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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

扁鹊一生是为中医学开
拓奋斗的伟大一生，他舍荣
华，弃富贵，顶烈日，冒严
寒，劈荆斩棘，广游民间，
为千千万万病患解除疾苦，
树立了仁爱至诚，普济苍生
的高尚医德医风。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
自序》中说，凡有入传资格
者是那些“扶义倜傥，不令
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
“扶义倜傥”，就是具有卓
尔不群的才能匡扶正义者；
“不令己失时”，是善于把握
机遇者；“立功名于天下”，
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名人大德。

扁鹊是何以“立功名于
天下”的呢？司马迁说他
“为方者宗”，就是“医学之
宗”或“医家之祖”，这不仅
司马迁对扁鹊的定位和评价，
也是秦汉时期官方和学界的

普遍认识，凡以医理说明事
理时，必言扁鹊。

扁鹊反对巫术，崇尚科
学。他倡导医术科学，破除
迷信，造福人类；他勤奋好
学，注重实践，医精大成。

他行医列国，救死扶伤，
人民至上。真诚地为老弱妇
幼治病，不分老幼，不论贫
富，成为医家的楷模。

他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赵简子专为国事，突然昏厥。
扁鹊把脉后，实事求是地说
出病因，并没有假装医治邀
功。而桓公讳疾忌医，扁鹊
劝说不信，待不能医治时，
扁鹊只好离去。说明扁鹊不
以权势而行医。其实事求是
的精神，千古传扬。

扁鹊行医坚持六不治，
一是倚仗权势，骄横跋扈者
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
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
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
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
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
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
体现了他坚持真理，反对强
权的精神。

扁鹊淡薄明志，谦虚谨
慎，服务热忱的高尚医德医
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为后世医家树立了楷模。因
此，扁鹊被尊奉为中国医道
医德万世师表是当之无愧的。

扁鹊精神世代传

品读内丘

久闻五寨大名，一直无缘相见。
直到今年 7月 30 日，第三届山西五
寨夏季康养活动暨中医药助力乡村
振兴学术研讨会召开，才识得“庐
山真面目。”

一路好风景
29 日一大早，我从邢台火车站

出发，到省会石家庄换乘由北京丰
台开往运城北的 G623 次高铁，于
11:08 在山西省府太原下车。

下午两点半，和来自临汾、河
北中医药大学参会的同道，一起乘
中巴从长风高速收费站上沧榆高速，
一路西北方向，向目的地五寨驶去。
人说山西好风光。车窗外是连绵不
断的风景，起伏的山峦，层次分明
的梯田，满眼都是迷人的景色。中
巴穿隧道，过忻州，两个小时后，
车进入与五寨相邻的岢岚县。天下
起了雨，由于夏季气温高，雨水很
快被蒸发，形成漂浮不定的山岚，
似雾似纱，虚无缥缈，恍如人间仙
境，给两侧山脉平加了几分神秘感。
五寨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的丘陵区，
是一个只有 10 万多人的小县。但由
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境内植被良好，
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野生植物资源
十分丰富，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
空气质量常年居山西省首位。

五寨人文历史悠久，1537 年，
明嘉靖 16 年建城堡，因有五所兵寨
而得名。从 1725 年清雍正三年置
县，迄今为止已有 300 多年的置县
史。

独特的气候，成就了五寨的生
态之乡，100 多万亩的林地面积，
使五寨成为山西最大的原始次生林
和华北最大的天然狩猎区；74 万多
亩耕地，使五寨的农业特色更为显
著。县域中部由南向西北的 80 里丁
字平川，被誉为“米粮川”，为“中
国甜糯玉米之乡”奠定了基础。

我最早知道五寨，得益于 《中
国中医药报》，经常不断地看到有关
五寨的报道。来五寨之前，7 月 26
日 《中国中医药报》 头版还推出长
篇特别报道《芦芽山下，锻造中医
药强县富民的五寨模式》，读后令人
深思。

黄昏时分，中巴车从五寨高速

路口下道。出口，是一个活灵活现
诺大的金黄色的糯玉米造型，路两
侧绿油油的玉米开始吐穗，它们像
两列士兵，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我隔着车窗对它们说，五寨，
我来了！

