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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吃早餐  白发变黑

只因比别人多吃了一口自制的黑
发早餐，年过半百的武汉著名中医李
新建教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满
头白发变得乌黑发亮，精力充沛。与
此同时，脸色也越来越红润有弹性，
行走健步如飞，感觉怎么也不像62，
倒好像 26 岁的年轻人。

出于对中医食疗的痴迷，李
教授耗费了 6、7 年时间，发现了
这一天然的黑发食疗方，奇迹就
这样出现了。他看到有白发、少白
头、两鬓早白困扰的朋友，就忍不
住向他们推荐这个方子，有最快的
两、三个月就能见效。使用者无不
惊奇！

李教授公开了他的配方，希望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着制作：黑豆
15 g、阿胶 8g、黑芝麻 10 g、枸
杞 10g、淮山药 8 g、黑桑葚 5 g、
红枣 8 g、益智仁7 g、黄精15 g、
覆盆子15 g、百合5 g、蛹虫草粉5 g，

用小钢磨打碎成粉，每天早上熬粥
食用。

李教授这样解释他的配方。他
参考了无数古方、偏方，这个方子
考虑得很全面，既补气血、益肾养
发，又补虚润燥、调和肠胃，对中
老年人头晕、耳鸣、齿松、脱发、
便秘也大有好处。

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其华在
发”、“发为血之余”。一个人头发
的好坏能直接反映肾脏、气血的亏
盈。因为肾藏精，精能化血，精血
旺盛，则毛发壮而润泽。他将医圣
张仲景著《金匮要略》的“肾气丸方”

和《本草纲目》收载的“三黑汤”、《和
剂局方》收载的“乌髯膏”等中医
名方进行加减。去除其有副作用或
补益过旺的首乌、人参，加入红枣、
山药、枸杞、黄精、虫草等药食同源、
气血双补的成份。制成了益肾黑发、
润燥不上火的“黑发早餐”食疗方。

据武汉、北京、上海、天津等
最早上市地的消费者反映，喝上“黑
发早餐”一周左右就觉得精力充沛、
中午不犯困了；晚上睡得香、起夜
少。效果好的一月左右白发就能逐
渐变黑，并且红光满面。不少中老
年人表示，手、脸上的老年斑淡了，

连耳鸣、头晕的毛病也改善了。
好消息：目前此方已通过国家

有关部门认证，命名为“黑发早餐”，
指定由专业科研公司加工生产，不
用熬煮，一冲即食，畅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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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外国人喜欢“行走的家”
整理/陈泱

你有房吗？
中国人恋家，而拥有一所得以安身的房子，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都算得上头等大

事——但喜欢不走寻常路的外国人显然不太愿意当“房奴”，别说买房了，甚至连租
房都成了一种负担。而为了摆脱房子对人生的束缚，他们直接把家搬到了各种交通工
具上——每天清晨醒来都是不同的风景，你可喜欢？

当火车到 站，乘客 纷 纷下

车时，23岁的德国女大学生莉

奥妮·穆勒却安然地留在车厢

内——她买了可在德国境内免

费乘坐任何火车的套票，并于今

年春天开始在火车上安了家。

原来，莉奥妮在跟房东吵了

一架后，就决定不再租房子。如

今，火车车厢就是莉奥妮的“公

寓”。她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小

小的背囊，里面装着几套换洗的

衣服、梳洗用具、一台笔记本电

脑以及大学的教程。

莉奥妮在火车上的生活相

当忙碌。她在列车的洗手间里洗

头，当列车以300公里的时速飞

驰时，莉奥妮在车上写她的大学

论文。“我看书、写作，偶尔看看

窗外的风景，而且总能碰到友善

的乘客可以聊天。我在火车上永

远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莉奥妮经常在晚上乘坐火

车出发，偶尔也会在母亲、祖母

以及男友的公寓里借宿。“我和

男友属于长距离恋爱，但是，自

从住在火车上后，我可以常常见

到他。”莉奥妮说，自己真的能

在火车上感受到家的感觉。

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还有

一个好处，就是帮莉奥妮省了房

租。火车套票价格为380美元，

而她此前的房租是450美元。

不过，省钱并非莉奥妮选择

住在火车上的唯一目的。“我希

望能够启发人们去反思所谓的

‘正常生活’。生活中的机遇永

远比想象的多，只要你愿意，随

时都可能展开历险之旅。”

如今，莉奥妮定期把她在火

车上的体验写成文章在博客网

站上发表。她还决定将这番经

历作为毕业论文的素材，论文主

题为“现代人的火车模式”。

      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在

英国买房置地时，不少伦敦人却

过起了以船为家的“离岸生活”。

　　作为一名资深“水居族”，

英国自由撰稿人亚当·韦茅斯已

经在伦敦的河道上生活4年。他

曾在一篇讲述水上生活的长文

里说，离开城市住在船上，在他

看来是一种更具“归属感”的生

活方式。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以船

为家的伦敦人的想法。

　　韦茅斯饱含感情地回忆，他

驾驶爱船“内特尔顿美人”号抵

达伦敦后，如何沿着逐渐开阔的

泰晤士河顺流而下，经过议会大

厦、圣保罗教堂、穿过塔桥。“从

如此不同的视角观看一座我如

此熟悉的城市，是一种荣幸。”

