诱因存在。美国的法柏

（Farber）在他所著的《神秘的意志
世界》中说，精神紧张可使 30%～
40% 的成年银屑病患者病情加
重，这一比例儿童则高达90%。

很多年前，一个牛皮癣患者找
我看月经不调。她告诉我，有人介绍
说到温泉疗养院泡澡可以治疗牛皮
癣。她已经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
准备去疗养一个月。一个多月后，她
全身的皮损都消失了，只有在右小
腿的内侧，还有一小片红斑。她非常
高兴，说温泉洗浴治疗皮肤病真的
有效，以后可以向有这类皮肤病的
朋友们介绍这种疗法。

我说：“这个病的加重或好转，
与情绪有密切的关系，你去温泉疗养
院一个月，没有了工作和生活的压
力，每天高高兴兴地泡温泉，非常放
松，吃得香，睡得稳，于是你的调节机
能就彻底解放了。气血流畅，营卫和
调，因皮肤代谢障碍而出现的问题也
就自动康复了。以后一定要记住，保
持轻松愉快的心情，这样才能不复
发，疗效才可以巩固。只要情绪不稳
或者焦虑郁闷，就可能导致牛皮癣
的复发。”她临出门前，半开
玩笑地说：“千万不要复发
呀，你不要咒我。” 10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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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桃源”
王继兴

桃源何在？——我寻觅了大半生。终于，我还真
是找到了。

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里，讲述了一个美
丽而媚人的故事，说是武陵渔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与
世隔绝的避秦世界：那是一个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和
谐社会；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理想天地；是一
个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于是，历朝历
代，桃花源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地方。尤其是历代文
人墨客，相继寻访探幽，揽物抒怀，留下了无数足迹和
临风吟咏的诗篇！比如：“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
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世上那知古有
秦，山中岂料今为晋。”（王安石）……

随着历代人们的不尽寻觅，特别是近现代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全国各地被发现的“桃源”越来越多。比
如——

江西九江人说，地处庐山大汉阳峰下的康王谷，历
来被认为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所在地。这
里青山叠翠，瀑溪流泻，乃昔日陶渊明自故里栗里村至
东林寺访彗远高僧必经之地。先生多次往返于此，自
然会触发其创作的灵感。现为星子县隘门镇庐山垄
村，居住着陶、康等九姓千余村民，他们为陶公后代而
感到自豪！

湖南常德人说，权威工具书《辞海》在“桃源山”条
目的解释中明确指出，桃源山“在湖南省桃源县西南。
下有桃源洞，又名秦人洞，是东晋陶渊明所记桃花源的

遗址。”由于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的深远影响，唐之
著名诗人孟浩然、张旭、王维、李白、刘长卿、刘禹锡、王
昌龄等，都有题咏。及至宋朝，朝廷在此专置一县，并
以“桃源”为县名。

湖北十堰人说，《桃花源记》所叙晋太元年间，中国
版图上叫“武陵县”的只有今天十堰市的竹山县。竹山
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晋时，武陵县
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
至今还叫“武陵峡”。峡谷入口处的村子叫桃花源村，
属竹山县官渡镇；出口处的村子叫桃花源乡，属竹溪
县。桃花源村也好，桃花源乡也好，桃花源这个地名不
是现在安到这里的，而是古已有之。

安徽黟县人说，黟县一带的山水形胜、风情掌故与
《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景象十分契合。这里四面环山，
从渔亭溯漳溪而上，两岸青山溢翠，林木葱茏，山牵水
行，水随山转，峰回路转处原有一个桃源洞可供进出，
出洞便豁然开朗！放眼阡陌交错，房舍栉比，更有修竹
新篁，桑麻稻菽。生活于其间的居民，与世隔绝，“不知
有汉，无论魏晋”。唐代李白游览了黄山后来到黟县，
在桃源洞不远处的浔阳台垂钓，曾吟诗曰：“黟县小桃
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此外，还有江苏连云港宿城的桃花源，重庆酉阳县
的桃花源，河南内乡县的桃花源，乃至台湾的桃花源等
等。各自引经援典，言之凿凿，都说本省本地的“桃源”
有根有据。

