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3
2024 年 7月 3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孙丽翠 石丽红 责任审核：崔城 梁冀洲

新闻热线 0319-6861364 E-mail：nqb1211@126.com

（扁鹊）

关于扁鹊的故事，流传至今
的主要是六个：奇诊赵简子、救
治虢太子、三见蔡桓公、治未病、
见秦王和换心。这些故事大家都
耳熟能详，在这 啰里就不再 嗦。
关键是，我们在读这些故事的时
候，还要看到故事背后的一些东

西，不能简单的就是读故事，还
要擦亮眼睛，辨清真伪，才能真
正地把故事读明白。为此，下面
我们从三个层面去分析：故事的
出处；故事的背景；故事的真实
性。

首先，我们来看这六个故事
的出处。

扁鹊奇诊赵简子，出自司马
迁《史记》，在《扁鹊仓公列传》
和《赵世家》当中都有记载。

扁鹊过虢，起死回生虢太子，
最早见于韩婴的 《韩诗外传》，
后来司马迁在 《史记》 中引用，
有所修改补充，但基本一致。这
个韩婴是扁鹊后三百年的一个小

鄚老乡，也是 州人。他孙子韩商
与司马迁同朝为官。《韩诗外传》
中传递出很多关于扁鹊的基本信
息，比如说扁鹊的名字叫“越

鄚人”，扁鹊的故乡是 州，扁鹊有
很多徒弟，扁鹊救治虢太子等等，

对司马迁为扁鹊立传，提供了大
量素材。

扁鹊见蔡桓公，出自 《韩非
子·喻老》，是战国百家之一韩非
创作的一篇散文，是在借扁
鹊的名声劝诫当政者，要勇敢面
对现实，不能讳病忌医。100 多
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同
样引用了这个寓言故事，但主人
翁却成了齐桓侯。

扁鹊见的到底是谁？有三种
说法，一说是蔡国第七任君主蔡
桓侯；一说是姜齐第十六任君
主齐桓公；一说是田齐第三任君
主齐桓公。

扁鹊换心是一则寓言故事，
出自《列子·汤问》，更是神乎其
神。寓言借扁鹊之名，用换心
打比方，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各
有所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才能趋于完美。

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出自

鹖《 冠子·世贤》，记述庞暖与卓襄
王对话时，提到了，魏文侯与扁
鹊的问答，也就是著名的“治未
病”故事，是当事人引用的又一
个寓言故事，阐明了一个未病先
治，防患于未然的道理。

扁鹊见秦王，出自 《战国策
·秦策》，也是借扁鹊做比喻，来
劝诫当政者，不要盲目听信 谗
言。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几本典籍
的文体。除外 《韩诗外传》是汉
代传记， 《韩非子·喻老》 《列
子 鹖·汤问》 《 冠子·世贤》 《战
国策 ·秦策》都是散文、寓言或
神话故事，本身就有创作和想
象的成分，不能作为“历史”去
阅读，也仅仅是故事罢了，不能
太较真，更不能作为凭据。

文体之外，我们再来看故事
的背景。扁鹊见蔡桓公、扁鹊三
兄弟、扁鹊见秦王、扁鹊换心，

这四则寓言故事的讲述人，都不
是为了表达扁鹊医术有多高超、
医德有多高尚，而是借用扁鹊之
名，来阐明一个道理，来说服和
影响别人，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为了增强说服力，为了把故事
讲得更精彩，张冠李戴，偷梁换
柱，指鹿为马，夸张隐喻……特
别是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换心
的故事，更是信马由缰，就不足
为奇了。

这样比较，相对来说，最可
信的当属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了， 《韩诗外传》次之，其他的
就不能当“史”来读了。

也就是说，扁鹊诊赵简子、
救虢太子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是
正面真实记述扁鹊事迹的，而
其他就只能作为寓言故事听听而
已。

扁鹊故事莫误读
品读内丘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尽管工
作、生活在县城多年，但骨子里那
种浓郁的乡土情怀和农耕记忆从来
没有忘怀，深深的根植于在心底。
因为村落、土地，是我们农家人的
根和精神寄托的魂。

今年初夏，我有幸读到由沈阳
出版社出版，临城文人杨同乐先生
编著的《农耕文明记忆》 一书，竟
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从这本儿
书里，我找回了童年的记忆，透过
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故乡那广袤
的土地，看到了曾经在这片热土上
辛勤劳作、挥汗如雨的父老乡亲。
书里的每一个篇章，都倍感熟悉、
亲切和暖心。

杨同乐先生出生于 1952 年，长
我 12 岁。在他的记忆里，家乡的印
记比我或许更加深刻。他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记事时就与农民相处。
“文革”时辍学，在生产队参加集体
劳动，有着为生产队放牛、遛水垄
口（巡逻水渠），在夏秋两季生产队
打谷场上当“场长”和担任生产队
副队长的经历。即便是到了 1976

年，他跳出农门，“农转非”到了
临城县城，但家仍在农村，与农的
渊源从未间断。

特别是他退休之后，在看到社
会进步的同时，本应有所保留的村
落遗存、民俗文化，包括养活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村巷、农舍、农具、
农艺等等，已经开始慢慢消失或正
在消失，为此，他感到无比惋惜。
因此，2020 年，他利用疫情闭关的
时间，着手这方面回忆的整理和资
料的收集，开启了农耕文明记忆的
撰写。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根据分
类写出了生活、生产、民俗、乡情
趣闻四部分文字内容，共计 23 万字
的著作。在生产篇里，作者以简介
的文字，介绍了农事的耕地、播种、
管理、收获到储藏的整个过程；列
举了常用的锄、镰刀、杈、铡刀、
犁、耙、耢等在内的 21 种农具；生
活场景以衣、食、住、行为线索，
从纺花到织布，从菜园儿到灶台，
从打坯到盖房，从步行到胶皮大车，
详细的描述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情景
和生活方式，并配以插图、照片、

