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江苏某医院来了一位病人，
该病人在朋友的搀扶下来到医院，表示
自己吃了一口饭就全身发麻。经过医生
的检查诊断，她被确诊为换气过度综合
征，而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吃了太辣的食
物导致的。

辣椒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产品。
很多人觉得“无辣不欢”，如果菜肴里没有
辣椒，吃起来没有那么欢畅。还有些人觉
得吃辣有很多坏处，对健康不好。其实，
这两种说法都太绝对，抛开剂量谈危害是
不科学的。

少量吃辣益处多

辣椒的营养价值较高，每百克辣椒维
生素 C 含量高达 198 毫克，居蔬菜之首

位，维生素 B、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等矿
物质含量亦较丰富。

少量吃辣有刺激食欲的功效。辣椒含
有辣椒酊或辣椒碱，这两种物质有促进食
欲、改善消化的作用。动物试验证明，辣
椒水刺激口腔黏膜，可以反射性地加强胃
的运动。此外，吃了用辣椒制成的调味
品，可以增加唾液分泌及淀粉酶活性。

辣味品还具有杀菌、防腐、调味、驱

寒等功能，因此，在你的日常菜谱中加入
一点辣椒，对身体的健康大有益处。

过量吃辣不可取

辣椒虽然富于营养，又有重要的药用
价值，但食用过量反而危害人体健康。过
多的辣椒素会剧烈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
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
泻并使肛门烧灼刺疼，诱发胃肠疾病。

这几类人群不宜吃辣

凡患食管炎、胃肠炎、胃溃疡、痔疮
等病者，均应少吃或忌食辣椒。慢性胆囊
炎患者也应忌食辣椒、白酒、芥末等辛辣
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均有刺激胃酸分泌的
作用，易造成胆囊收缩，诱发胆绞痛。痔
疮患者如果大量食用辣椒等刺激性食物，
会刺激胃肠道，使痔疮疼痛加剧，甚至导
致出血等症状。

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病患者不
宜吃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肺结核病
病人也不例外。辣椒素使循环血量剧增，

心跳加快，短期内大量服用，可致急性心
力衰竭、心脏猝死，即使没发生意外，也
会妨碍原有的心脑血管病及肺内病变的康
复。甲亢病人不宜吃辣。因为甲亢患者本
来就容易心动过速，食用辣椒后会使心跳
进一步加快。

有眼病者不宜吃辣。红眼病、角膜
炎 等 病 人 吃 辣 椒 会 加 重 病 情 ， 在 治 疗
过 程 中 ， 大 量 食 用 辛 辣 食 品 ， 也 会 影
响疗效。

除以上这些患者，还有肾病、泌尿
系 统 结 石 、 风 热 病 患 者 ， 皮 炎 、 结 核
病、慢性气管炎患者也都尤应注意不食
用辣椒。对于吃太辣就会长痘痘的人，
也不合适吃太多辣椒。其实，正常人吃
辣也应注意，不能为了一时爽快过量吃
辣。大量吃辣后，最好适当增加饮水量
和蔬菜、水果的摄入，以淡化辛味食物
对身体的不利影响。

（第一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图书情报专
业硕士研究生，第二作者系中国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理事、山西医科大学教授）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挖野
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
在一起罗咳罗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
罗咳 …… ”

在 202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日子里，一位朋友发来视频：他口琴
演奏、朋友们放声歌唱《毛委员和我们在
一起》。那悠然响起的琴声和久唱不衰的
歌声，让我想起19年前在井冈山参加第二
届中国药膳烹饪大赛的一些往事……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那朴实生动
的歌词、灵动优美的旋律，记录了毛泽
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井冈山时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经
历。井冈山时期，是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30 年 2 月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那时，
国民党军队不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
军事上“进剿”和“会剿”，而且在经济
上严密封锁，粮食奇缺，食盐、布匹、
药材等日用必需品都十分匮乏。红军官
兵采取多种措施战胜困难。《毛委员和我
们在一起》 首先唱到红军的“吃喝”：吃
——吃红米饭；喝——喝南瓜汤；粮——
野菜当粮；香——“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罗咳罗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