上述各地中，有几处都洒有我寻觅的足迹，且均感

各有各的意境绝妙之处。其实我也清楚地知道，陶渊
明虽远在江湖，却仍旧关心着国家政事。他无法改变、
也不愿干预王朝的腐败，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借
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
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塑造
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
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既是“塑造”，后人又何必
在现实生活中去痴痴地苦苦地寻觅呢？说到底，后人
的寻觅，是一种艺术审美的需要，是一种精神享受的需
要，是一种心境愉悦的需要，在今天更是开发旅游资
源、发展经济的需要。

开始我说“我还真是找到了”，这也是真的。
桃源何在？我豁然悟出：“远在天涯，近在眼

前。”我寻觅了大半生，原来桃源就在我家附近公
园一座小山背后的树丛里，就在我天天踏着晨曦散
步的河堤畔，就在我可以随意挥洒笔墨的书案上，
就在我可以随时吟咏品赏的诗词间……真的，只要
你心中静谧，即使身处闹市你也听不到喧嚣；只要
你心中达观，即使群厦遮目你也会心旷神怡；只要
你心中恬然，即使咫尺阳台你也会视作阡陌纵横。
其实，陶渊明早就明确地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也恰如历代
禅师们讲佛论禅时所说：“见性成佛”、“即心是
佛”、“我心即佛”、“佛不远人，即心而证”。在禅师
看 来 ，佛 ，不 要 向 外 去 寻 求 ，佛 就 在 每 个 人 的 心
里。总之，其理都是相通的！

郑州古塔

杨岭塔
王学宾

杨岭塔位于新密市西南的杨
岭村，为四边形六层砖塔，建于
1809年，1987年列为郑州市文物保
护单位。

此塔建在马岭的文峰岗上，
《密县志》在介绍文峰岗时写道：
“在城南，上建有文峰塔。”由此可
知，此塔为文峰塔。

该塔坐北朝南，高约 15 米，基
座由石头砌筑而成，二层有塔额，
上有《嵩阴》题诗：“三峰鼎峙透，青
霄水带山。环佳气晓维，岳嵩高垂
阴。”最后一句为“远叠生由甫佐”，
不明其意。后有题诗人落款，“密
县【】【】【】起题”，中间几个字看不
清楚，文保碑称为时任密县知县杨
泰起题，疑认不清的字分别是“令
杨泰”，时间落款为“嘉庆十四年岁
次己巳三月初三日立”。此塔由底
往上逐层收小，在第六层每一面设
一券门，中空相通，券门之上各设
一横额，上题“天开文运”，四面相
同，由此，也可以确定此塔为兴文
运而建的文峰塔。

新书架

《老西安》
龚 真

《老西安》记录了贾平凹在西
安生活、寻访、追溯文化以及他在
2000 年夏行走丝绸之路的考察经
历，还收入了贾先生深入故乡商
州的山地进行采风写下的商州系
列文章。这是贾平凹用独特的文
字味道诠释的一次深度文化之
旅。打开《老西安》，全是味道，是
十三个古代王朝黄土厚俗的味
道，是渐去渐高、越走越远的丝路
味道，是既堪图画又堪行走的商
州味道，这种种味道，是贾平凹一
条街一条街，一个县一个县走出
来的，他们融会在一起，完全忘记
了时间。最接地气的思想，最有
深度的中国味道。最新版《老西
安》由贾平凹亲绘多幅插图，全新
修订全新出版。

诗三首
吕金超

梦醒
人到耆年如梦醒，
远离非是自轻松。
夕阳无几几归我？
流水虽长长向东。
不计今时名赫赫，
但期翌日月融融。
天伦之乐怎虚度？
一片童心只管疯！

七十初度
五秩春秋无日闲，
七十初度尚情牵。
讲台三尺何言累，
学海一生孰畏难。
育李培桃情似火，
建功立业汗如泉。
而今更喜夕阳好，
再写耆年不老篇。

梦游长白山天池
梦到天池一壮游，
醒来心尚画中留。
浮生倦意顿消尽，
迟暮宏图再运筹。
十里清幽凝紫气，
一泓沉碧洗闲愁。
敞开襟抱纳天籁，
更借天眸浴澈流！

影视谈

绝境中的人性救赎
——《四十九日·祭》观后

纪念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的战争史诗剧《四十九
日·祭》是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版，以“南京大
屠杀”这段国耻为背景，通过独特的视角、气势磅礴的
画面，审判形式地讲述了南京被日军攻占前后49日内
发生的战争苦难与人性救赎，让人既悲恸于战争的无
情，又为灾难中人性的伟大而震撼。这是一部惊心动
魄的血腥记录，是一曲波澜壮阔的民族悲歌。

