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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纪念馆与柯隶华纪念馆
为姊妹馆，院子左边为白求恩纪念
馆，右边为柯隶华纪念馆，花开两
朵，各表一枝。

1890 年 3 月 4 日，白求恩出生
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格雷文斯
赫特镇。父亲是牧师，爷爷是外科医
生，家庭富裕。100 多年前，他家就
住二层小楼。白求恩上过多伦大学
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37 年 12
月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
名，并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到
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协助
抗日战争。

1938 年 3 月 31 日，白求恩率
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建的
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1939 年春天，白求恩在冀中前线的
一个小庙中救治伤员，敌机不断的
在上空吼叫，炮弹不断地在周围爆
炸，卫生部长匆匆赶来，对白求恩
说：“师长决定让您和一部分伤员
离开这里。”白求恩沉思了一会儿，
说：“我同意撤走部分伤员，至于
我个人，要和战士们在一起，不能
离开。”部长恳求说：“白求恩同
志，这里危险，让你离开这里，是
战斗形式的需要啊。”白求恩说：

“谢谢师长的关心，可是手术台是
医生的阵地，战士们没有离开他们
的阵地，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阵地
呢？部长同志，请你转告师长，我
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不是你们的客

人。”
白求恩低下头，继续给伤员做

手术，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胜利
结束了。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
续工作了 69 个小时，救治了 115
名伤员。

1939 年 11 月，雁宿崖战斗前
夕，白求恩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
名患头部蜂窝织炎的伤员动手术
时，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
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
染，但他仍然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
做手术。病情发作后，他还在坚
持，直至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当
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
时，他的病情已恶化为败血症。
1939 年 11 月 12 日去世，享年 49

岁。
柯隶华大夫，1910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印度孟买少拉普尔市，
毕业于英国皇家医学院。为了支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于 1938 年 9
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乘坐轮
船抵达香港，携带药品和器械，还
有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卡车经香港、
广州，辗转到达武汉，被编入第
15 救护队。

1939 年 1 月 16 日，在医疗队
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接到父亲去
世的消息，他强忍悲痛，执意留了
下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受
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并被分
配到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 年穿越日军封锁线抵达

晋察冀边区。6 月 21 日应聂荣臻
司令员邀请出席白求恩大夫陵墓揭
幕仪式。8 月 20 日，百团大战打
响后，柯隶华投入高强度的战地救
护工作。

在前线 13 天，收治伤员 800
余名，为 500 多人施行了手术。
1941 年，柯隶华为白求恩国际和
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 年 7 月 7
日，柯隶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2 年 12 月 9 日，柯隶华因
癫痫病反复发作，在河北唐县葛公
村病逝，享年 32 岁。

白求恩、柯隶华都是一个纯粹
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都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学习。
离开纪念馆。我去了天津采访。

白求恩纪念馆与柯隶华纪念馆
刘振新

邻城道沟就是内丘县城偏西北
歪歪斜斜通向北河的一条小土路，
不宽的路的两边是一人多高的庄稼
地。记得小时候，那是一条仅仅能
过得下一辆排子车的小河沟，两边
是高过头顶的高地，就像陷在沟底
一般，加上靠近县城，因此就有了
邻城道沟这样的名字。

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沟的
两边地势又高过路面不少，这样到
了夏季，雨水浩荡恣肆，无处排
水，以至于窝集在道沟的坑洼地
带，集成大大小小的许多水坑，许
久不能通车，行走也不方便。再加
上高低不平的地坎上稀稀拉拉的种
植着或野生着各种树木：高大挺拔
的大杨树、矮个子粗墩墩的洋槐
树、大叶子的梧桐树，还有些叫不
上名字的杂七杂八随意滋长的小
树。更有满地坎密密挤挤的酸枣
树，这里的酸枣树与漫山遍野的酸
枣树又有不同，这里是平原地带，
土质肥沃，酸枣树置身于生长着大
庄稼的地坎上，没有放牧牛羊的毁
坏，这就使得邻城道沟夏日里一片
浓阴，行走其中清爽凉快，十分惬
意。秋日里，一棵挨着一棵的小酸
枣红了，一眼望去，火红一片，无
限风光。