2002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届中国药膳
烹饪大赛在井冈山市黄洋界宾馆开幕。

因为是亦食亦膳的药膳烹饪大赛，《毛委
员和我们在一起》 歌曲中的红米饭、南
瓜汤、野菜，都出现在参赛作品中。以
参赛作品为载体，回顾井冈山时期的峥
嵘岁月，让井冈山精神万古传，激励着
这 届 药 膳 烹 饪 大 赛 切 实 做 好 “ 药 食 同
源”这篇大文章。

红米。在米的家族中，红米与粳稻伴
生、接近于野生稻的杂草稻。剥去稻壳未
去种皮的米仁呈棕红色，因此得名红米。

《本草纲目》 说红米“消烦，活中，止
泻”，有“补气养阴，清热凉血，保护血
管”的功效。2010年，经农业部批准，对
井冈山特产的“井冈红米”实施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如今红米又有了“米中
黄金”“健康之米”的美誉：“想长寿，吃
红米；井冈山红米，吃出好身体。”

南瓜。南瓜是葫芦科植物，有挺多的
别名，却都离不开“瓜”字。比如：《植
物名汇》 里称倭瓜；《本草求原》 里称番
瓜；《民间常用草药汇编》 里称伏瓜；

《中国药植图鉴》 里称饭瓜、倭瓜、老缅
瓜。南瓜既写在蔬菜的花名册里，也列
在中药的名单中。南瓜亦食亦药，也亦
蔬 亦 粮 。 浑 身 是 宝 的 南 瓜 ， 也 就 有 了

“宝瓜”之誉。井冈山时期缺粮少蔬，南
瓜汤不仅助力解决红军的饮食困难，而

且得益于南瓜“补中益气、益心敛肺、
消炎止痛”食养食疗。红军在极端的困
苦面前，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
的战斗力，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野 菜 。 野 菜 与 蔬 菜 ， 虽 然 都 是
“菜”，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此菜
非彼菜，野菜首先要识别其是否可食，
还要讲究野菜的制作和食用方法。“野菜
不能野吃”。在红军中，曾专门成立由共
产党员组成的“试吃小组”“野菜检验
组”。他们试吃各种野菜，把有毒和无毒
的野菜甄别出来，通报可食用的野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蔬菜的消

费需求逐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具
备 “ 生 、 鲜 、 绿 、 野 ” 和 “ 营 养 、 药
用、美味、调剂”特点的野菜，消费量
不断增加。

味道。在汉语词汇中，味道不只是一
般意义上的甜味、苦味、酸味、咸味等
味 觉 ， 还 有 烹 调 五 味 以 外 的 含 义 。 比
如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的歌词就包
含了情味、意味、滋味、体会味道的哲
理等多项内容。

琴声、歌声，引来当年在井冈山参加
第二届中国药膳烹饪大赛同事们热烈讨
论的声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既是
党史学习教育，也是“食全食美”的科
普宣传：不要偏食精米细面，也要兼食
杂粮野菜。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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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米 饭红 米 饭 南 瓜 汤南 瓜 汤
□□ 单守庆

吃 太 辣 食 物 对 身 体 有 什 么 影 响
□□ 高 健 程景民

昔日乡间，盛行以物换物，鸡蛋换
盐、两不找钱，是原始的经济形态，也是
古老的贸易方式，陪伴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时光。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乡民土里刨食
刨生活，风调雨顺收成好，打下来的粮
食，勉强顾住一家老小。那个时候，不兴
外出打工，兜里没有活便钱，用粮食做交
易、换东西，实属无奈之举。到了九十年
代，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农人们致富门
路更多更广，只要不惜力肯吃苦，挣不完
的钱。庄稼人吃糠咽菜，受够了穷和苦，
手里有俩闲钱，也不乱买东西，一分钱掰
成两半花。仔细是吾乡方言，意思是过日
子非常节俭。老辈人会说，男人是个搂钱
的筢子，女人是个装钱的匣子，不怕筢子
没齿，就怕匣子没底。

豫中平原吾乡一带，祖祖辈辈恪守一
个传统，除非万不得已急用钱，一般都不
粜粮食，尤以小麦为甚。那年头，麦罢
后，缴公粮，剩余麦子装进缸，隔上一年
半载，还要倒腾出来晾晒，怕返潮，恐生
虫。老一辈经过年馑，历过灾荒，尝遍了
饥饿的苦，受尽了缺粮的难。大长一年，
五冬六夏，守着床头一缸粮食，看着门外

