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梦唐宋 重铸辉煌
潘华信

! ! ! !唐宋盛世六百年，文
治武功，光天耀地、甲冠天
下。唯独医学却是例外，常
被后人诟病。罪状之一，是
用药“香燥”，指的是宋代
官方药局所常备的丸散中
多用香料药，容易产生耗
津助火的副作用。其实未
必，七百余年后的今日云、
贵、川、湘人氏，嗜辣成癖，
普遍“香燥”，也不见得焦
头烂额到哪种程度。因为
批评宋方的人是元代名医
朱丹溪，习惯于因循墨守
的中医界内部，就此全部
跟进，唐宋医方数百年来
就此被淡漠了。世上最严
谨的学问，往往外周特色
不显，唐宋医学就是这
样，与后世的“温补派”、
“寒凉派”、直到今天还热
火朝天着的什么派、什么
派不同，医学是救命的，
非同儿戏，哪里可以从派
系立场来统治千变万化的
疾病呢？因为宋前医学是
一个完备的整体，“派性”
不显，学习它难，批评却
易，现今医史权威就下了
结论：“就整个基本理论来
说，这一时期没有什么显
著的发展。”从此，理论一
律，去古逐远，唐宋医学顿
成了迷梦一场。
我笃信唐宋医学是有

缘由的。其先，我师从沪上
宿耆严苍山先生，先生一
生，勤求古训，博览群书，
赤诚之心始终贴在病家身
上，治病以临床实效为检
验标准，所以师古不泥，闪
耀着革故鼎新的特色。一
次，让我印象深刻：清晨，
我到太仓路先生寓所，接

先生上班。年轻而不礼貌
的我们弟子，不肯在底层
客厅静候，直接上楼到先
生卧室，记得那天有点异
常，虽然近上班时间了，窗
帘仍拉着，室内黝黯，只有
卧室外窄窄的小阳台上书
桌的一盏台灯亮着，上前
一看，书山枕籍，几张稿纸

上密密麻麻都是苍师隽秀
的草体字迹，一本卷起的
线装书，我翻过看书名：
《千金方衍义》（《千金方》
唐·孙思邈撰，清·张璐《衍
义》），我带着疑问：“为什
么要读《千金》？”苍师答：
“因为看不好病，所以要到
《千金》中去觅宝。”《千金
方》是宝，从此烙印在脑
了。其后，!"#"年前后，我
常随世芸兄等骑车去永年
路拜谒裘老，当年裘老的
吸烟方式与后来截然不
同，后来是吸进就吐出，最
后索性不点火了，只拿烟
支在鼻侧吮吮，算是过瘾。
卅多年前吸烟是郑重其事
的，火柴划火，屏息凝神，
深深吸一口，半晌不语言，
徐徐从鼻中透出袅袅几缕
轻烟，逐渐缓过神来，重开
话局，话锋更狠更隽利，我
一直纳闷：使劲吸入的烟
到哪里去了？“华信，要记
住，金、元几个名家的学术
是很‘蹩脚’的。孙思邈才
是高峰，唐代医学是深山
大泽、实生龙蛇，近代医界

不识货。”这是他深吸一口
烟后，神情闲定后对我说
的，语调铿锵，言词凿凿，
迄今让我难忘。

!"$" 年后我到学院
执教，在裘老、世芸兄主持
下，着手编修中国医籍簿
录。蒙羞的是，这一领域的
研究，历来靠日人丹波元

胤、冈西为人的著作过日
子，裘老高远、世芸坚毅，
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聚集
伟常、我、崇仁、尔科等撰
写我国自己的医籍考校。
日人的《医籍考》止二千六
百种，遗阙甚多，而上海中
医学院历来藏书为全国之
首，大家焚膏继晷，爬罗剔
抉其间，当时心平似镜做
学问，有沥血呕心之耗，无
名利得失之累。教
研室还格外开恩，
为我与伟常兄各置
黑色帆布大包一
只，塞满古籍，允许
我俩带回家校勘，每周五
下午换书一次，我俩常相
对感叹：不是读书，是啃书
了。筚路蓝缕，历经数年，
书蒇，收书九千余种，凡五
百万言，裘老高兴地说：我
们为中医簿录学开创了新
的历史。记得书成在裘老
家斟酌书名时，众说纷纭，
有提议称《续考》的，有称
《再考》的，不免落人窠臼，
裘老沉思良久，突然大腿
一拍：“叫《中国医籍通考》
好！”姜是老的辣，不卑不
亢，从此冠名了。
我与世芸兄讲授《各