作为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版，《四十
九日·祭》没有简单重复电影版“十三钗”的苦难叙事，而
是秉持严肃的历史观，对历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层次的
解读与呈现，有着比电影更广阔的视角与悲切的关
怀。妓女代替女学生做出的高贵行为，仍是剧情的一
条主线，但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同时关注于战火中的
流离众生，故事格局也从教堂扩展到整个南京城。

在剧中，张嘉译饰演泼皮神父法比，正义感、幽默
感兼具，从一个胆小鬼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
汉，这个在电影版中没有出现的角色是本剧的一大看
点。宋佳饰演的玉墨，作为秦淮河的头牌，她的美如
梦似幻，有着不一般的胆识和心性，在求生欲的支配
下，她不再优雅、放手去搏，对比强烈更添震撼。与电
影不同的是，玉墨不会说英语，她没有凋零而是作为
战后幸存者参与了大屠杀清算。胡歌饰演的誓与南
京共存亡的陆军少尉戴涛，饱受战火磨砺，硬汉味十
足。张歆怡再次出演书娟一角，完成了从学生到军
人，从问题少女到大屠杀见证人的蜕变。妓女由电影
中的十三钗减为五钗，每个人的性格因此更加鲜活。
总体上，《四十九日·祭》更接近原著，小说中的人物和
故事在电视剧里也得到更完整地呈现。“电视剧版要
表现的主题之一是，你是什么族群就是什么族群，永
远不要奢望别人来救你，外国的神无法救中国的人。”
严歌苓说。

日军屠城六周，四十九日的灵魂超度，最后一直
延伸到战后的法庭审判。《四十九日·祭》的又一惊触
人心之处，是将 1946年 2月 6日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还
原呈现。侵略者的罪行被一一列举，玉墨作为慰安妇
中的幸存者，面对日本军官的抵赖，在法庭上声泪控
诉。张黎则表示，拍《四十九日·祭》有两个意义，一是
审视，二是警醒，《四十九日·祭》是一个有关浩劫的故
事，一个记录屠戮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被遗忘，也绝
不该被遗忘的故事。我们希望打捞历史，在大悲剧中
挖掘生命的本质，真实还原人性的选择和情感力量。
正是这些使这部电视剧撼人心魄、荡气回肠。

钟 芳

文史杂谈

我国历史上的
著作权法

陈永坤

1266年，南宋为了保护祝穆编
著刻印的《方舆胜览》等4部书的刻
版权，发布两个榜文，这是由官方
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文，其内
容中也有后来以出版为基础的与
版权相通的地方。

1903 年 4 月，严复上书学部大
臣张百熙，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以
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清政
府指派立法大臣沈家本主持立
法。在著作权法的起草过程中，不
仅考察了各国著作权法，而且派观
察员出席了 1908 年在柏林举行的
修订《伯尔尼公约》的国际会议，把
法律名称定为《大清著作权律》，
1910年（清宣统二年）颁布。这是
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

《大清著作权律》立法受大陆
法系传统影响较大，尤其是德、日
两国著作权法的影响，但法的内容
却可见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法的
影响。

《大清著作权律》分五章，共 55
条。该法对著作权法的概念、著作
（作品）的范围、作者的权利、取得
著作权的程序、著作权的期限、对
著作权的限制、著作权侵害及处理
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该法所称的著作权，仅仅指出
版权和复制权。著作物（即作品）
的范围包括：文艺、图画、贴本、照
片、雕刻、模型。

