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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巷子，都在路下。
一个人坐在巷口，一个个高处。
下去看看？

方 塘

一片片农田，一处处方塘。
在一个黄昏的水边，听四面八方的

火车。
天 空

白色鸟在灰色的天空，一一化为无名的黑蚁。
下落。

夜 车

小窗，白灯。
车，在无声中航行。山，在来回中不动。

!!!中医与肿瘤"五十#

张建明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十三"

! ! ! !上期文章从西医的药
理方面讨论了癌症患者在
临床痊愈后仍需维持治疗
的第五个理由，今天从中
医伏邪学说的角度讨论第
六个理由。
中医自古就有“伏邪”

之说，“伏”即潜伏、隐藏之
义，具有隐匿、缠绵、多变

的特点。伏邪又称伏气，是
指邪气侵袭人体后并不立
即发病，而是藏伏体内逾
时再伺机而发的一类邪
气，它作为一种学说而成为
中医病因学的重要内容。

伏邪理论余蕴于《五
十二病方》（其中云，“产
时居湿地久”，认为孕妇
体内隐藏的湿邪是其所
生婴儿惊厥的发病原
因），渊源于《黄帝内经》，
其中《灵枢·贼风》篇中云，
“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
《素问·生气通无论》篇中
谓，“冬伤于寒，春必病
温。”文中虽没有直接提出
伏气一词，但却明确说明
了四时所感风寒暑湿之邪
可以潜伏于体内而不即刻
发病，过一个季节后方才

发病的病症和病因。后世
发展形成的伏气理论都以
此为据。《内经》中的伏气
之义是广义的概念，外感
六淫之邪均可成为伏气。
它既论春季温病，又述四
时温病。不但包括伏气温
病，也包括新感温病，还
包括不属于温病的伏邪。

伏气
的内涵从
《伤寒论》
开始转为
狭义，专

指伏寒化温。最早提出伏
气这一概念的是张仲景。
他在《伤寒论·平脉法》中
云：“师曰：伏气之病，以意
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
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
晋代王叔和在《伤寒论序
例》中曰：“冬令严寒……中
而即病者，名为伤寒；不即
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
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
病。”他的中邪而不即病，
逾时再变生发病的观点为
后来伏气温病的形成打
下了基础，后人尊他为伏
气温病的创始人。宋元时
代承袭了伏寒化温之说，
至明清则是伏气温病的
鼎盛时期，伏气理论也发
展成了完整的病因学说。
伏气自《伤寒论》转变

成的狭义概念，至清朝又
被重新广义化：一切潜藏
体内伏而不发的致病之邪
皆属于伏邪的范畴，主要
分为外感伏邪与杂病伏
邪。清朝王燕昌《王氏医
存》云：“伏匿诸病，六淫、
诸郁、饮食、瘀血、结痰、积
气、蓄水、诸虫皆有之。”清
朝刘吉人《伏邪新说》谓：
“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
发者总谓之曰伏邪。已发
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
亦谓之曰伏邪；有初感治

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
陷，暂时假愈，后仍复作者
亦谓之伏邪；有已发治愈，
而未能尽除病根，遗邪内
伏后又复发亦谓之伏邪。”
他还认为“内有伏邪为病
者，十居六七，其本病自生
之病，不兼内伏之淫，十仅
三四”。其主要贡献是明
显扩大了伏气的内涵。清
朝沈金鳌《杂病源流犀
烛》中也云：“风病既愈，
而根株未能悉拔，隔一二
年或数年，必再发。发则必
加重，或致丧命，故平时宜
预防之。第一防房劳、暴
怒、郁结，调气血，
养精神，又常服药
以维持之。”
当今伏邪的内

涵，不仅包含了传
统意义上的如伏寒、伏火、
伏暑等六淫所化诸邪，还
包括无形的瘟疫之气、七
情内伤、尚未发作的遗传
病、各种放射线、工业污染
以及有形的如痰、瘀、湿、
食积、肿块等病理产物，并
且涵盖了现代医学可以检
测到的细菌、病毒、寄生虫
及肿瘤等，这些都被纳入
了伏气致病的病因中。

伏邪既可外感而成，
也可由内而生。外感伏邪
多由感受六淫和戾气而

成，内生伏邪主要由多种
病理因素蓄积体内缓慢形
成。伏邪发病形式主要有
两种：一是被新感之邪所
引发；二是感邪时不发而潜
伏，以后质变再发。主要特
点是感时不发，移时而作。
现代学者把伏气学说

扩大到了内伤杂病，已被
广泛应用于难治的、反复
发作的许多疑难病症的研
究和治疗中。著名学者任
继学先生认为：伏邪不仅
有外感诸邪所致，还包括
内伤杂病所致。如经过治
疗的内伤疾病，病情得到