家学说》研究生班课程，十
余年的教学中，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学术观，九十年
代初，提出学术史六期论
（奠基【秦、汉】、繁衍【魏、
晋、南北朝】、鼎盛【唐、
宋】、嬗变【金、元】、门户
【明】、折衷【清】）。其后，裘
老主治仁学，世芸、伟常、
崇仁兄等有煌煌巨著《三
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
集》问世，我与王莉博士
沉潜唐宋医学，遂有今日
《唐宋医方钩沉》的付诸
剞劂。
我主张唐宋是中医学

术发展史中的鼎盛期，是
从医经的成书、医学百科
框架的确立以及逾万医方
等多方面来论证的，这里
无法展开，只举一例来说
明：元代朱丹溪批评宋方
香燥，流金烁石，直到今
天医界都持为定论。

其实，恰恰相反，宋
方最普遍、大量应用的是
各种药物的新鲜自然汁，
像生地黄、生天冬、生麦
冬、生葛根、生藕、生姜、
生蜜、生百部、生百合、竹
沥、荆沥、生蓟根、生蒴
蓼根、生芦根等等，它们的
作用，大抵是滋水清热、沃
焦救焚，重病、久病都离
不开它，且强调不计时
间、频服，客观地分析，
如果跳出中医的圈子，它
已经具备有今日临床补
液点滴的旨趣了，领先
世界医学多少年？我们还
在鹦鹉学舌地重复朱丹溪
的宋方香燥，与史实背离
实在太远，长眠地下千年
的宋代学者能同意吗？今
书俱在，可以印证。然
而，这种治病精华，昙花
一现，金、元迄今绝响七百
余年了。唐宋医学于今已
愈行愈远，医界习惯听凭
不读唐宋医书的权威发号

施令，随着做广播
操，长此以往，我为
之神伤与惋惜。
王国维先生词

学三境界，现今人
尽皆知，而中医近百年的
命运，也经历了三个境地。
当然，艺术浪漫，由心生
发；而中医的步伐，重浊厚
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
渡河登山，艰辛倍尝。我总
结三个境地是：再生、普
及、发展三者。“五四”前
后，新文化运动思潮荡涤
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
污泥浊水，中医不免也被
带进，“祖传丸散，秘制膏
丹，全部都踏倒他（《华盖
集》）”。上世纪二十年代、
四十年代，当局已两次举
起取缔中医的铡刀，由于
前辈们的奋起抗争，刀未
落下，幸免于难，然而这种
思潮并未罢休，直到新中
国成立初期，仍有人在全
国政协上提案，消灭中医。
“谁知死草生华风”（《高轩
过》），在中医命运行将灭
顶之际，党的中医政策颁

布了，春风浩荡、细雨润
物，让死草复苏，中医重
生，我称这是百年历史进
程中的中医再生期。%"&'

年起成立中医学院，把中
医传承正式纳入国家高等
教育专业，中医医院的设
置更如雨后春笋。在当今
地球上，除了西医之外，另
有正规的中医，分担着救
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其观
念得以普及，深入民心，
这是中医的全民普及期。
积淀六十年的普及、发
展，中医逐渐走出国门，
并获得了国内外知识界的
普遍认可与赞赏，这与九
十年前、六十年前面临的
局面和任务不可同日而语
了，中医学如何与时俱进
的课题已摆上议事日程，
中医发展的提高期来到
了。与国维先生词学三境
界的次序颠倒，我们的提
高是要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上高楼才能看清道
路，明白家底，开掘唐宋医
学大宝库已时不我待。我
们的年轻中医学者，需具
备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怀
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
心胸胆识，树立中医为天
下的宏大目标，来法古开
今，重铸辉煌。
行文将搁笔时，王莉

博士海外来电，嘱补上这
两句：

神州大地有了中医，
是百姓的福祉；
中医走出了国门，是

寰宇苍生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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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大满贯”
孔 瑶

! ! ! !周围的朋友、同事常常问
我：为什么让孩子从小就学琴
棋书画？不为成名成家，惟愿培
养爱美和善于发现美的视野，
古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本
质是一个道理。那么，“从小”学
起是多小呢？从什么项目开始
呢？这是没有定规的。我们常说，
孩子是一张白纸，父母在面对亲
子教育时何尝不是一张白纸呢？
孩子有没有天赋，有没有恒心，
有没有悟性，只能靠父母一点一
点地从孩子的反应和情绪中尝
试摸索然后探查出来，找不到
任何一本教科书按图索骥。