        韦茅斯发现，人们在船屋社

区里的亲密感远远超过城市冰

冷的钢筋水泥森林。船只停泊在

一起，跨过别人的船踏上自己的

船，相互借用工具，所有这些都

需要交流。

      韦茅斯总结，伦敦水上的船

屋是一个“混合社区”。既有已

经在水上生活了数十年的“老住

户”，也有一些初来乍到的年轻

人。有些人无处可去，被迫“水

居”，有些人则出于主动，比如一

些负担不起伦敦高昂生活成本

的艺术家、自由职业者、音乐家、

学徒、正在接受培训的教师。

　　还有一些生活优越的伦敦

富人同样选择在水上给自己安

家。他们购买设备齐全、宽敞舒

适的中小型游船，享受都市生活

之外的自然风光。这样的船主自

然不用像韦茅斯一样担心老船

的变速箱失灵、马桶无法排污。

他们在意的是，在船上可以比在

陆地上看到更多星星。一些喜欢

热闹的船主则会在晚上打开船

上所有光源，邀请朋友们上船参

加派对。

　　韦茅斯调查后发现，选择

住在水上的伦敦人正在增加。

2014年，伦敦地区没有固定停泊

点的“持 续巡航”船只数 量激

增34％。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

“持续巡航”船只已有4904艘。

　　根据英国1995年颁布的一

项航道法规，没有固定停泊点

的船只必须每14天移动一次位

置，而且船只必须“真正用于航

行”。这一法规其实认可了一个

存在数百年的事实：一些上班族

和流动打工者家庭长期住在船

上、以运河为家。

美国“房车族”把安乐窝建在车轮上：
不交房租，改交停车费

火车和船上的家都 有

人尝 鲜，美国人也 不甘落

后，这些年，他们越来越看

好“房车”。这种可以拖在汽

车后面行走的活动房屋，其

实就是一个移动的“家”。

“房车”虽然不很大，

但里面却根据不同的用途

和房主的需要分隔成卧室、

起居室、浴室和厨房等等，

真是“麻 雀 虽小，五 脏 俱

全”。有些人还精心装修，

布置讲究，并添置了现代家

电用品，足以给人以温暖舒

适之感。

美国长岛的里韦罗一家

就把家安在了轮子上。夫妇

俩、4个孩子以及他们养的

宠物都生活在长10余米、宽

3米的汽车房屋里。此前，

每月高达1400美元的房租

让33岁的里韦罗入不敷出，

他也由此产生了购买房车的

念头，因为房车既能解决住

宿问题，也满足了出行的要

求，让他同时成为房主和车

主，一举两得，经济实惠。

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

表明，全美住在房车里的人

大约有800万，占人口总数

的7%，仅美国长岛一地，像

里韦罗这样的就有8000多

人。这些人其实并不像人们

想象中的那样随意迁徙，他

们往往把各家的车开到一

起，建立属于自己的社区，

这样，停车场也就成了他们

的固定住址，他们不交房租

了，但要交停车费。在长岛，

4000多辆房车分散在43个

房车社区里。占地20英亩的

弗兰蒂尔公园就是其中一

个，停放在这里的360辆房

车里大约住着700人。

为了把弗兰蒂尔经营成

像样的社区，房车主们建起

了小学，还轮流担负起社区

的保安工作。附近的警察

很少找他们的麻烦，因为这

里秩序良好。社区甚至有基

本的物业管理，比如自来水

设备和下水管道的维护，当

然每家每月要交540美元的

“物业费”。邻里和睦，人人

平等是这个社区的特色，因

为大家都是“外来户”，歧

视现象也就没有滋生的土壤

了。

当然，住在这种车挨车

的房子里也不是十全十美。

因为靠得太近，车房内电视

的声音或其它动静难免会

影响邻居休息；每个家庭都

不愿家丑外扬，可房车内的

争吵声常会让邻居们听个

真真切切。

现如今，住房车的不仅

仅是中低收入的人。美国一

项统计发现，年收入在5万

美元以上的房车主占15%，

而且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

的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也有

一些退休老人，由于膝下没

有子女，无牵无挂，便喜欢

开着一辆房车四海为家。他

们有时长住一地，有时又频

频迁移，饱览了沿途美景，

品味了各地风土人情。

“9·11”事件后，许多

美国人都不愿搭飞机旅游，

汽车房屋正好满足了他们的

需求，让他们坐在熟悉而安

全的空间里周游四方。需求

带动了供给，不少房屋开发

商都打起了房车的主意，他

们为房车规划停放地，确保

水电气供应，房车社区逐渐

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美国

人“把家安在了轮子上”。

德国女大学生火车上安家：省了房租，长了见识，还搞定了论文

伦敦人以船为家过“离岸生活”：房价压力、享受自由、寻求归属感

英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居族”。

还在读大学的莉奥妮在火车上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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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车，也是一个温暖且自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