关于作者的权利，该法没有从
正面明文作出规定，而是通过禁止
某些行为（即“禁例”）间接作出了
规定。

《大清著作权律》采用“注册登
记制”。该法规定，作品创作完成
之后，著作者应以本人真实姓名到
民政部门登记。登记时要交样本
两册，注册银圆5元，经民政部发给
注册证后，作品才能受到保护。该
法允许法人戓其他团体作为著作
者进行登记，取得著作权。

《大清著作权律》是在清政府
被推翻的前一年颁布的，基本上没
有来得及实施。

中华民国建立后，著作权法沿
用至 1915年。北洋政府 1915年颁
布的著作权法，以及1928年至1955
年的国民党政府著作权法，都深受

《大清著作权律》的影响，很多内容
大体相同。

闲话枣山
孙青瑜

枣山也叫花馍，是年馍的一种。年馍是人吃的，
枣山则是祭祖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的移民
风潮，而我们中原一带的居民，据说都是从山西省洪
洞县移来的，过年时，祭祖便成了一件大事，无论是
喜竹，还是枣山，都是为了记住“根”，不忘祖。

“二十八，蒸枣花”，说的就是春节前的蒸年馍蒸
枣山。枣山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枣山和枣花两种。
枣山就相当于印章，而枣花则很像书画家们的闲章，
一个正式祭祖用，一个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带着走亲
戚。过去穷，逢年过节，走亲戚买不起果品，便用年
馍和枣花馍撑篮子，半篮子果品半篮子馍，碰到更穷
的家，半篮子果品也买不起，而该走的顶门头亲戚又
省不去，无奈，就塞上一篮子馍馍和枣花，精心用枕
巾盖了。亲戚走了，可刚一扭脸，亲戚却恼了：“啥家
伙亲戚，带一篮子馍上来了！”

枣山馍的做法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面是蒸年
馍发酵好的小麦面，拽下来一块，擀成圆片，因为蒸
年馍不兴动刀，怕砍断了财路，所以该用刀时，就用
筷子代替。拿来一只或一双筷子，将面片从中间压
开，再用筷子从中间一夹，一朵四瓣面花就出来了。
做多少枣花馍就夹多少个小花瓣，随后盖到圆蒸馍

上，再在每个瓣上插上红枣，就成了一个精致的枣花
馍。枣花馍的花样有五瓣、四瓣、三瓣。

而枣山不这样做。
枣山不需要圆蒸馍，却需要搓面条。从发面的

大笸箩里拽一把面，放在面案上，搓出指头粗细的长
条，对折，再反折，随后用筷子从中间一夹，一个花朵
就成了，随后，再嵌上大红枣；做多大的枣山，就做多
少花瓣，随后将这些五瓣、四瓣、三瓣的枣花层层相
连，堆出山形，下面再做一个形同盆景的底座，小心
翼翼地捧到蒸笼里，烧上二十分钟的火，浓浓的年味
就开始顺着笼眼朝外喷了。只是枣山蒸好后，人不
能吃，要摆在堂屋的方桌上供近一个月的神仙和祖
先，直到过了正月，神仙和祖先吃够了，人才可以拿
下来吃。

过去穷，红枣又贵，每年蒸年馍时，母亲只蒸一
个枣山供祭神祭祖之用。可小孩子都喜欢吃花馍，
看着蒸好的花馍不得吃，就馋，可馋也不能和神仙祖
先们争嘴，否则就是大不敬，所以只能等。只记得那
时候，我年年都盼着赶快过年，待过了年，过了正月
十五，就可以吃花馍了。只是枣山经过一个月的风
干，往往会形同石头，上锅馏半个小时，牙口不好的
人咬上一口，会有掉牙之险。小时候因为牙口好，我
最喜欢吃干枣山，筋道有味，从枣山上掰下半个花
朵，嚼了，吃了，两腮生疼，极具挑战性。

如今，很多家庭连年馍都不蒸了，我也已经二十
多年没见过枣山了。又一茬人长大了。前几天我和
嫂嫂忆起枣山。一旁的侄女，瞪着眼睛问我们：“什
么是枣山？”我和嫂嫂面面相觑，竟无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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