静静地穿插在酸枣树中间的是
许多叫上名字或不知名的野草野
花，芍药花清雅、月季花美艳、金
银花葳蕤，至今最难忘却的是那满
地的蒲公英，我们都叫它婆婆丁，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很多是药
材，它们都像亲密的伙伴一般，相
依相伴，迎着风雨长大，开开心心

的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春夏之交的邻城道沟犹如一道

绿色长廊，吸引着孩子们到那里游
戏玩耍。但姐姐带着我和弟弟妹妹
一起去的任务却是拔草沤粪喂猪。
有一天母亲忽然给我们布置了新的
任务就是采集蒲公英和金银花。母
亲听说药材公司收集药材了，问我
们去哪里采药最方便，我们异口同
声的回答邻城道沟。那里的沟坎上
各色花草铺地一层，不用挪地方就
能采得满满一挎篮。母亲把我们采
来的蒲公英洗净晾干，等收集多了
一并交给药材公司。母亲说蒲公英
是一味有着丰富营养价值的草本植
物，清热解毒，消炎去火。母亲把
我们的劳动果实换成在我们当时看
来是一笔不小的报酬，我们几个孩
子除了能得到几个本子几本课外读
物，更吸引我们的是炎炎烈日，我
们可以像别的孩子那样，得到一个
在那时是一种极其享受的奢侈品—
一块透心凉的大冰糕。

去邻城道沟拔洋槐叶也很有乐
趣，沟旁边两边缓坡上高大的洋槐
树争先恐后的生长，旺实的不分彼
此，那时捋洋槐叶也是一项不错的
副业。三伏天高温高热，我姐姐带
着我们姊妹几个吃了午饭也顾不上

歇息一会，就立刻奔赴邻城道沟。
此时艳阳明晃晃的当头高照，路上
像着了火一般熏烤着，阳光刺得人
眼都睁不开，然而待走到邻城道
沟，扑面而来的却是阴凉是清爽，
微风吹来，树叶微摆。被大毒日头
烤晕了的我们，一下子清醒了，大
姐一马当先走到一棵硕大的洋槐树
前跳起脚来攀折下那根大枝，我们
一窝蜂一般冲上去，把着一个个小
枝，捋下那厚厚实实洋槐叶。到起
晌时节，我们已捋了一大袋子了，
于是我们擦擦满脸汗水，整理行
装，背起满满的洋槐叶袋子兴致勃
勃的打道回府了。

洋槐叶晾干后，依然是卖给药
材公司，据说那是很好的药材。

而今的邻城道沟，靠近县城的
地方已经盖上房子，整齐的院落是
一道靓丽的风景，继续往里走，弯
弯曲曲的小路也已经铺成柏油路
了，虽然不宽但却平坦了，道沟的
两旁地埝上依然是绿色植被，而今
天气变热了，小酸枣树悄悄发绿
了，小小的叶子，葱绿葱绿的，不
厚，枝丫上有刺，小酸枣树个子小
外表普普通通，极不惹人注意，但
发芽抽叶、开花吐蕊的时节，吸引
人们目光的是那一缕缕淡淡的清

香，幼小的枝杈在整个夏天也一如
叶子一般，由初始细小嫩绿，渐渐
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粗大茁壮，枝枝
杈杈上面也在不经意间萌生了许许
多多的尖尖的小刺。此时酸枣尚小
刚刚黄豆粒大小，依着厚实的酸枣
叶子，密密的挤满在枝丫上，翠绿
的树叶中夹杂着黄色的如火如荼的
枣花，那是葱绿色五瓣花犹如一幅
静静的水墨画，紧紧地与刚刚萌芽
的酸枣相伴相伴。

