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黄杂说
潘华信

! ! ! !一味滋补中
药叫地黄，历来
有生地黄汁、鲜
生地、大生地、干
地黄、熟地黄的
区别，现今医界删繁就简，只存下生地
黄、熟地黄两种了，典籍概括它的功效是
“滋阴养血”四字而已。古方肾气丸、六味
地黄丸、地黄饮子都以它为主药组成，沿
用迄今，深得大众青睐。关于地黄的功效
以及地黄为主的名方沿革，其实令人纠
结和值得深究之处尚多，并非像现今认
识的那样简单和舆论一律的。
像治疗中风后遗偏瘫、失语的名方

地黄饮子，医界公认它是金代刘河间发
明的，几百年来铁板一块，深信不疑，而
史实并非如此。地黄饮子的祖方
是秦汉之前《素女经》中的四时
补益方，为当时一张通用的时髦
补方，《外台》存其梗概，两方对
照，局外人自可胸中了了。至唐
孙思邈《千金》治男子五劳七绝有内补
散，方药与刘所谓地黄饮子基本一样，
但适应证有区别，孙方补虚，刘方治中
风后遗。北宋末年官方编撰 《圣济总
录》，把这张补虚的古方移作中风后肾
虚喑痱的专用，称地黄饮，药物组成、功
用主治与刘河间地黄饮子分毫不差，只
是方名结尾少了一个“子”字，《圣济总
录》成书于公元 !!!"年，刘河间（约
!!#$%!&$$年）尚未出生，后世把该方挂
靠在刘身上，说是发明，既悖史实，也是
医界治学的一种悲哀。
地黄滋补，但医界常说它有“泥膈”、

碍胃之弊，胃口不好的人断不能服用，所
以丁家学验常用砂仁拌熟地，以帮助消
化吸收。然古代的认识却与今人大相径
庭，如唐《千金》地黄散，认为地黄有“益

气调中补绝，令
人嗜食除热”的
疗效，晋《肘后》
更主张凡“腹中
虚冷，不能饮食，

食辄不消”专用地黄来消食开胃，等同吃
多酶片来帮助消化。晋唐之说，立足临床
言，在渊源上估计与古本草《别录》所谓
（地黄）“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分不开
的。于是古今两种观点摆在大家眼前，古
说健胃，今说碍胃，截然相反，哪个正确
呢？我数十年来沿从临床积习用地黄，未
发现有所谓“泥膈”、碍胃、中满等副作
用，而肠鸣、矢气、便润者比比皆是，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之我更倾向古说，
更佩服叶天士的连“上吐下泄”也用地黄

为主药来培补中焦。
此外，现今临床咳嗽多痰禁

用地黄，担心它滋腻滞痰，这个
观念也值得推敲，随举宋前古方
数则来分析，如《延年》治嗽：“生

地黄汁、麦冬汁、生姜汁……”；《深师》疗
上气咳嗽（哮喘）：“苏子、生姜汁、白蜜、
生地汁、杏仁”。两方都用地黄汁治嗽，目
的在润肺两字上，说得透彻一点，靠它来
湿润气道，稀释黏痰，促进排痰而通畅气
道，有利于抗炎平喘，其实这正是我们今
天治疗慢阻肺的主题之一。《未刻本叶
案》首案：“嗽而脉数，脏阴亏矣，金水同
治。第参之色脉，恐延损怯。熟地、甜北
沙、麦冬、茯苓、川石斛、天冬。”天士藉地
黄补肺纳肾、润燥治嗽，与世俗禁忌迥
别，案语不多，却字字珠玉，与宋前古人
心会的。今日临床忌用地黄，实是缓解慢
阻肺的一大损失。

宋前地黄有五大功能：逐血痺、治
嗽、健胃、填精、养阴清热。今则萎缩为后
二者了，十分可惜的。

灵兰剔藓

花非花

面馆里的小账房
魏 洁

! ! ! ! '((&年我接了一个毕业班，在与
原任课教师交流情况时，知道了这个学
生。他 )*岁，已留了三级，数学成绩极
差，应用题不会分析，作业只肯完成计
算题。该生父母“文革”中下放农村，返
城后，在菜场旁边开了一家小面馆维持
生计，终日操劳，也无力辅导孩子的学
习。我接班后，曾和他交谈，他的话让我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
楚，他淡淡地说：“老师，
我笨，我学不会应用
题。”没能让学生感到数
学有趣，竟会让他认为
“笨”，准备放弃，这让我心情格外沉重。

