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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西医结合中医能否
做到在提升白血球及纠正
贫血上比西医更好的疗效
呢？是的。可许多病家会质
疑：我化疗后一直服用补
益气血的中药，但疗效并
不理想啊。这问题并不在
中医，而在于医师所用剂量
的严重不足和方法不周上。
不仅补气的党参、黄芪和补
血的当归、熟地等只用常规
剂量，而且大多只
补气血，没有重点
补肾。面对化疗伤
害人体的严重程
度，这种剂量和方
法自然难以奏效。
我来分析一下

机体受损程度之重
及修复之难：一、反
映被化疗毒性所伤
害的虽是气血不
足，但根子在骨髓，
而骨髓由肾所主，
也就是说伤到了五
脏之母、先天之本的肾脏。
二、一般意义上“五劳七
伤，穷必及肾”的慢性虚损
是一个病情渐进而病程较
为漫长的过程，但化疗之
伤是短时期内的剧烈伤
害，这种伤害对人体的破
坏较之慢性者要严重得
多。三、一般的虚损在形成
后大多不会再有渐次加重
的伤害发生，而白细胞已

经下降后的连续化疗，却
是对人体正气不断加重的
连续伤害。四、因为一次化
疗后又要接着做下一次化
疗，这就又给常规剂量起
效较慢的中药提出了非常
苛刻的要求，就是正气已
经伤了，不但还要继续伤，
而且限定你必须在下次伤
害前要把已经重伤的骨髓
基本修补好。我再把上面

的四个因素简括如
下以方便读者明
了：!" 正气受伤的
部位重要；#" 伤害
的程度严重；$"在
短期内的重复伤
害；%" 修复伤害的
期限非常短促。这
些因素对中医治疗
所造成的困难是空
前的。面对这种状
况，常规的中药剂
量和治法怎么可能
达到理想的疗效

呢？不少医师都认为这是
中医的本相，没法改变，其
实主要的出路仍在于用药
剂量的突破上。剂量大了，
作用的力度自然会增强。
力度大到足以抗衡乃至超
过破坏之力，那么所受的
伤害就自然可以在短期内
得到良好修复。当然并非
单靠峻量就可解决所有病
症，但我在这方面的实践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

化疗与虚损的关系，我的
观点是：要以存人为本，一
定要把机体正气的底线固
守住。不能只追求眼前利
益，应以尽可能长的远期
疗效作为治疗目标。不顾
正气底线的过度化疗，把
人都给搞垮了，抑杀癌细
胞还有什么意义？
较多患者来我处就诊

时，已经化疗且已出现了
白细胞下降。此时我的要
求是，化疗后白细胞不能
低于 #&'(，血色素不能低
于 )克（大约相当于西医
所说的骨髓抑制五个分度
中的 # 度）。如低于此指
标，化疗应该延后或减少
剂量，等用纯中药将其调
升达标后再做。不少医患
都会认为我这方法
是不懂西医的表
现，因为一则化疗
药物作用的时间，
是针对不同病理分
型和细胞周期起作用的，
所以化疗的间隔时间必须
与其相应而固定。二是为
了保持化疗药物在体内能
稳定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的浓度，所以剂量必须足
够。如果只是为了保证白
细胞的正常回升而延长了
化疗的间隔时间或者减少
了剂量，就会使得疗效明
显下降。我尊重和感谢西
医的一切已被实践证明正
确的成果，但对上面的理
由我并不完全赞同。理由
是：一、如果现在西医对癌
症的认识和方法都已是全
部正确的话，那么它理应
在总体上已被攻克了，但
事实却远非如此。二、不顾
机体本源而过度化疗的结
果，也明确显示了死定周
期的疗效并不理想。我认
为，凡是当时针对尚未攻

克之病所推行的治疗规
范，都会随着科研的不断
进步而被不断修正，所以
包括癌症在内的所有西医
（包括中医）现在还不能治
愈之病的相关理论和实
践，在本质上其实都还只
是探讨性和实验性的。现
在的这些规范只是相对以
往无效低效的规范而建
立的，因此并不能作为整
体上已经正确的科学结
论和方法加以固定。疗效
不理想，一定是因为对疾
病本质的认识尚未到位。
西医现在不仅在学术层
面，而且在临床上也已开
始重视和实践治疗上的
个性化策略。比如，国内
外已在采用的温和剂量
拉长周期的方法，就是一
种对现行规范疗法并不理