一垛柴火，白天心里敞亮，晚上睡得踏
实。反之，若是缸里没有陈粮，家中没有
陈柴，就是手里有大把的票子，心中也没
有底气。吃陈粮，烧陈柴，是庄户人家人
老几辈的朴素愿望，也是“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的生动诠释。

游乡卖货的小商小贩，一身兼两职，
农忙种庄稼，闲来做买卖，深谙灵活经营
之道，摸透各种买主心理，来的都是客，
看人下菜碟。家境殷实之人，手里不缺零
花钱，多采取现把现，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普通人家，经济不宽绰，就是兜里装
钱，也看得十分珍重，不情愿往外掏。用
粮食换东西，比起现金交易，更容易让人
接受，毕竟家里粮食充盈，搲走几瓢，不
算个啥。再说了，粮食也是硬头货，啥时
候都不愁变现，菜籽换菜油、芝麻换香
油、黄豆换豆腐，不仅不费事，反而更合
理，这些粮食本身就是原材料，换到手
里，不用再买。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那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夏季属于乡村的水果很
少，最常见的就是西瓜，凉甜解渴，老少
皆宜，故而麦换瓜成为粮食换物的主打。

乡谚说：瓜见花，二十八。盼星星，
盼月亮，盼来了一地好西瓜，接下来，又
该忙着卖瓜了。旧日乡间，瓜果蔬菜种得
少，多是就地售卖，或者坐家不动、等客
上门，或者路边设摊、招揽路人。若是种
得多，家里又不缺人手，便拉着牛车，套
上牲口，走村串巷，沿街叫卖。坐摊儿和
游乡，各有利弊。若论卖得多，来钱快，
当属游乡无疑。

三伏天的乡村，到处弥漫着慵懒松散的
气息，就连灶房烟洞里吐出来的炊烟，也提
不起一点劲儿，在院子上空弯弯绕绕，一副
失魂落魄的模样。随着一声“换瓜喽”的悠
长吆喝，犹如一支闪闪亮亮的银针，刺进了
被炎热烘烤得神经麻木的村庄肌肤。最兴奋
的是半大小子，就像听到了嘹亮的集结号，
一骨碌从草席上爬起来，赤着脚跑了出去。
各家的距离有远有近，位置有前有后，但最
终目的地却只有一个，那便是瓜车所在地。
卖瓜人找个厚实凉荫，刚把车子停稳扎好，
便有村人凑到近前，打着招呼，问问收成，
扯扯闲话。吾乡地少，主贵，即便临水挨河
的村子，种瓜的也不多，沙瓤西瓜比蜜甜，
大人小孩都稀罕。娃娃妞妞们，绕着瓜车转

来转去，摸摸这个，瞅瞅那个，高兴得像过
年。卖瓜人都是邻庄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孩童们拍拍瓜，摸摸秤，他们不会厌恶不耐
烦，更不会斥高腔责骂，而是一脸和善，慢
声细语地说：“想吃瓜，赶紧喊大人拿麦
换。”

此时，麦收刚过去不久，各家各户都
有成缸的新麦，对于孩子们想吃西瓜的乞
求，大人是不会拒绝的。很快，孩子们扛
的扛，背的背，提的提，一路小跑来了。
再看装麦子的容器，啥样都有，有背鱼皮
袋的，有端簸箕的，还有弟兄俩抬着草筛
子的。卖瓜人站起身，掂过秤，逐一给各
家麦子称重。该挑瓜了，观其色，看其
形，拍拍这个，敲敲那个，挨个举起来，
放到耳边听。幼时，我对卖瓜人的“透视
眼”和“隔皮断瓜”的技艺，充满了好奇
和敬佩，仅凭砰砰的拍瓜声，居然就能判
断生熟，知道是沙瓤还是水瓤。

一斤小麦，轻轻松松能换两斤或者三
斤瓜。换的瓜多，敞开肚皮，几天也吃不
完。

（作者系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人员）

麦 换 瓜 当 钱 花
□□ 梁永刚

在茉莉花盛开的日子里，茶
友们齐聚到瑞蚨祥百年老店，在
中国茶文化推广者王玲玲老师的
带领下，倾听两片叶子的故事，
品味不同茉莉花茶的茶韵。

顾名思义，茉莉花茶就是用
茉莉花窨制的花茶。宋代以前就
有用茉莉花窨茶的记载，南宋施
岳《步月·茉莉》词原注：“茉莉
岭表所产……此花四月开，直至
桂花时尚有玩芳味，古人用此花
焙茶”。在我国各产茶省(区，市)
基本都产花茶，著名产地有福
州、苏州等地，香味清幽。