春夏之交，在邻城道沟，相聚
着摘酸枣叶子的姐妹，天气尚不大
热，她们在散发着清香的酸枣树
前，绕开尖尖细细的圪针小心翼翼
的摘取着嫩嫩的酸枣叶子，然后放
进手提袋里，动作利落快捷。她们
弯下身子，一只手拽着枝杈，一只
手轻轻地捋下嫩叶，聊着身边的故
事，谋划着憧憬着未来。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的，叽叽嚓嚓，嘻嘻哈
哈，互相嬉戏着，笑闹着。夏风
中，爱美的她们把别着枣花的头靠
在一起，爽亮的笑声裹着芬芳的枣
花香飘出很远很远，给静谧的邻城
道沟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秋天，天高气爽，秋风送凉。
一大早邻居王叔老两口就向邻城道
沟出发了。他们家玉米地下边就是

邻城道沟，那里的酸枣红了，红遍
一条沟，红红火火旺实的很。王叔
那天是去看看玉米长势时无意发现
的，联想到县城有几家酸枣露厂专
门收购酸枣，老两口一合计说干就
干。虽然累点忙点，忙碌了一个秋
天竟然有不小的收获，王叔王婶开
心地笑了高兴地逢人就说，邻城道
沟藏着宝，弯弯腰就捡到了。

据悉的酸枣树全身都是宝，表
面紫红色或紫褐色酸枣仁的养心安
神做药食两用的功效，人人皆知。
初夏之交时节的细小嫩嫩的酸枣叶
子以同样具有酸枣仁的功效，也逐
渐受到人们的青睐。方法也很简
单，就是把掐下的酸枣枝尖上刚刚
吐芽的嫩叶晾干，用滚开的水泡茶
喝，味道清新，同样入药，镇静安
神，调节血压，功效不可小觑啊。

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
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使
用，既按照传统是食材又是中药
材。春夏之交的细嫩酸枣叶子就是
用饮茶的形式达到药用的效果。

有人说世界枣仁看中国，中国
枣仁看邢台，而内丘幅员辽阔，以丘
陵地区居多，漫山遍野的酸枣树不
仅绿化了山冈，更使当地民众受益
走上了致富路。内丘县城西北的邻
城道沟虽然无甚名气，但沟坎边沿
的各种药材和酸枣树，却给附近人
们带来实惠和收益，令人难以忘怀。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我们
的童年还是我们长大成人，虽然时
光悄悄流逝，邻城道沟依然都是我
们的福祉，虽小，但风光真美。

邻城道沟风光美
马占海

河北、山东的扁鹊之争由来已
久，历史的真相又是什么？带着这
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一行 10 余
人，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早五点从
河北内丘县城出发，直奔山东省会
济南，去感知那里的扁鹊文化。

扁鹊为方者宗。在济南市天桥
区东鹊山社区，我们找到了当地所
说的鹊山。此鹊山并不高大，绵延着
两三个山包，山顶上有个扁鹊亭，站
在山顶上，便可以鸟瞰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为开发鹊山所修建的偌
大棚户区。山间，有正在施工的电焊
工。山上的植被也不多。我们拾级而
上，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汗流浃背。
这里有个很诗意的景区名字 ---
鹊华烟雨，让人感到浪漫而心动。其

頫出处为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 的
《鹊华秋色图》，是旧时济南八景之
一。

最令人心动的是母亲河———黄

河，在这里拐了两个弯。这样以来，
是鹊山的正北，有全济南人饮用的
水源地鹊山水库，东面和南面则是
流动、奔腾的黄河，形成了三面环水
的特殊景致，给鹊山平添了几多灵
气。

关于鹊山的来历，我问了陪同
的当地人，他说：传说扁鹊曾经在此
山脚下炼丹，故取名鹊山。他进一步
解释道，现在我们所登的鹊山和东
面不远的华山（华不住）遥相呼应，
是当年二郎神担山，因扁担折断，所
留下的。