控制，但邪气未
除，病邪潜伏。或
内伤疾病经治疗
达到了临床痊愈，
但未能彻底祛除

发病原因，致使残余邪气
潜伏下来，遇到诱因引动
激发则反复发作。或者某
些患者因遗有父母先人之
邪毒，伏藏体内，逾时而诱
发。或者先天禀赋各异，后
天五脏功能失调，自气生
毒，渐而伏聚，遇因而发。
伏邪发病在临床上屡见不
鲜，许多疾病的发生、发
展、转归都与伏邪有着密
切关系。伏气理论，对指导
当今疾病尤其是疑难病
的预防及治疗具有独特的
重要意义。

中医还有“宿邪”之
说，“宿”，即旧有的；生理
失常时未能祛净而遗留
下来的。如宿便、宿痰、宿
食等。与《内经》中所谓的
“故邪”义同，其意义皆与
伏邪之说相近。

初次临床痊愈后的
癌症患者就属于“未能尽
除病根”和“根株未能悉
拔”者，残存的肿瘤细胞
依然遗伏于体内，所以以
后复发的概率依然存在。
按照伏邪多发、瘥后防复
和祛邪务尽的道理，此类
患者理应需要长期的维
持治疗。 !待续"

雨 周 洁

! ! ! !雨认认真真来来回回

抬头黑云压城

冬日横扫了万物之躯

遗留柔软的阴冷

如无形的环

守护着历史怀感的城

翠绿的生命之树

傲然挺立

深刻的绿越发唯美

或

隐退往日的灿烂

略微高冷的枝干划向

远处

又或

冬眠在节节疤疤的树

皮之中

等待又一年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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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豆浆是“四大金刚”中唯一的液态型
食物，也因嫩白鲜香、口味多样、热冷随
心、营养独特而广受市民青睐。也许造
物主英明，豆浆和大饼、与油条、同粢饭
都是无可挑剔的绝配。无论是大饼之
香、油条之韧还是粢饭之糯，与豆浆交
融中，消弥了食客咽着、啃着或粘着之
忧。上海当年把豆浆选入、列入和纳入
“四大金刚”，用心良苦，显然是海派文化
求新求真求实的使然。那源远流长而又
洁白无瑕的豆浆，给上海滩的早
餐带来了口福，也流传与创意出
更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当年两位邻居，前客堂的是

船厂七级钳工，前楼的是银行职
员，两家女人同时产子，因为都
是单传所以格外宝贝。前客堂小
囡断奶后，每天豆浆灌小囡，前
楼长包牛奶。吃豆浆的很少伤风
咳嗽，吃牛奶的经常拉肚子，两个小囡
上学了，前客堂小囡白白胖胖而壮实，
前楼的小囡黑不溜秋很“排骨”。当年牛
奶是奢侈品，一角三分一瓶（约 !""毫
升），豆浆三分钱一海碗。
当然豆浆并不万能，记得体育老师

每天一杯豆浆，但是经常胃出血，
后来经老中医规劝，不喝豆浆后
每天胀气晦涩感全无。
要议论豆浆比牛奶好，或者

牛奶比豆浆灵，显然不是我等能
定义，但狂吹牛奶在长高长壮长实上胜
于豆浆，也难定论。曾有介绍日本人近几
十年来喝牛奶平均身高耐力都见长的报
道，国人也仿效，好在牛奶如今已不稀
有，#"后 $"后 ""后可能个个是牛奶泡
大的，可惜在足球场上并没见比 %"后
&"后 '"后的技艺与胜率高出多少（其
实日本人喝豆浆也十分普遍）。
豆浆的性价比高，有时还是各种机

遇巧合的媒介。财务总裁美眉周就是豆
浆媒介的幸运者。周总裁是个锡剧迷，经
典的“双推磨”能完整地对唱出爱情的
“咏叹调”，可周总裁太优秀，学霸之名从
小学背至硕士毕业，回头再找优秀的男
生，已经没有那个店了。一段时间观察中
她发现某一男同事办事牢靠为人则低
调，于是用学霸的“钻劲”找到了携手之
途，她每天为这男同胞送上一杯非纸料
非塑质盛装的豆浆，在瓷杯的量度、瓷

杯的韵度与瓷杯的温度中，因为
共鸣而链接了。其实豆浆缔结姻
缘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常会不经意
中而演绎，黄豆研磨粉碎成浆，追
求味真味浓味实，而拣、磨、火、煮
全是真功夫使然，如果偷工减料、
如果弯道超车，口碑可想而知。