“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
间第一香。”始于宋代，清朝入
京的苏州茉莉花茶，是来自天堂
的味道。园林中的苏州，不仅有
缠绵的昆曲，还有雅而不浮、优
而不俗的苏州茉莉花茶，冲泡和
饮用过程中满室花香。

为此也成就了我国始于1952
年的虎丘牌、碧翠牌等产自苏州
一带的茉莉花茶，近70年来一直
是茉莉花茶粉丝追逐的品牌。

茶友们为身着旗袍的主持人
在现场边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花》边为大家分茶汤的过程沉醉
之余，纷纷漫步在始于 1862 年
的瑞蚨祥老店里，摩挲着店里展
示的旗袍，似乎个个变成了旗袍
美人。

笔者忍不住感慨道，习茶多
年，一直对茉莉花茶有深深的偏
见，认为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是
因为早些时候，咱老北京的地下水
质不好，图的就是那浓浓的花香气
不仅能够把那水的涩味去除一些，
还能够解解渴。更或许自己的不喜
茉莉花茶，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她在
张爱玲的笔下是苦的，“我给您沏
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一
点……”而我们今天品到的茉莉花
茶，却是淡淡清香中透着幽幽茉莉
花香……

而老北京人谈起茉莉花茶，总是满满的深
情。早年间，在京城随处可见的公共澡堂里，
经济宽裕者会在洗完澡后往大厅里供客人休息
的大床上一躺，花上一毛钱，叫上一壶茉莉花
茶，待身穿白色号衣的服务员用茶盘端来茶水
后，斟上喝一口，洗得酥软急需补充水分的身
体，顿时全身舒坦，如入仙境，自己也仿佛成
了神仙。如今这种市民饮茶的方式，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公共澡堂被洗浴中心取而代之，
似乎把老百姓隔离开来。不知道那些能够进出
的洗浴者，是不是还可以体会到洗澡后一碗茉
莉花茶入口让你飘飘欲仙的感觉？

在民间，茉莉花茶被称为“报恩茶”。传
说有一年冬天，北京茶商陈古秋邀来一位品茶
大师，研究北方人喜欢喝什么茶，正在品茶评
论之时，陈古秋忽然想起有位南方姑娘曾送给
他一包茶叶还未品尝过，便寻出那包茶，请大
师品尝。冲泡时，碗盖一打开，先是异香扑
鼻，接着在冉冉升起的热气中，看见有一位美
貌姑娘，两手捧着一束茉莉花，一会儿又变成
了一团热气。陈古秋不解地问大师，大师笑着
说：“ 陈老弟，你做下好事啦，这乃茶中绝品

‘报恩仙’。”原来此茶是三年前陈帮助过的一
位女子托人转送的。陈古秋一边品茶一边根据
眼前出现的情景悟道：“依我之见，这是茶仙
提示，茉莉花可以入茶。”次年陈古秋便将茉
莉花加到茶中，果然制出了芬芳诱人的茉莉花
茶，深受北方人喜爱，从此喜茶的人们便又能
喝到一种新的茶叶品种——茉莉花茶了。

故事表达了人们对茉莉花茶的美好心愿。
事实上，茉莉花茶只是我国众多花茶中的一
种。花茶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再加工茶类，因
所用茶类及花品而异。

明代钱椿年 《茶谱》：“木樨、茉莉、玫
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皆
可作茶。”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梅、兰、桂
菊、莲、茉莉、玫瑰、蔷薇、木樨、橘诸花皆
可。”现代窨制花茶用的香花主要有茉莉花、白
兰花、珠兰花、柚子花、桂花、金银花、玫瑰
花、月季花、含笑花等。窨制花茶时可以单独
用一种香花，也可根据需要用两种以上的香花。

老百姓爱花体现了爱生活的积极态度，在
春天百花开之时，不仅有“吃花”的习俗，而
且智慧的茶人还把花与茶窨制成花茶，把花的
美妙长久地保留了下来，让人们可以一年四季
沐浴在茶与花的香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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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热播连续剧《扫黑风暴》送审样
片全集版本被曝光网络，并在极短时间内广
泛传播。版权方无奈发出声明，称盗版《扫
黑风暴》的出现严重扰乱了该片的正常播放
秩序，呼吁观众不观看、不转发、不传播盗
版内容，并及时举报，共同打击盗版行为。