课外，我帮他补习，也想通过家访
与他父母沟通。家访那天，走进这家小
面馆。可能是接近饭点，小面馆生意很
好，孩子的父母在忙着下面条，端面条，
价目表上不仅有各种面条的价格，还有
很多配料的价格（食客根据自己需要任
意选加配料）。但眼前的一幕让我怔住
了：我的这个学生正坐在价目表下的桌
前收钱，俨然像个小账房先生！顾客报
“皮肚肉丝面，再加一份油渣”，“皮肚香
肠面，加一份西红柿和一个鸡蛋”……
他没有计算器，也不用纸笔，只是默默
心算，然后报出应收的钱数，接钱找钱。
———奇怪！计算各类不同情况、找钱，整
个完整的数量运算过程，他运用自如，
正确无误。目睹他的从容，我惊喜之余，

对辅导他走出学习困境有了充分的信
心：他能连续做这么多复杂的计算，怎
么会学不好小学数学？！
我开始尝试用他熟悉的生活背景作

题材，编成各类应用题，结合不同的“卖
面条”场景。后来遇到不会做的题时，他
竟能自己把题目内容先转换成“卖面条”
的场景，然后解答。终于有一天，孩子告

诉我：“老师，原来应用
题并不难啊！”

好多年过去了，我
走进小面馆看到的那一
幕历历在目。这件事给

了我重要的启示：学生不是一张白纸，
即使是一年级的儿童，也可能有一定的
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这其中就包含着
大量的数学活动经验，不同的生活背
景、社会环境，使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
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学生在小面馆里学到的数学
就是“活的数学”，它比课堂所学的内容
实际，容易激发起学习的欲望。其实，所
有学科的学习都可能有这样经验。每听
到教师和家长谈学科学习，我都会想，
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教师善于观察和
思考，儿童都有可能培养起学习的兴趣；

没有最好，适合才好。
老师想让学生记

住自己的善良! 明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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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使
女
人
更
美

王
小
慧

! ! !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慕尼黑电影节
上，放映了张艺谋刚刚拍出的电影《菊
豆》。因为那次张艺谋没来，电影节邀我做
嘉宾，也请我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谈这部
电影。那次奥黛丽·赫本（+,-./0 1/2!

3,.4）也应邀参加，我们见了面。别人介
绍说我是拍摄人物肖像很著名的摄影
家，所以后来就有了为她拍照的机缘。

人说女人应五十如醇酒，六十如
夕阳，七十如晚霞，八十如明月。赫本就
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我认为女人应该是
有个性和品位的，这种美不仅仅是内在
美，也不仅仅是外在美，而且应是一种综
合的美。这种美形成一种“态”，而这种
“态”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你可以感知它，
欣赏它，但它又抓不住，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而且这种东西是靠多年积累而成，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学”成或模仿的，它是从骨子里透出的东西。一个小
姑娘是不会有“态”的，她可以有“姿”甚至有“色”。“姿”
与“色”可能随着年龄消失，而“态”则可以长久保持。
我欣赏能将美丽与智慧结合起来的女人。智慧的

女人能使她的美丽随着岁月而增加，就像那真正好的
葡萄酒，不会变质发酸，只会越来越醇香浓郁，让人迷
醉并回味无穷。有的女人，可能五官并不丑，但你会觉
得她举止言谈俗不可耐。有的女人，她虽然天真可爱，
时间久了你却又会觉得她无聊单调，与她无话可说。还
有的女人，她可能脸上已有皱纹，甚至满头白发，但你
仍会觉得她非常有魅力，跟她待上几个小时，时间不
知不觉中就过去了，而且这段时光还令你难以忘怀，
甚至一辈子都会记住，她所散发的那份魅力绝对不是
单凭一张美丽的脸就能够达到的。
这种经过生活历练所得的东西可

以融入她的血液，重新构筑其思维模
式，最终令其“变化气质”，由内而外呈
现崭新的仪态。
仅仅外表的美，可能在第一瞬间能吸引别人。但人

与人交往时间长了，相貌的因素往往会忽略很多，让彼
此相互吸引的可能更多的会是深层次的美。关于女人，
周国平先生曾说：“你一生只做一次供人赏玩的花朵，
还是能够收获自己的生命果实？”这个花与果的比喻实
在太好了。我在不同的语境下重新解释一下这句话的
意思，“你这一生的美丽，是修来供人赏玩的，还是修来
完善自我的？”所以女人的美丽，我更愿意理解为：立足
自己，懂得珍惜，沉淀智慧。这样的女人才更美，这种美
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枯萎朽败。