豆浆有记载据说已近三千
年。现代技术让豆浆制作变得简

便，家备豆浆机，每天都能喝，可是小时
候那豆浆的色香味，现在很难印证了。
新时代的今天，豆浆有了创新发展

新机遇。奉贤区郑元生以胶原蛋白融合
创新一款新豆浆，获得消费者好评；毕业
于北京大学的新上海人向小玲研发的

“谷咚红豆浆”，在一次“双创”比
赛的现场，让品尝者不约而同地
道出：像小辰光的赤豆棒冰！味道
很久远。她坦言，鉴定一杯豆浆
稀或豆浆淡都是“小家巴戏”，现

有的食用添加剂全能掩盖，关键是一个有
社会责任感的创业者，在传承祖宗纯正
口味的豆浆中，创出口味、口感、口碑俱
佳的品牌及新品种，就是我们 '"、#"、$"
乃至 ""后的担当，就是践行习主席期望
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大目标。
我们相信创业创新者，相信豆浆那

个本真味，在海纳百川的新时代，让豆玉
琼浆润滑流淌得更顺更畅更长。

浏河忆旧
雨 溟

! ! ! !母亲是太仓浏河人。小辰光放寒暑假，父母会让我
到乡下住一段时间，一早“蹗”起来，到中山北路共和新
路口北区汽车站乘北浏线，吃中饭前就能到外婆家。转
眼几十年过去，沧海桑田，人间巨变，浏河太仓早已今
非昔比，我也从黄口少年将要迈入花甲之年，人老喜欢
回忆，童年在浏河快乐时光宛若昨日。
每次去乡下，姆妈会叮嘱外婆娘舅阿姨，要让我参

加劳动，特别生活上不能搞特殊，有优待。那个年代粮
食还是紧张的，麦收后，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麦粞粥和麦
片饭，酱瓜酱茄子经常吃，也不会像姆妈浇点麻油。
有一年暑假在乡下住了十天半月，我悄悄和娘舅

说，我要回上海去，娘舅吃惊问，为啥？我红着脸难为情
讲，我“拆屁”有股乡下头的味道了。娘舅穷笑，当晚一

本正经组织外婆阿姨舅
妈及表弟妹召开批评
会，最后结论是，“拆屁”
时要让娘舅阿姨闻闻，
看看是否有乡下头味

道，如果情况属实说明我学习贫下中农有成绩，要再
接再厉保持下去，回上海是逃兵是资产阶级思想作
怪。记得第二天，外婆和娘舅找理由赶紧到镇上买蹄
髈和菜为我改善伙食。
浏河民风淳朴，待人热情。婚丧嫁娶不用说，连盖

屋上梁、参军、小孩满月周岁都要置办宴席，招待乡亲。
阿姨娘舅碰到宴请，必带上我这个上海外甥。
与上海酒席收敛规整不同，浏河酒席更显热情奔

放，二十几道热菜不稀奇，比如上海一道水果甜羹，可
分拆成苹果炒、生梨炒、桔子炒和香蕉炒，汤汤水水的，
使用筷子效率低不方便，娘舅一把调羹放在我面前，命
令道，白勺桸“()”，音与上海话中“嗨”相近”，扎力吃！白
勺桸等于上海话中的调羹舀，“桸”字查了很久，才在一
期语言文字周报刊登的《谈吴语和闽语的一个同源词
“桸”》中找到答案，查找“桸”字的过
程，其实是重温物资匮乏年代小肚
皮让白勺桸的滚圆那幸福温馨时光。
表弟表妹返校时，我会跟他们一

起去，表弟班主任杨老师还对我这个
上海同学一起返校表示欢迎。杨老师年轻、英俊、热情，
普通话也蛮标准。记得一次听他讲暑假里如何帮家里
养猪，一边学不同状况下猪叫，惟妙惟肖，引得我们哈
哈大笑。过些时间，表弟讲杨老师晚上去偷猪猡被抓起
来了，我目瞪口呆，按表弟讲法，杨老师就是学猪猡叫
太像才出事体，他打开猪圈，只要拎着猪耳朵，一边
学着猪叫，猪猡会乖乖跟着他走，自己钻进麻袋里。
当年偷猪是破坏农业学大寨的重罪，杨老师关了好
几年才出来，改革开放之初，因食河豚中毒而亡。

我当时怎么也不能把
老师和偷猪猡联系在一起，
所以印象深刻。现在想想可
能杨老师在那个年代确有
难言之隐，不然他不会走
这条路吧。

奇 缘 宋 利

! ! ! !《新民晚报》！当我第一次见到
时竟一愣。我看一眼师傅，心想，莫
非是港台的报纸。师傅大概看出了
我紧张和疑惑的样子，笑着对我说：
“这是上海办的报纸。”他指了指桌
子下面一摞一尺高的报纸说：“这些
都是‘文革’以前的旧报纸。”我拾起
一张泛黄的报纸细细地看了起来。
那是 *$'%年隆冬，我第一次去师傅
家做客见到《新民晚报》的情景。
丰富多彩，和风细雨，短小精

