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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说：“无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要想
在机关里混，光有智商和情商，能干事，会做人，
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高政商，能上下其手，左右
逢源，该玩的玩得转，该耍的耍得来。”

秦淮河说得乔不群频频点头，说：“机关里还
真有这么一些人，没见他如何能干，做过几件像样
的事，也没见他如何精明，人际关系处理得多么和
谐，甚至出身也平常，不见有太多背景，可就是吃
得开，该提拔就提拔，该重用就重用，到了该到的
官位上，还能把官做得像模像样，得心应手。过去
我一直想不通，这些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如此官
运亨通，顺风顺水。今天被你一点，我总算想通
了，原来这些人没别的，就是政商高。”

秦淮河笑道：“你能想通就好。你可不能学
我，我政商欠缺，才不得不离开机关，另谋生路。
你不同，天分高，悟性好，通过自我改造，完全可
将政商提高到应有水平。”说着，放下水杯，将指
尖的烟蒂扔进烟灰缸，转过身，出门而去。

秦淮河的足音由大至小，渐渐消失在楼道里。
乔不群却还支棱着耳朵，想将那足音追捕回来。秦
淮河说得没错，要想在机关里有所作为，没有高政
商是万万不可能的。也许一个人真的不缺天分和悟
性，通过自我改造，就有望长些政商。可江山易
改，本性难移，一个人最难改变的，就是骨子里面
的东西，这政商难道是你想长就长得了，想高就高
得上去的？乔不群没法回答自己，心头茫然。

就这样，乔不群回味着秦淮河的话，也不知在
窗前站了多久。抚抚额际散发，正要抽身离开窗
台，只见市长耿日新和外事处长辛芳菲从楼下走
过，乔不群身子又定住了。

耿日新耿市长有个大号，叫英雄市长。说是英
雄不问出处，可不问出处，并不等于没有出处。耿
日新的英雄市长也是有出处的，据说就出自他老人
家的一句玩笑话：男人好色，英雄本色。也有人说
是吃喝玩乐，英雄本色。其实两句意思差不太多。
只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不答应，认为耿日新身为堂
堂市长，不会开这种有失水准的玩笑，他的话应该
是：开放改革，英雄本色。或者是：齐家治国，英
雄本色。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到底是哪
句话，估计耿日新是在不太正规的场合随便说出来
的，没有会议纪要，也无录像录音，还不怎么好核
实。就是问耿日新本人，时过境迁，他也不可能记
得那么清楚。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公认的，
耿日新说过类似的话。皆因话里有英雄二字，话一
出去，便广为传诵，大家一致认定耿日新为大英
雄。

有道是绿配红，凤配龙，美女配英雄。有大英
雄的地方自然会出大美女。范蠡与西施，项羽与虞
姬，李隆基与杨玉环，吴三桂与陈圆圆，就是大英
雄与大美女的绝配。耿日新身边的大美女不是别
人，正是外事处长辛芳菲。如今接待也是生产力，
政府要提高生产力，市长得身体力行，努力接待好
上级和外地客人。外事处负责具体接待事务，跟市
长接触的时候也就不少，英雄市长身边总少不了美
女处长。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就这样成为政府大楼
前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大楼里那开开合合的窗
户后面无数贼亮贼亮的目光。

明天请看：仍然顶着个“处”字

老大哥听了忙回去试，几天后，
我在小区附近的工地巧遇他，他很高
兴地向我道谢，说这两天腋臭消了好
多，感觉越来越清爽了。

番茄汁也有除腋臭的效果。取番
茄汁 500 毫升，浸泡腋下，每次 20
分钟，每周 2 次。番茄性凉，微寒，
也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药理研究证
明，番茄碱有抗真菌作用，能抑制某
些对于植物或人有致病性的真菌。食
用小苏打也有同样的效果，可以通过
杀菌消毒来消除腋臭，但效果不及茶
叶、番茄汁一类植物好，且后两者更
为天然环保些。