想的探索和补充。
从我数十年治

癌的实践来看，中
医除了能够直接抑
杀癌细胞外，不仅

在总体上能够保障化疗的
常规疗程得以顺利完成，
还能为良性增加常规外的
化疗次数提供保障。如果
中西医能够真正结合好，
疗效较当下可有大幅提
高。如果再加上早期筛查
的全面推广、国外新药的
及时到位以及足够的医保
保障，我国治癌的总体疗
效应能达到世界最优。
第三个毒副作用就是

对肝肾的损害。这一副作
用比较上述两个相对要少
许多，而对肾脏的损害又
少于肝脏的。我个人体会，
对轻中度的药物性肝损，
是可以边用中药纠正边用
化疗的。对轻度肾损害或
急性肾衰，应用中药后大
多也可以修复或逆转，但
对继续化疗的保护效果则
不理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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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礼规
程介平

! ! ! !和一位朋友在一家环境十分优雅的
咖啡馆闲坐。朋友是“海归”精英，欲在国
内发展。

朋友盛赞微信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我却发现她对别人发来的语音信息，看
都不看就删了，颇觉奇怪，忍不住问她：
你喜欢微信，不会是“叶公好龙”吧？朋友
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解释说，微信也
要讲究礼仪规矩。比如现
在，她总不能把我晾在一
边，兀自打开语音来听
吧？而且不知道语音里说
些啥，假如是私密事，一
下“广播”开来会很尴尬。刚才是 *久没
联系的人突然直接发来四五条接近 &(

秒的语音信息，这是非常没礼貌的行
为。因为反感，所以抗拒，久而久
之养成了对突如其来的语音信
息“格删勿论”的习惯。
我对这感同身受。好几次我

正在开会，微信进来一条语音信
息，有时候误点了一下，语音突然“广
播”起来，让开会的人都吃了一惊。可我
没有像朋友那样“格删勿论”，留着回家
再听。是不是应当像朋友那样删去？删
了就不会回复，没有回复就会提醒对
方，不要动不动就“微话”。让人明白语
音发出去没回复，不是对方没礼貌而是
自己失礼了。
另一位做医生的同学对我说，她对

突如其来的语音也是“格删勿论”的。作
为医生，朋友的视频通话更令人头疼。如
正在坐诊或巡查病房，一通“微话”进来，
接还是不接？
微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交流

方式，可从来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礼

貌。发语音信息、微信通话，即使是非常
熟悉的朋友之间，也应该先发文字问一
下人家方便不方便。这是礼仪。有的人喜
欢发语音或“微话”，是他自己打不来字
或者图省事“一发了之”。虽然语音、“微
话”比文字输入来得先进、省力，但有的
时候，该发送文字的还得发送文字。
还有些微友，以刷朋友圈为己任，时

不时发些“心灵鸡汤”给
你，这是勉励你还是说你
做得不够呢？更有甚者，给
你发一些“不转不顺”之类
的信息，比如“……本月，

福、禄、寿、喜、财各路神仙都来保佑你，请
将此短信转发给 #(个人，%天后你一定
会好运当头。如果删除或者不转发，你会

一年诸事不顺！”这让我像吃了
苍蝇一样恶心。相信发给我的人
不是原创，也是“被逼”转发的。但
我是转发让别人和我一样传染
“恶心”好呢，还是不转让自己接

受“不顺”的诅咒？
如果你要“微”别人，就要讲究、要

遵守“微礼规”。一定不要转发带诅咒转
运之类的信息。发这样的信息，显得情
商太低了。
及时回复也是一种修养，于人于己

都是一种尊重。不要总是漫不经心地回
复一个“嗯”字。如果你的回复永远只有
一个“嗯”，就会把朋友之情“嗯”完了。
一个人怎么回微信、怎么发朋友圈，

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恰恰暴
露了这个人的教养。一个真正有教养的
人，即使是在微信里，也会恪守礼仪，设
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感受。即使隔
着屏幕，也若面对面交谈，举止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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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的夏秋之交，是一代名将彭雪枫亲手创办的
新四军“拂晓剧团”八十华诞。央视军事频道将播出该
团的前世今生。日前，我走访了彭雪枫将军的侄女彭华
及几位新四军高级将领的后人，听他们讲述“拂晓剧
团”的往事。

那是在 !)$+年的盛夏，中国的抗日战争激战正
酣，并经历着最艰难的岁月。侵华日寇疯狂地向中国腹
地进犯，徐州、开封等地相继陷落，中原危在旦夕。此
时，原本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将军临
危受命，带领一支不足四百人的武装，在敌后的豫皖苏