蚊子 梁 晴

! ! ! !张爱玲形容男女之间
的感情，新鲜时像爱人胸
口上的一粒朱砂痣，反之
就成了墙壁上的一抹蚊子
血。她的想象如此奇特，每
次看到都让我莞尔。
小时候家里住的是日

式公寓，地板看上去始终
很新，曾经很白的墙壁上
却到处可见斑斓的蚊子
血。那时所有的家庭都陈
设简单，我们家住得高甚
至不用窗帘，缺少隐蔽栖
息点的蚊子似乎只能在饱
餐之后待毙。
那时候我们驱赶蚊子

的办法是点蚊香和喷滴滴
涕，作用基本没有。我们
大院里曾经有过一个临时
蚊香作坊，工人用只杠杆
式的简易机械压出墨绿色
的“宽面条”，然后两条对
旋，一盘一盘地晾在用尼
龙紗绷成的晒架上。我很
喜欢膏体色泽都很可爱的
初始蚊香。小伙伴们传说，
蚊香的原料里有蚊子惧怕
的鳝鱼骨，我尝试着直接
在家里挂了条鳝鱼骨头，

很快就只能把它扔掉。
我插队的时候见识了

农村蚊子的凶悍。曾一度
寄居在农民家，和房东老
奶奶睡一张老式架子床，
夏天密不透风的麻布蚊帐
里，弥漫着老奶奶的鼾声
和她发髻里陈年的汗味，
我半夜逃出蚊帐坐在床前
的踏板上，很快被蚊子形
成的“龙卷风”吞没。

现在的蚊子跟着杀虫
剂一起更新换代，好在魔高
一丈，我们有了得心应手的
电蚊拍。每天晚上悠闲看电
视，我会时而瞄一眼墨绿色
的丝绒窗帘，那上面往往会
有一两只可供电蚊拍施展
才华的目标。消灭了它们，
我便安心去睡觉。
最近发现蚊子的智商

出现新增长，它们会舍弃
客厅里的大好时光，耐心
潜伏于卧室，于是我有时
刚刚入睡、有时半夜惊醒，

翻身跃起挥舞电蚊拍。顺利
的时候，电蚊拍连续发出小
鞭炮似的脆响，偶尔枯焦的
蚊子会遗恨绵绵抛出一滴
我的血，充满成就感之余，
我欣然酣睡至天明。

这种大快人心的局面
近来也颇为不顺，往往怎么
找也找不到目标，英雄仗
剑，四顾茫茫。这时候我会
想到晚年梅兰芳，他为了不
使眼睛失去神采，每天看鸽
子盘旋，我想我的眼睛每夜
这样上下左右梭巡，那也应
该算是一种健眼操吧。
这样想想，我也会在

另一种状态下欣然入睡。

现在我告诉大家，聪
明的蚊子会垂直驻足在深
色家具的立面上，你要从
侧面看过去，才会看见它。

跟蚊子斗智斗勇，这
真是夏天里的一个有趣节
目啊！

与
但
丁
有
缘

徐
志
啸

! ! !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没想到居然遇上了一段找
寻但丁故居的离奇情节。

旅游大巴上午 !$ 点
多抵达佛罗伦萨市区，导
游规定，参观游览两小时，
!&点半准时上车离开。
下车伊始，我即询问

导游，但丁故居在哪儿？导
游一时记不确切了，只大
概地指了个方向。
有心的我，照着这
个方向边走、边看、
边找。无奈，人生地
不熟，又不懂意大
利语，无法询问当
地人，一个人独自
在小巷中转来转
去，到 !!点半还没
找到。饥肠开始辘
辘了，干脆就近拐
进一家中餐馆，没
想到，一眼瞥见导
游正在这家餐馆用
餐。导游一见进门的我，马
上就说，徐先生，找到但丁
故居了吗？就在这家餐馆
出门往前右转弯不远处，
快去吧。这时的我，听闻此
言，自然一阵惊喜，然而空
着肚子似乎有点走不动
了，服务员居然回答，开饭
时间是 !&点（估计导游属
于特殊照顾）。这下可懵了，
就只有带着辘辘饥肠去参
观但丁故居了———
等参观完故居，就
根本没有再上餐馆
用餐的时间了，只
好赶紧路上随便买
个三明治和矿泉水，边走
边吃，总算没误 !&点半开
车，准时离开了佛罗伦萨。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
究竟是老天有意安排，还
是我与但丁真有那么一丁
点儿“缘”？———人到了但
丁老家佛罗伦萨，却找老
半天但丁故居遍寻不着；
偶然闯进的一家餐馆……
一切是那么出人意料，却
又离奇中带着几分巧合，