悍，雅俗共赏，这张别具一格的报
纸，立刻吸住了我的眼球。师傅问：
“爱看吗？你可以拿回去看。”*$#+
年，师傅调回了上海，他将多年保存
的报纸送给了我。,$#,年秋天，师
傅突然打来长途电话，异常兴奋地
告诉我，《新民晚报》要复刊了！

后来，我用不高的工资订阅了
《新民晚报》。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个
人订这种报纸的凤毛麟角，同事背

地说我也怪怪的，有其师必有其徒。
从此，看《新民晚报》成为我一

大乐趣和生活享受，并受益多多。通
过报纸了解到海派文化，里弄生活，
名人旧居，市井故事和改革开放的
变化。儿子上学后，我们家又多了个
小读者。他和我一样喜欢看《夜光
杯》，我经常找些喜欢的文章对其立
意、修辞等写作方法进行评析，讲给
他听，时间一长儿子的作文成绩进
步很大，有几篇文章登上了地方报
纸。儿子高考报志愿，我一锤定音报
上海高校，因为我了解上海。那里做
事规范，不用拼爹；那里是全国的经
济和金融中心，发展潜力无限；那里
海纳百川，大气谦和。高考结果如愿
以偿，儿子上海高校博士毕业后留
校任教，后来成为优秀学者、教授。

工余时，我经常将上海的光荣
传统、名人旧居、十里洋场、地标建

筑、名人轶事以及改革开放的变化
讲给大家听。时间一长，同事们称
我“东北上海人”。

!"""年的一天，领导突然找我
谈话，调我去上海分公司工作。理由
有三：一是你具备条件；二是你了解
上海；三是你儿子在上海工作。真是
奇缘啊，做梦也没有想到阿拉成为
了上海人。到上海后，我负责的业务
做得如鱼得水，同顾客、政府沟通极
其通畅，工作业绩骄人，多次受到公
司的奖励，公司的上海同事说我比
他们还要了解上海，懂上海人的心，
是“东北上海人”，不愧为老法师了。
其实，老法师是《新民晚报》。每

天下班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
浏览一遍刚刚飞来的《新民晚报》，
吃过晚饭后再仔细品读，从中找出
认为需要的文章睡觉前再进行研
读，从中了解各方面信息，提升自
我。浏览、品读、研读，已经成为我
!"多年来生活的习惯，因为那是一
种享受，因为我和她有缘，因为她给
我及全家带来了好多的红利。

野茭白 王 克

! ! ! !没搞错吧，茭白还有野的？是
的，茭白还真有野的，不过许多人容
易把它和蒲菜混淆起来。蒲菜属于
香蒲目，而野茭白属于禾本目，可食
用的部分是它的嫩芯。两年前来长
兴岛小住，第一次认识了野茭白。

若把菜场里的普通茭白比做
“白雪公主”，那野茭白就是“灰姑
娘”了。菜摊上的茭白体壮健硕，野
茭白则柔弱纤细。每年清明后，在
河、塘边泥底下“猫”了一冬的茭白
根就会随着渐暖的春风从泥底下面
钻出来，嫩嫩的，带着鹅黄色的绿，
筷子般粗细。那叶儿有点像兰草，又

有点像芦苇、像
菖蒲。它长得很

快，几天不见就蹿上一大节。立夏
后，上了些年纪的岛民便会穿上高
筒靴去熟悉的河塘浅滩采摘。有经
验的一眼就能看出哪根有“芯”，哪
根是空的。有些看上去不起眼，但能

剥出“肉”来。茭白作为食材很有些
历史，古人称它为“菰”。现在菜场里
见到的茭白都是人工栽培的，而野
茭白是纯天然的。每逢节假日，岛上
的农家乐便忙得像个打转的陀螺，
野茭白是每桌的必点菜，总是吃得
盘底朝天。岛民说现在越来越难采

了，物以稀
为贵吧，只
能长到大拇指粗细、筷子长短的野
茭白要卖好几十元一斤。以前河、
塘边的野茭白连成片，是饭桌上的
家常菜，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濒危”。
野茭白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的

立夏到端午这段时间里是最鲜嫩
的，过了时间段口味就差了。野茭白
除了入食，还可药用。它牢牢地扎根
在泥底，低调、安宁、稳重，年复一年
地向人类奉献着自己，从不计较。我
总觉得它身上有股向上的力量、有
种不屈的精神……
知道野茭白和什么烧在一起是

绝配吗？告诉你：炒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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