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
彭雪枫将军能在短短几年间，在艰

苦恶劣的环境下，把一支几百人的队伍
发展成数万之众的新四军精锐第四师，
靠的就是他的“三大法宝”：一是在军事
上组建一支骁勇善战、足令日寇闻风丧
胆的骑兵团；另两大法宝是开辟文化战
场———创办《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彭雪枫将军一贯重视部队的文化
建设。他认为：文化运动在革命斗争中
起着先导作用。它既能为革命实践作思
想准备，又直接指导着革命实践。因此，
他亲自为报纸和剧团命名、题词，并意味

深长地对大家说：“‘拂晓’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的到来。
如果我们的报纸和剧团，能在激励部队斗志，向广大
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之中发挥大作用，
那就抵得上几千支毛瑟枪。”
“拂晓剧团”初创时期，只有七八个十四五岁的孩

子兵。他们在部队行军途中贴写抗日标语，在部队休息
时做点宣传鼓动工作。!)$+年 !!月，部队在睢杞太地
区休整时，来了一批杞县大同中学的学生，他们要求集
体参军。这些学生的抗日热情高涨，又能说会唱。彭雪
枫将军决定把他们全部充实到拂晓剧团去，当时语重
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多编排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
争的小话剧、活报剧。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同
时又揭露汉奸和伪军的罪行，打击日寇的气焰。这样既
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也教育了人民群众。”
“拂晓剧团”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就是《打鬼子》，

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个狂妄的日本兵，残酷地枪
杀了中国百姓，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游击队得知此事
后，迅速抓捕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兵。演出结束
后，观众群情激昂，许多热血青年当即踊跃报名参军。
首演一炮打响后，一发不可收拾。白手起家的剧团

又先后编演了《保卫麦收》《军民一家亲》《参加新四军
去》等一批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新剧目。一直关注剧
团成长的彭雪枫将军，有一次专门召见剧团的所有成
员时说：“你们的演出一定要让群众看得懂，要适合群
众的要求。最好还能激起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拂晓剧团”是一支活跃在华中敌后的青年文艺

轻骑队。他们怀揣着一颗赤
诚之心，在彭雪枫将军的悉
心培育下，冒着枪林弹雨在
舞台上不断地锤炼、成长，积
累了一大批革命剧目，也培
养了许多人才，堪称播种机。

美妙的江北话歌
张妙霖

! ! ! !近日，有人把一首名曰《伤
风》的海（门）启（东）江北话说
唱歌曲转给我。我一听，便被征
服。我一连听了十多遍，尚觉不
够。我如何成了饕餮，要把着一
个猎物长时间地吃食？发布这
首歌曲的是叫“吕四频道”的微
信公众号。许多粉丝作了留言，
对其赞誉慷慨而不吝。一些女
孩则求他做男友。人说男人会
倾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女孩
求歌手做男友，其迷恋，由歌及
人，真江北女孩，大胆泼辣矣。
我作为一个二十多年的西

方流行歌曲的歌迷，觉得中国
的许多歌手唱得并不怎么样，
无非通过技巧与音乐来涂脂抹
粉而已，难以入耳。
我所谓无乐可闻，系指流

行歌曲。中国的民歌民乐以及
少数民族歌手可谓多矣，如中
国的家常菜，也是我的味道。民
歌民乐乃中国之传统。传统者，

古文古风
也。现在听

得多的，还是流行歌曲。中国的流
行歌曲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模之
仿之的多是港台歌手，大陆人内地
人则又模仿港台人。中国的不少所
谓大牌，实为平庸之辈，只不过投
入巨大、包装炒作而爆得大名。
二十多年前，我买了许多英

美歌手的碟片，赛琳·迪翁、惠特
尼·休斯顿、埃
顿·约翰、布莱
恩·亚当斯等
等，不胜枚举。
比如 ,-. /0!

123，在 #(!4年得了诺奖；还有
56738，他的碟片，我一直放在我汽
车上的 9/播放器上。
为什么我喜欢这些欧美巨星

的歌曲？为什么这些歌星拥有全
球如此众多的歌迷？以其动人心
弦之故也。就如中国的少数民族
歌手，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旋律，
穿越崇山峻岭，漂过河流湖泊而
来，让你闻之而莫名地感动。
流行音乐，无论港台歌星，还

是大陆歌手，有些声音干涩，矫揉

造作，虚情假意。有人说，汉人不
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表面上看似
乎是，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诗云，
歌以咏志。心里有情感，日积月
累，如海门人酿老白酒，自会发
酵，时间一到，喷薄而出，势不可
挡。歌其思，唱其想，歌者陶醉，听
者亦陶醉，以其真情实感浓浓也。