让我终于迈进了但丁故
居，得以近距离亲近但丁。
它不禁让我想到了另

一个巧合。二十五年前，我
写了生平第一篇比较文学
研究的学术论文，题目是
《屈原与但丁》。写这篇论
文的动因缘起，纯属偶
然———那天在图书馆翻阅
《神曲》中译本时，突然瞥

见“天堂篇”有一
幅插图，图中画着
贝雅特丽丝在天
国坐着驾车，与主
人公一同在天际
驰骋遨游，这让我
马上联想到了《离
骚》后半部主人公
在天国求索理想
女子的景象，也是
御马驾车在天际
驰骋。于是乎，灵
感突然萌生———
这天国遨游的场

景和画面，《离骚》与《神
曲》居然不约而同地都有
浓墨重彩的表现，岂非异曲
同工？屈原与但丁这两位地
域相距遥远、时代差以千
多年的诗人，难道真有可
比性？想着，想着，就产生
了追根究底查询一系列资
料的念头，于是乎，一篇论
文就这样伴随着我一次次
地进入图书馆翻阅资料，

渐渐孕育而胎生腹
中，不久即呱呱坠
地了。随着自己思
路的开阔，材料的
积累，比较意识的

增强，自然又伴生了一些
与但丁相关的学术论文。
看来，冥冥中，还真与

但丁有那么点儿因缘，这
便促成了我在参观但丁故
居时，特意买了一尊大理
石质地的微型但丁半身塑
像，带回上海，摆在了家中
的“小世界之窗”内，与之
前在湖南汨罗购买的屈原
塑像并置一处，聊以作为
永久的历史纪念。

玫瑰花的早晨
刘 沙

#$$游历影像

! ! ! !法国摄
影家布勒松
（另译布列
松）被公认
为一生都在
拍摄巴黎瞬

间的人，在他 (5年的生命中，他用
镜头凝固了无数美丽的瞬间，而正是
这种瞬间，使巴黎成为了永恒。

巴黎之所以美丽，是曾经有过绚
烂的瞬间。而这种充满了巴黎人灵感

的瞬间，因为散落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弥漫在巴黎
的车水马龙间而使得这个城市即使是忧伤的时刻也是
那样的美艳。

!(6&年 *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
沿罗纳河两岸长驱直入占领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
门广场周围的所有人家，几乎都收到了一大把鲜艳的
玫瑰花，里面附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7明天上街请都
怀抱鲜花，让德国人睁眼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
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字条的落款人是洛希亚。
洛希亚是个卖花姑娘，当德军进驻巴黎时，她看到

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她心里十
分难受。她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意，
而是为巴黎人的精神面貌而难受。
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
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
包分送到街区的左邻右舍。

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
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
街上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走在
街上的巴黎女人，都是手捧鲜花
面带笑容。

当时法新社记者曾以《玫瑰花
的早晨》报道了此事，远在伦敦的
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战
士们看到报道后十分感动。戴高
乐说，巴黎的玫瑰鼓舞了我们的
斗志，自由法国的战士们一定会
尽早回到法兰西，让巴黎的玫瑰
真正地绽放。

)(*&年，戴高乐专门委托人找
到了当年的洛希亚，当面向她表示感谢并称她是巴黎的
玫瑰。随后，法国著名导演让纳克将这一史实改编成电
影《巴黎玫瑰》搬上了银幕。

如今，洛希亚的花店依旧坐落在巴黎凯旋门附近
的米娜街上，默默无闻的花店虽然还在“绽放”，但它

也只是巴黎成千上万家花店中的一家，甚至都上不
了旅游指南……但是由这家花店主人洛希亚于 )(6&

年冬天导演的那个“玫瑰花的早晨”，却终将成为巴
黎最美丽的瞬间之一，隽永而经典。 !此"游历影

像#系列就此结束$将结集出版$全彩图配文% &

! 巴黎曾经绚烂的瞬间! 因散落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 使得这
个城市即使在忧伤的时刻也是那样的美艳 刘 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