腋臭并不完全是先天造成的，后
天对身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现在生活
环境越来越差，各种灰尘、病菌充斥
在空气中，而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常常忽视了对自身的清洁、保
养，由此引发腋臭很正常。所以，平
时一定要勤洗澡，勤换衣服；保持皮
肤干燥，尤其是腋下的清洁，天热时
不能穿得太多；保持愉快的心情，不
要剧烈活动，因为人体出汗时更容易
导致真菌的繁殖；戒烟戒酒，少吃刺
激性食品，多吃果蔬。

红枣木耳汤，喝完去黑斑
症状：黑斑
偏方 1 ： 30 克黑木耳洗净，泡

发 1 个小时， 30 枚大枣洗净去核，
将二者加水煎煮，每天一服，连服 2
-3 个月

偏方 2 ：将柠檬榨汁，添加冰
糖，用温水冲服

黑斑又称色斑，多发于面部，且
女性患病率较高。黑斑的病因很多，
如紫外线的直接照射、长期使用劣质
化妆品或与自身皮肤属性不一致的护
肤用品、内分泌失调、肝功能减退、
精神压力过重、睡眠不足、贫血等，
均能导致黑斑的产生。

姚女士刚过四十脸上就出现了黑
斑，她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自己还没
有进入更年期呢，怎么就会长黑斑
呢？据姚女士介绍，她在政府部门担
任主任职务，生活的重心就是工作，
任何事情都要提前一步做好、准备
好，这给她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尤
其是近几年，姚女士自觉精力不如从
前了，但是却对自己的要求格外严
格，凡事还按年轻人做事的体力、精
力标准去衡量。在这种情况下，姚女
士忽视了对自身身体的照顾，吃饭不
规律，常因为心中有事儿睡眠不安
稳。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姚女士脸上
会出现黑斑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睡
眠不足，饮食不当导致消化不良，因

为过多的烦恼而致使肝气不顺，这都
是导致黑斑产生的原因。

于是，我向姚女士推荐了一个方
子： 30 克黑木耳洗净，用温水泡发
一个小时， 30 枚大枣洗净去核，将
二者加水煎煮，每天一服，连服 2-3
个月。木耳具有益气、润肺、补脑、
轻身、凉血、活血、养容的功效，主
治气虚或血热所致的病症。科学研究
发现，木耳中的胶质可把残留在人体
消化系统内的灰尘、杂质吸附集中起
来排出体外，从而起到清胃涤肠的作
用。

此外，木耳能减少脂质过氧化产
物脂褐质的形成，维护细胞的正常代
谢，有延缓衰老的作用。

大枣最突出的特点是维生素含量
高，《本草纲目》中说，枣“能补中
益气、养血生津”，用于治疗“脾虚
弱、食少便溏、气血亏虚”等疾病，
特别适宜女性。红枣能驻颜祛斑、健
美丰肌；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肺
健脾、止咳、补五脏、疗虚损。红枣
配以黑木耳，补益、滋养、活血、美
容的作用增强，能使面色红润、青春
焕发、皮肤细滑、皱纹减少。

明天请看：慢性胃炎折磨人

在肖仁福这部超级长篇小说里，作者以原生态

机关生活为背景，以乔不群起伏跌宕的仕途人生为

主线，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权力场内外大官小吏、豪

商富贾和芸芸众生对于权力、金钱、美色的不同态

度和追求方式，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机关生活和人

生世态图呈现在读者面前，读来令人大呼过瘾。

4
到了该到的官位上

《歧路·密径》

甭管你有坐出来的小肚子、颈椎腰椎疼，还是有熬夜加班出来的

胃痛、熊猫眼，天津中医药大学及附属保康医院医学博士李春深教我

们利用身边最常见的食材，用最简单的操作步骤、最省时间的方法缓

解你的病痛，让我们轻松成为自己的专属保健师。

喝完去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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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东头安放靠背、坐垫和迎手一
组，摆放玉如意一件，痰盂一件。坐
垫前为书桌，长 70 厘米，宽 31 厘
米，面积 0 . 22 平方米，高 38 厘米。
书桌上摆放玉笔筒(内装毛笔数支)、
玉笔山(笔架)、砚台各一件。炕西头
摆放双层炕几一张，长 96 厘米，宽
27 厘米，面积 0 . 26 平方米，高 38
厘米。炕南窗的窗台上，摆放玉羊、
玉山、玉冠架、玉璧和玉角杯各一
件。窗台左右立面，各挂一件壁瓶。