这已不是第一次热播电视剧、电影遭遇
盗版泄露。文学作品被擅自扫描、音乐作品
随意下载、影视剧内部资源流出……进入互
联网信息时代，版权保护不断面临新的挑
战，特别是在数字化制作和传播力呈几何暴
增的背景下，遏制盗版成为内容创作者、出
品方最为棘手的问题。

版权保护复杂性日益凸显

就在《扫黑风暴》盗版泄露的几天前，
独播平台腾讯视频还因抖音上持续存在大量
未经授权，搬运剪切《扫黑风暴》的侵权视
频而状告抖音并要求索赔。抖音方面表示，
已处理腾讯的投诉视频超 8000 条，但也表

示，许多粉丝以支持为由的自发宣传视频无
法判定是否为侵权。由此可见，互联网时
代，版权保护的复杂性日益凸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
模9.89亿。其中，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
亿，占网民整体的93.7%；短视频用户规模
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网络已成
为人们接触文化产品的主要载体，短视
频、直播等新业态发展势头迅猛。

科技创新保护版权是大势所趋

随着新业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版
权的主要载体从平面转向移动终端，侵权的
方式和种类也不断翻新，无论国外还是国
内，倚重技术手段保护版权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刘玥介绍，
目前，针对内容保护的加密技术被广泛应
用于院线，简单说来就是给影视资源上

“锁”，使未经授权解密的设备无法播放和
拷贝；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生成的指纹技
术，在传播环节，能够高效识别网络中流
传的盗版版本，哪怕这个版本经过剪辑、
拼接等后期处理。

加密技术和指纹技术使影视资源拷贝、
挪用的门槛大大提高，降低了实施盗版的概
率，却无法杜绝有人偷偷携带设备潜入影院
偷拍。“将标识信息嵌入载体的水印技术则
主要针对偷拍行为，只要是翻拍，水印都会
被保留下来，便于日后的追查。不过翻拍清
晰度不高，以及后期裁剪、截屏都有可能使
水印技术效果大打折扣。”刘玥说。

还有学者认为，基于区块链具有去中心
化，不可伪造篡改、分布式加密储存等特
性，区块链技术为网络版权的存证、交易、
维权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诸多媒体报道可
见，国内外许多内容巨头已开始布局运用区
块链破解盗版顽疾。

刘玥表示，互联网上从内容生成到播出

要经过传输、存储、输出等许多环节，其中
任一环节都有被盗版分子乘虚而入的可能，
针对互联网资源的版权保护技术是一个嵌入
各个环节的系统性工程。目前来看，没有任
何一种技术是万能的。

版权保护有技术赋能还需法律加持

从每年破获的盗版侵权案可见，无论技
术发展到哪一步，似乎总会被破解。版权保
护方和盗版分子利用技术展开的拉锯战自互
联网诞生以来长期存在。正如《扫黑风暴》
版权方呼吁观众及时举报，人们将更多的期
待最终指向法律。

记者发现，《扫黑风暴》版权方发出声
明后，曾经流出的资源链接已不见踪影，但
全网各个平台仍有不少关于未播剧集的剧透
内容。观看过盗版素材的网民中有一些开始
进行二次传播。

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博洋认为，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给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带来了新

挑战。对于“送审样片流出”“院线枪版”
等情况下进行“剧透”的影视评析类短视
频，也会影响观众观看原作品的意愿，从而
影响原作品的正常使用，这种做法很可能被
认定为非合理使用、著作权侵权。

“短视频‘二次创作’方常常以‘合理
使用’主张其并非侵权。事实上，‘合理使
用’并非没有边界。”王博洋说，根据新修
正的《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需在符合法
定情形下，在表明作者身份和作品名称、不
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得不合理的损害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认
定为“合理使用”。

互联网时代新兴业态发展较快，立法可
能具有一定滞后性，亦产生较多司法认定上
的难题，不过法律总在日益完善。例如新修
订的 《著作权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之兜底性条
款，也为将来互联网新兴业态发展中适用

“合理使用”预留了弹性空间。

《扫黑风暴》全集遭泄露，技术手段能否杜绝侵权
□□ 科普时报记者 符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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