真情实
感在于纯，
纯即无杂。
惜乎，现代
不少所谓的

歌手，大多心里不纯，质地不朴，志
向不存，因此何来美妙的歌唱耶？
如果你去过西藏，你一定会

被澄碧的天空所感动，你也会被
西藏同胞的眼睛，特别是儿童的
眼睛所吸引，它们是那么纯净无
邪。因此，西藏同胞能够唱出天籁
般的歌声。同样，非洲人或者非洲
裔人，因为没有所谓的开化，因而
淳朴，其唱歌如百灵鸟也。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歌亦如是，能悦耳动人者，以其无

邪而直抵
心底，触
动灵魂也。其让人迷恋，掉下的岂
是眼泪？愉悦的何尝只是身心？
海门歌手的江北话歌曲《伤

风》，让我对于中国歌曲慵懒的细
胞亢奋起来。我把这首歌转发给
朋友同学听，尽管少有听得懂歌
词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
海门歌手的歌曲之所以悦耳

动听，固然有其天赋的因素，江北
话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海启江北话是一种古老的语言，
是吴语的活化石。人说古人吟诗
唱歌韵味十足。为什么？因为古汉
语的声韵丰富，不逊于英语。江北
话里的许多发音，在普通话里没
有，而在英语里有，而且一模一
样。因此，江北话歌曲听上去像英
语歌曲那样丰富而又别具古风。

演唱《伤风》的歌手，海门六
甲人，名字江佳明，艺名“绿音”，
其志在于深耕江北话歌曲。我相
信他终有一日会成为歌坛明星。

麻 雀
雨 溟

! ! ! !就 &(、4(后这代人来说，如果有人
对当时的我们说，几十年后在农村难觅
麻雀的踪影，惊诧之余，他肯定会被认为
痴人说梦了。

我们小时候相伴只有三种小动物，
一是翱翔空中的鸽子，偶尔用弹弓亲近
一下，养鸽人上门告状是要被父母吃生
活。二是平时看不到，看到
时吓一跳的老鼠。三是快
快乐乐、叽叽喳喳的麻雀。

当时的麻雀真多啊，
夏日清晨窗下树上一蓬蓬
的麻雀开晨会可以把你吵醒的，每当金
秋稻谷成熟时，农民会在稻田里插上众
多稻草人驱赶麻雀，估计是这些小精灵
轧出了苗头，知晓了里面的蹊跷，照样在
稻田里大快朵颐、风卷残云，只有响起火
铳鸣放声才能惊起一群群遮天蔽日的麻
雀亡命天际。清代文人李调元对麻雀之
多、生命力之强也发出了“食尽皇王千盅
粟，凤凰何少尔何多”的感叹。曾经，麻雀
作为“四害”列入专政之列，郭沫若当时
写诗对麻雀表示了怒恶至极：“毒打轰掏
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
空，四害俱无天下同。”从中可看出人雀斗
争之惨烈，毒杀、枪打、火攻，掏鸟窝子使其
断子绝孙，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那时的
熟食店有卖油酱麻雀，记得是 &分钱一

只，特别是深秋初冬时节的麻雀肥硕鲜
美；只是买好后，售货员会跟一句，当心
点，雀里可能有枪砂。即使这样，麻雀生存
空间稍有压缩，并未造成灭顶之灾。
我注意到，麻雀的大量减少是在上

世纪末，当时我受聘于常州一家公司，每
天从常州市区到洛阳镇去上班，途中所

需时间约为一小时，在古
运河边，在屋檐桥头，在夏
末或深秋金黄色的麦田和
稻田，在竹林树梢，在电杆
及架空电线上，没看到一

只麻雀。近几年，我经常驾车去苏北出
差，从靖江到扬州到高邮到宝应到宿迁
到淮安，几百公里路程，一路上同样没看
到一只麻雀。我特意去查了些资料，麻雀
的大量减少与滥用高毒农药和大剂量除
草剂有直接关系。人们使用农药的时间
集中在 $至 )月，这正好是麻雀的繁殖
期，成鸟和幼鸟采食中毒的昆虫或取食
沾有农药的杂草、种子就会大量死亡。陪
伴人类千万年，适应及繁衍能力如此强、
数量庞大的麻雀，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遭
此灭顶之灾，确实让人惊心动魄！
我从心底里发出感叹，在这个世界

上，人其实和麻雀同样渺小脆弱。今天我
们清楚了：保护麻雀，其实是在保护我们
人类本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