琴棋书画是追求美的具
象，从孩子出生后甚至所谓胎
教期就可以带着孩子听音乐、
读绘本、去公园玩，随时随地倾

听美、触摸美、感受美，难道不
是美的启蒙？先让他（她）把美
好的事物看个够、听个遍。直至
孩子四五周岁，父母自己教学
已力不从心了，于是开启“学艺
之路”，我家的双胞胎兄妹就是
从幼儿园中班的寒假开
始起步的。

一开始两个小家伙
都学围棋，一个学期后
增加了画儿童画，到幼
儿园大班的时候，钢琴、围棋、
书法、儿童画，地毯式全面铺
开，一年级时国画也华丽丽地
挤进了“档期”，几乎凑齐了学
艺“大满贯”。由于男孩明确表
示对音乐不感兴趣，我们家长
也就不再坚持，同时鼓励他深
耕围棋，争取精通一项。

有人问，这么多兴趣项目怎
么忙得过来？我要说，不投入不
尝试怎么知道孩子的兴趣点在
哪里呢，家长只好先辛苦一点。
让孩子每个名目都学一学、试一
试，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孩子

的兴趣其实是变幻的，用“三分
钟热度”来形容一点儿不为过，
一旦遇到困难就想退缩。话说回
来，我不觉得“广种薄收”的做法
是最好的，但是兄妹俩迄今已
坚持五年，至少说明他们尚能
适应这些课程的节奏。

项目多、学时长难免疲累，

有时我试探他们要不要做减
法，把不很喜欢的暂且放一放，
但发现兄妹俩进入了轨道，把
练琴、打谱、临帖、描摹变成了
一种生活习惯，有点欲罢不能
了，要想停下来还真不忍心放

弃。即使在课业负担日
益增加的当下，琴棋书
画反而变成了舒缓学业
紧张节奏的润滑剂。

凡有教学就有考
试，兴趣爱好也一样。我不排斥
各种考级或考试，但从不以此
为学习目的。后来我发现凡是
开班招生的技艺培训都有相应
的考级或考试，有些还相当奇
葩。其实，我对兄妹俩学习的要
求很简单，四个字：顺其自然。
还是老师反复劝说，我才让兄

妹俩去试着考一考。老师的话
也有道理：考试就是给某一阶
段的学习做一次小结和回顾，
了解自己的程度和水平，帮助
自己更好地走上下一个台阶。
我欣然接受。
事实上，学龄期孩子学一点

琴棋书画，与其说“学艺”，毋庸
说找到一项项兴趣爱好并专注
地坚持。兄妹俩站在技艺宝库
的门口试图探头向里张望，庆
幸接触了些许皮毛。而且好在
引路的启蒙老师都很耐心，又
有同理心，让孩子们不畏惧不
退缩。与同龄人相比，兄妹俩收

获更多自信。
围棋历练

了一对父子!明

请看本栏"

十日谈
学艺路上

华山索道
毛荣富

! ! ! !华山索道是
不同于别的索道
的，它本身就是
一条观山赏景的
绝佳线路。

我们乘的是西峰的太华索道，索道
全长 ()!!米，相对高差 *"+米，三上三
下地起伏行进于群峰之间，
在索道上，远近皆是“争高直指”的

山峰。那高耸的山脊，险峻的峰峦，陡峭
的崖壁，都裸呈着大片淡褐色的山体本色。
其间，凡可长树的地方，都镶有条状或块状的深

绿色。环顾四周，是一幅幅充满阳刚之气、色泽浓艳的
油画。
若不是修建了此条索道，这片华山西部的群山，游

人行踪所不能至，目光所不能即，只能是“养在深闺无
人识”了。现在，仿佛天赐一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飞翔
于山谷与峰峦之间，以开阔的视角纵览山景。坐于吊箱
内，奇秀旖旎的景致吸引我们从不同方向频按快门。后
来发现，到了峰顶之后照的相，倒不如在索道上照的
多。索道单程用时整整 ,-分钟。
李白有诗云“一夜飞度镜湖月”，前人有“跃上葱茏