下得山来，我们四处寻觅扁鹊
曾经炼丹的遗址，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鹊山脚下，倒是有一处 2015 年被
山东省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扁鹊墓。墓前，有清朝康熙三年

（1664）年所立的一块墓碑，文曰：
“春秋卢医扁鹊墓”，墓前是一尊四
米多高的扁鹊塑像。

据我所知，扁鹊墓或庙，除山东
以外，河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
均有。其中，作为扁鹊的故乡，河北
分布最多，如保定的博野、邯郸的大
名、邢台的内丘，尤其是内丘的扁鹊
庙，以历史悠久、规模之大而闻名全
国。如此多的扁鹊墓或庙，让人难辨
真假，但却真切的反映了当地人们
对扁鹊的敬重和怀念之情，印证了
扁鹊“名闻天下、随俗为变”的历史
事实。

我们来自扁鹊的故乡，面对山
东的扁鹊墓全体肃立，然后三鞠躬，
以表达我们的祭拜之情。

离开鹊山和扁鹊墓园，我们驱
车匆匆赶往长清区的扁鹊文化主题
公园。长清区扁鹊文化主题公园，始
建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位于秀丽的
文昌山西侧，占地千余亩。据说是当
地最大的一处集“山秀、林茂、水美、
康体、休憩为一体的扁鹊文化主题

公园，于次年 1 月 28 日正式开放。
标志性斗拱式檐楼牌坊精湛、

大气。牌匾上篆体字刻着“扁鹊故
里”四个字。牌坊南侧的水景画廊通
道，是扁鹊生平及中医成就的石刻
介绍，画廊尽头是文昌湖畔。此时，
湖畔有接天的莲叶和为数不多的几
朵荷花。站在这里，有一点江南水乡
的情调。

我们沿右侧的石桥前行，来到
了济世轩。济世轩依山而建，外侧怪
石嶙峋，里侧雕梁画柱。长廊里除扁
鹊坐像外，还有供游人们娱乐的磁
铁象棋、翻转围棋等设施。

大家刚刚登完鹊山，又游览了
扁鹊公园，都坐在这里讨论扁鹊与
山东的关系。

早在周朝，长清一分为二，西部
邿称卢国，东部称 国，春秋时属齐

国，秦汉置县为卢县。历史上扁鹊应
该在此行过医。难怪司马迁在《史
记?扁鹊传》中记载：“扁鹊者，渤海
鄚郡 人也，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

赵者名扁鹊……”。那么，扁鹊在长
清（即齐国卢地）行医的称谓叫卢
医，也属正常。但在此行医，不代表
祖籍就是卢人，很有可能是以讹传
讹造成的历史误会。比如，我们医院

就有一位年逾耄耋、从事 60 多年
的老中医，不少人认为他是内丘
人，其实人家祖籍北京，是上世纪
六十年代分配到内丘的第一批中医
本科生。

下午，我们有幸走进山东中医
药大学，参观山东省中医药博物
馆。在这里，我们眼界大开，受益
匪浅。一楼的齐鲁文化与中医学、
医家之祖秦越人、外治与针灸之
源、儒学与中医发展、上医国手刘
惠民和齐鲁道地药材等十个展区组
成的中医馆，让我们感受到山东作
为中医药大省的雄厚实力和历史渊
源，这里不愧为中华中医药知识宝
库的浓缩，也是高水平、极具齐鲁
特色、名副其实的全国中医药文化
科普宣传教育基地。

山东之行，虽然仅有短短的一
天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
我们每个人却收获满满。文末，我
想引用对文史颇有研究的内丘县政
协原副主席刘建军先生，今年 3 月
14 鄚日所写的一篇“ 医扁鹊”还
是“卢医扁鹊”？文章的观点作为
束语：“扁鹊是河北的，也是全国
的，更是世界的，弘扬扁鹊中医药
文化任重而道远。”

到山东感知扁鹊文化
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