年画等，力求图文并茂。在民俗篇
中，以我国传统节日习俗春节、清
明、端午、中秋、重阳，包括七夕
等为顺序，春节从腊月初八，一直
写到二月二；婚丧嫁娶的各个环节
都能读到。

最令人振奋的是第四篇章，乡
村轶事趣闻，捉迷藏、套知了，上
树、下井，打陀螺……一个个鲜活
的场面犹在昨天，这远远比现在人
玩手机更有趣。还有串村匠人的串
街吆喝，又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村
庄轶事的骂街、听房写的惟妙惟肖，
刻画了活生生的农村人物。

除去上述内容，我认为本书的
最大价值，是远远超越了农村、农
业和农民的本身，从而丰富补充了
中华优秀传统村落文化。难怪临城
中学的校长薛建方，将此书作为该
校学生的课外校本读物，给当代青
年学生补上农耕文明教育这一课。
愿更多的读者能共同阅读《农耕文
明记忆》，唤起更多人的乡愁、乡
情。

浓郁的乡土气息
———杨同乐《农耕文明记忆》读后

赵永生

经言上工冶未病，中工治已病
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
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
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
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
不晓相传，但一心冶肝，故曰治已
病也。

———《难经·第七十七难》
心脑血管病，简称“血管病”，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血管
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发病人群日
益年轻化。一旦形成疾病，往往需
要终身服药，或落下后遗症，给社
会、家庭带来很大的负，给生活造
成困难。因此，血管类疾病，应该
以预防为主，改掉不良的生活方
式，祛除高发的致病因素，是预防
血管病的根本。

中医在预防疾病方面，显示出
独特的优势，中医治未病包括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未病先防，二是既

病防变。
一、未病先防
中医学很重视预防。《难经》

上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巳病。又
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
再治，譬如口渴的时候去挖井，战
斗的时候去造兵器，为时已晚，所
以中医学要人们生活有规律，有节
制，心情愉悦舒畅，使形体、精神
都健康，疾病也就不易发生了。

二、既病防变
中医学也很重视早期治疗。古

人认为，病刚开始，邪气尚浅，容
易治疗，时间久了，病邪深入，治
疗就困难了。古书说，时气不正
常，身体有些不舒服，便应该早些
告诉医生，让医生寻得致病因素，
若邪在体表，就及时医治，这样病
就好得快；如果忍着病不说，那
么，邪气就侵入到内脏，治疗起来

就困难多了。古人认为风寒外邪一
开始侵犯的是人体的肌表，气血脏
腑还没有受伤，自然就容易治疗。
等到邪气深入，邪气同正气相杂，
要祛除邪气就妨碍了正气，要扶助
正气却又助长了邪气，即使邪气渐
去，而正气已经支持不了。至于得
病之后，病上加病，问题就更为复
杂，所以古人教人们稍有不适就及
时调治，断不可以为小病而加以忽
视，以致逐渐加深。古书上又说，
所谓治未病，就是见到肝有病，知
道它会传到脾，预先充实脾，使它
不受肝脏的影响。这说明了脏腑之
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当某一脏
器有了疾病时，就会影响到另一个
脏器，当你在治疗这一脏器的时
候，要预见它会影响其他的脏器，
而预先做好防护，这是上工治未病
的重要意义。

治未病的思想，亦在其他中医

著作中有所体现：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
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
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
乎。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
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
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藏。
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

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
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

———《灵枢经·官能》

调神气，慎酒色，节起居，省

思虑，薄滋味者，长生之大端也。

———《中藏经·劳伤论》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
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
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
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
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金匮要略·脏腑经
絡先后病脉证》

《千金》论曰，凡始觉不佳，
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汤食竞
进，折其毒热，自然而差。

———《外台秘要·诸论伤
寒八家合一十六首》

中医有其深厚的底蕴和历史积
淀，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谆谆教
导世人祛病延年的方法，尤其是扁
鹊在《难经》的治未病的思想，即
使放到现代，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仍然发挥着灿烂的光辉！

学习扁鹊《难经》 预防心脑血管病
焦军营

咏荷（外一首）

马永红

城郊漫步赏新花，身近池塘众口夸。
艳艳荷苞藏锦鲤，层层莲叶伏鸣蛙。
白兰作伴盈园色，翠柳同框醉晚霞。
朗日清馨生爽气，更将雅韵送诗家。

咏石榴花

谁吻榴花常闭目，不知何许肚皮圆。

钟情六月开帘笑，真爱终生甜百年。

《婚誓》 （外一首）

郭志田

竹马结伴小无猜，两心相悦深似海。
三月踏青赏美景，人面桃花向阳开。
鹊山湿地碧草茵，彩蝶飞舞双双来。
患难与共见真情，月圆花好到首白。

《菩萨蛮·白马河》

红色血脉育两岸，石邢大道穿南北。巍巍青山秀，白马河水
流。浪涛飞沙尽，气势胜千军。征途万里宏，何惧鬼奸雄。

古诗词四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