四百旋”之句，读来曾经是那样令人向往，而在“从容飞
升西岳巅”的实实在在的体验面前，其审美气派难免就
稍逊一筹了。
在开始上行的过程中，心里虽略微有些害怕，但都

被风景引起的内心震撼所
压倒，但当到达某个山顶
后，陡然下行时，这时的下
坠感不免使人顿生惶恐。
坐于同一吊箱里的女子竟
吓得闭起双眼，说是有恐
高症。索道到达西峰，吊箱
是从开凿开来的一个方形
山洞.硐室/“钻”进去的。
可见，当年施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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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观海 邓伟志

! ! ! !世上有数不尽的诗文称大海是蓝色的，可大海并
非总是蓝色的。今年 "月我在爱琴海边逗留了几天，
海面随深浅不同有浅绿、墨绿，甚至有近乎黑色的。太
阳初出时海面为浅红，待红日高照，海面呈银白色，
从而加深了我对真理相对性的理解。遂仿张打油先
生，写下几句：

海色绿蓝看浅深! 晨红午白印时轮"

其论莫哂为言妄! 欲获真知拟自临"

!私
小
说
"的
文
脉

凸

凹

! ! ! !读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乘》，知“日乘”作为“日
记”的别名，语出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陆游
云：“黄鲁直有日记谓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据说，这
是中国最早见诸记载的私人日记。

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的写作，从 0"0# 年 " 月
01日起笔，时年 2*岁，一直到 *- 岁辞
世当日，“不输给风不输给雨”，一日不辍
地记了 (3年。岩波十点出版的 2-卷荷
风全集中，日记就占了厚厚七大卷。
荷风在生前就对自己的日记异常用

心，外出时铅笔打草稿，回家之后再用毛
笔一丝不苟地誊写在宣纸上，一年一本
托书画匠精裱，箱函珍藏。0"+&年 2月，
美军大规模空袭东京，荷风栖身二十六
年偏奇馆（斋号断肠亭）和万卷藏书均化
为灰烬，但仓皇逃命时，竟舍不得几函日
记，冒死从火堆中救出，即便是颠沛流

离，也不让其离开自己的
左右。荷风生前就文名鼎
盛，但他一贯不以为然，甘以“戏作末
流”自居，唯独对日记颇为自许，认为将
是传世之作。

时光也真的验证了他的自我判断，他的大部分著
作已无人阅读，但他的日记却经久不衰地行世，被视为
“文学的高峰”，令人作为枕边书耽读不止。作家远藤周
甚至说：“日本文学可以没有《濹东绮谭》等名著而不缺
憾，少了《断肠亭日乘》则是一大损失。”

不仅是日本作家，即便是日本国民，也嗜写日
记。很多人都随身带一本
漂亮的皮质“手账”，随走
随记，国民特别看重自己
的“私生活”。也正因为此，
日记文学，是日本文学的
一大特色，故，也滋养了
“私小说”，使其在日本文
学中大行其道。郁达夫和
周氏两兄弟均钟情于日
记，因为他们早期有留日
的历史，深受日本文学的
濡染，至于郁达夫的创
作，更打上了日本文学的
烙印，他的小说都是“自
供状”、“自叙传”，有“私小
说”的文脉。

给我几首歌的时间

刘昊君

#$$美的样子

! ! ! !八点半从公
司大楼走出来。
夜色不算太浓，
夏季清朗的蓝色
夜空中飘着许多
朵的灰白色的
云，像一只大大的奶牛。月亮和路灯泛着
一圈模模糊糊的光，我揉揉酸酸的眼睛，
发觉这朦胧也挺美的。这个光景的昌平
路，平静又快乐，两排笔直高大的绿树，

给我指引出一条不断延伸
的道路。

塞着耳机，听着喜爱
的歌，路边的小狗、散步的
老人仿佛也融入了这音乐

之中，他们不合
节奏的举动，伴
着我心头的旋
律，和树叶沙沙
的声响，产生一
种怪异的趣味。

各种现实的、非现实的，快乐的，难过
的，压抑的，释怀的想法，跳跃着混杂着
进入我的大脑，在这十几分钟的时光里
消磨。

眼看地铁站就在眼前，我在心里祈
求老天，每天给我几首歌的时间，让我听
听自己的和这个世界的生命的律动。这
几首歌的时间，让这样忙碌的一天，有了
美感，有了充满感情的意味。

和 顺鼓瑟同鸣

陆 康 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