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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山参两三百年前已是稀缺资
源，所以今天的人们，对野山参抱有很
大怀疑：野山参是否真的如此神奇？
是否还有纯山参？

对此，国内野山参权威专家，杭州
方土福先生在《野山参性状鉴别技术》
中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上世纪70-80
年代，家人曾三次生命垂危，皆因及时
用参，大补元气，回阳救逆，幸而脱险，
深感人参作用堪称神奇……从此，坚
定不移研究识别技术和使用方法，历
时20余年。”

方土福认为，只要有园参存在，

必定会有参籽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
山野中，成为纯山参。他还写道：“东
北三省发展林下山参（基地籽）估计
不少于100万亩，十年后，大批做货
投向市场，每年约有成万斤的供应
量，野生人参的资源将历史性地得到
恢复。”

《野山参性状鉴别技术》出版于
2012年，里面提到的林下山参（基
地籽）是最接近纯山参的一种栽培
方式。国标也将15年以上，在山林
中自然放养的林下山参称之为野山
参。

野山参太贵，都是李时珍“惹的祸”

怕冷，野山参可以吃起来了
20年参龄每支也就600元

报社参茸直营店野山参来自于同仁堂山
参金牌供货商——圣峰参茸制品公司，该公
司就是国内最早坚持在山林中任人参自生自
灭，不人为干预的经销商。

正因为此，圣峰公司的野山参存活率仅
为50:1，而品相无缺损，五行较全的野山参成
材率只有200:1。每一支存活下来的山参都
是生命力顽强的奇迹。

此外，国内多数林下山参多数年份在15
年左右，圣峰公司的山参基本在20年及以
上。野山参15年是一道风水岭，之前处于幼
根期，检测显示皂苷含量与五六年的园参相
仿，15年后进入壮根期，质量一年一境界。

这种野山参较好的兼顾了药用和市场价
值，公司负责人孙总自信的对考察团说，冬天
怕冷的人，吃两三支野山参，多数会有满意的
反馈。

一等精品参 580元/ 克起；品相有缺损，
参龄药效相近的等外参168元/克起，每盒2~
3支，刚好吃一年。上述野山参都打八折，折
后等外参每支约五六百元。

购买野山参满8000元，赠价值980元同
仁堂总统牌鲜人参晶1盒。

周皓亮

想吃野山参，但又嫌价格
太贵的读者，应该把板子打在
李时珍屁股上。没错，正是他
把野山参推到了天价。

医圣张仲景著《伤寒论》记
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
用到了人参。但人参像今天这
样被誉为“百药之王”还是晚明
之后的事。

李时珍对人参特别推崇

女真族早年史料中多次提到一
位满语称为“东壁师傅”（李时珍号东
壁）的医生，此人在万历十几年春初
出关到辽东，六十余岁，瘦矮长髯，精
通医术。女真人不懂医术，他帮着辩
认中草药，制成标本，还常常在油灯
下整理图谱和文字材料。他还给努
尔哈赤治过病，努尔哈赤对他很尊
重，称为“斡可多玛法”（医生爷爷）。

当时的女真人挖人参采用“大拉
网”方式，大的小的都挖出来，大的
卖，小的扔，“东壁”看了十分心疼，教

他们采大留小，还教他们加工人参。
“东壁”医生在这年秋天离开，临走前
随身带了上百株长白山人参标本，他
建议努尔哈赤不囿种族之见，引进汉
人种植采挖人参。

《本草纲目》对人参极为推崇，认
为“治男妇一切虚症”，人参自此身价
百倍，几十年的野山参卖到上千两
银子，价值堪抵一栋宅子。野山参资
源也日近枯竭，到嘉庆年间，清宫曝
一出假参案，后人推测，嘉庆皇帝当
年吃的不少估计就是栽培参。

野山参资源正在得到恢复

图为参龄70年以上的纯正野山参

昨天下午，演员曹云金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出了一
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对
于曹云金与电影《爱神箭》拍摄方一轮辉煌文化公司之
间产生的名誉权纠纷，判决曹云金工作室胜诉，认定一
轮辉煌文化公司代表马志全及其工作人员付晓燕对曹
云金先生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责令被告对曹云金先
生给予赔偿并公开道歉。一场官司打了两年，曹云金
在微博上说：“想毁我没那么容易！名誉权打赢了！”

这场持续了两年的名誉权官司始于2015年10
月。当时，《爱神箭》剧组在违约没有按时支付演员酬
劳的情况下，对外宣称“曹云金在剧组耍大牌导致被
剧组开除”。

《爱神箭》导演马志全称曹云金是“扎在《爱神箭》
上的七根刺”，并透露因角色造型需要，他在开拍前曾
向曹云金提出“留头发”的要求，但曹云金不顾导演要
求剪了头发，导致无法做造型。除此之外，马志全还强
调了曹云金的耍大牌行为包括：指定穿迪奥品牌服装，
不满剧组订的酒店当众摔房卡，以及要求换房车等。
马志全还称：“开机当天他迟到两个多小时，剧组将近
200人在现场等，这个样子戏肯定拍不完。”并表示正是
由于这件事情，让他做出了开除曹云金的决定。

这些消息一出来，网络上立马响起了对曹云金的
谴责声。曹云金对此做出解释，称2015年9月12日

拍摄方与其签订了《演员聘用合同书》，合同规定拍摄
方分期支付工作报酬。由于一轮辉煌文化公司延迟
支付工作报酬，自己才暂停拍片。

随后，曹云金及其工作室起诉拍摄方，认为一轮
辉煌文化公司不仅未能按合同支付其报酬，还编造虚
假消息，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对方支付片酬
并予以赔偿；拍摄方则反诉曹云金耍大牌，要求其退
还已支付的部分费用并赔偿损失。2016年12月30
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曹云金胜诉。

随后，一轮辉煌公司因不满一审判决而上诉。
2017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双方的
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终审判决，认定一轮辉煌公司违
约在先，驳回被告全部反诉请求，判定原告曹云金一方
胜诉。曹云金之后发布微博称“名誉权接着，追究到底”。

而近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宣布了曹
云金对自己名誉权的维护再次胜利。判决书明确规定
了被告一轮辉煌公司需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法制
晚报》、腾讯网、凤凰网、搜狐网、网易网的相关版面首页
上连续发布致歉声明七天”，并支付原告曹云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

至此，曹云金与《爱神箭》剧组的合同及名誉权纠
纷，历时两年，终以曹云金全面胜诉而告结束。有网
友感叹道：“拖这么久终于赢了”。 本报综合报道

天一讲堂本周分享
余泽民的“读写译”人生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章笑
笑） 12月2日下午，祖籍慈城的旅匈作家、
翻译家余泽民将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
讲堂”，与市民分享他的“读、写、译”人生。

余泽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
授，匈牙利罗兰大学文学院翻译系和鲍罗
什学院文学翻译专业导师。他1964年出生
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
医学系，1991年赴匈牙利，现定居布达佩
斯，致力于中匈文化交流。余泽民的主要
译作有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英国旗》
《船夫日记》《另一个人》等。他创作的长篇
小说有《纸鱼缸》《狭窄的天光》，此外还有
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文化散文《咖啡
馆里看欧洲》等。今年余泽民获得了匈牙
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

打了两年的官司终于赢了

想毁我
没那么容易！

曹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