屋里另一半为地，其面积和炕的
面积一样大。东墙：壁瓶 11 个，有
序摆挂，华贵雅素。壁瓶下面的地
上，摆放三希堂法帖楠木盒，每个长
19 厘米，宽 11 厘米，高 11 厘米，
共八盒，每摞两盒，共四摞。西墙是
一面从上到下的大镜子。镜子正对东
墙的壁瓶，使房间在视觉上显得宽阔
了不少。据郑欣淼先生统计，三希堂
共陈设有 110 件文物。整个屋子巧妙
地将室内装修、墙面、地面、顶棚、
文具、文物、玩品与建筑融为一体。

“三希堂”这么一间小屋，二百
多年以来，名扬天下，为什么？唐刘
禹锡《陋室铭》说：“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引
申开来，室不在大，有宝则名。三希
堂里，既无仙，也无龙，但有三件稀
世珍宝。乾隆帝作《三希堂记》说：

“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
《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
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

‘三希堂’以藏之。”这里的“希”字，是
稀少的意思，所以就命名为“三希堂”。

“三希堂”名称的来源，还有伦理与哲
学的含义。乾隆帝说：“士希贤，贤希
圣，圣希天。”周敦颐原话为：“圣希天，
贤希圣，士希贤。”(弘历《三希堂记》)
这里的“希”字，是仰慕的意思，士人仰
慕“贤”的境界，贤人仰慕“圣”的境界，
圣人则仰慕“天”——— “天人合一”
的最高境界。不懈追求，自强不息。

顺治帝出家之谜
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先后有清朝

五位幼帝中的四位幼帝——— 除康熙帝
之外的顺治帝、同治帝、光绪帝和宣
统帝，在这里演出了悲剧。其中顺治
帝和同治帝都因天花死在养心殿东暖
阁里间的龙床上。

死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顺治帝和同
治帝很有意思，他们有八个共同点：
都是六岁登极，皇叔亲王摄政，少年
任性，怠于学习，患上天花，青年离
世，死在养心殿，也都是悲剧结局。

清朝在北京的十位皇帝，有七位
死在皇宫以外——— 康熙帝死在畅春园
清溪书屋，雍正帝死在圆明园，嘉庆
帝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道
光帝死在圆明园慎德堂，咸丰帝死在

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光绪帝死
在西苑(今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宣统
帝后为平民则死在北京医院。其余三
位——— 顺治帝、乾隆帝和同治帝都死
在养心殿。

为什么广大读者普遍认为顺治帝
出家了呢？这同他信佛有关：顺治十
四年(1657 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
下， 20 岁的顺治帝在京师宣武门内
海会寺，同憨璞聪和尚见面，两人悟
谈，禅心相印。随后顺治帝召憨璞聪
入宫。顺治帝又在西苑(今中南海)万
善殿，召见憨璞聪和尚，请教佛法，
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

顺治帝对佛法愈修愈虔，愈信愈
诚。他还召见玉林琇、木陈忞等和
尚，让他们在宫里讲经说法。顺治帝
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他选了个
“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
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帝是
“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
自称弟子。

顺治帝是个任性、脆弱、多情、
善愁的少年天子。他接连受到悲情打
击——— 爱子夭折，爱妃死亡，乳母病
故，自杀不成，出家也不成，极度忧
伤下精神备受折磨，他骨瘦如柴的身
体骤然垮了！

明天请看：清宫太后传奇

顺治帝出家之谜
《大故宫 2 》延续第一部精彩内容，首次深入内廷禁地，真实

再现后宫风云，透彻解析皇室君臣政治博弈，生动讲述三千佳丽兴
衰宠辱，为近年来首部正说东西六宫的历史著作。著名清史专家阎
崇年曾以《正说清朝十二帝》掀起正说历史的热潮，此次正说后
宫，以人为鉴，以史为镜，真实的后宫历史，比虚构作品更惊心动
魄，更发人深省，更有现实借鉴意义。

《大故宫 2》 26


	B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