云深百草茂
一到五寨，雨就淅淅沥沥下个

不停，30 日上午的开幕式就是在雨
中圆满结束的。下午，好像天知人
意，下了半天的雨，终于停了下来。

雨后五寨更清新。我和与会的
嘉宾，一同参观了位于胡会乡小胡
会村的晋西北中药健康产业孵化园
和五寨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万亩中
药材种植基地。

晋西北中药健康产业孵化园，
占地 35亩，2019 年由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陆续投资 1500 万元兴建。早在
上世纪 60 年代，五寨县就有人采集
野生中药种植进行栽培。70 年代
末，建成全国最大的“台党参”产
区之一，为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
堂的主供区。五寨县境内有常用中
草药资源 600 多种。1994 年，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定点帮扶五寨县，连
续 30 年的帮扶，有力推动了当地中
药材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今，中药
材已成为五寨县增收致富的特色产
业。

规模化中药材种植也成为五寨
旅游的一大景观。在晋西北中药健
康产院孵化园内，我们参观了中药
材展览馆样品展示。品尝了当地药
材泡制的树莓、党参等五种药酒。
这里不仅是全县中药材种植、加工、
销售的指导中心，而且是全县中药
材的储藏库，可储藏加工 1 万亩地
的中药材。

站在一望无垠的中药材种植基
地，头顶上的白云，与地面长势旺
盛的绿茵茵的中药材连方成块，形
成黄土高原特有的一道风景。种植
区内，全部采用机械化，实现了中
药企业加种植基地加农户的产业体
系。如此规模，五寨的乡村振兴，
中药材产业怎能不快速发展呢？

中医绽异彩
五寨县中医院就在我们开会的

丰泽国际大酒店对面，院门口有一

块巨石，石上是山西省中医院、国
晞医大师王 星教授题写的院名。

院名的右侧是 2023 年 7 月被山
西省卫健委、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评为“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的———五寨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教育基地还包括芦芽山中药材博物
馆、康养中心、特色病房和中药材
种植四部分。走进体验馆，首先引
入眼帘的是曾挂职五寨县委副书记、
现 《中国中医药报》副总编高新军
写的序言。

序言说，山西中医药文化底蕴
深厚。中医名家辈出，晋代王叔和，
明末清初傅山都是医学史上举足轻
重的名医。五寨县自然条件优越，
孕育了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自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定点帮扶
以来，五寨中医药事业取得了长足
发展。

经序厅，依次到岐黄、青囊、
杏林和悬壶四厅，通过融合的多媒
体，让每位参观者，全方位的了解
了山西的中医药发展历史。

之后，我随参观人群，来到了
中医院门诊二楼。这里是五寨县中
医院的中医特色病房。主要特色除
针灸、艾灸外，还有与我们内丘类
似的睡眠障碍门诊。

五寨县中医院东墙边是中药材
种植园，当地的黄芩、甘草、柴胡
等近十余种道地药材，长得葱茏茂
盛，一片生机。

当我即将返程，回想五寨万亩
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如此宏大规模
为之震撼。对照自己也曾有过的八
年对口帮扶经历，其成果与五寨不
能同日而语，不免有些汗颜，禁不
住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十年如一
日的帮扶成果和五寨人的勤奋努力
点赞！因而，当 《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采访我参会有何感想时，我毫
不犹豫的说：“五寨模式使许多县
乡地区发展的样板，很多地方值得
学习借鉴。”

第一次来五寨，这里旖旎的风
光令我留恋，这里的中医药发展成
果、乡村振兴的真经值得用心学习。
五寨，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五寨，我一定会再来
赵永生

四面青山
是黄岔村的摇篮
两条清清的小河
唱着
太行山的歌谣

深夜间
星月当空
村落寂静
只有溪流
在哗哗咏唱
远方传来
奔跑的马蹄声
是抗日交通员
在传送情报

抗日县政府院内
石头构筑的小屋里
油灯下
正在书写
对日作战的命令

清晨里

红旗在房顶上
迎风飘扬
抗日小学的学员们
在农家院落的
校舍里
溢出
朗朗读书声

黄岔村
朴素庄重
石头街
石头房
美丽而深沉
是一个
有故事
有风景
有诗意
有韵味
有魅力
有辉煌
有传奇的
古村落

诗意黄岔
姚勇

人说美景在三春，
我看三秋景更新。
庭堂篱边菊花艳，
沃野垄上稻黍馨。

岗前苹果红满枝，
岭后核桃绿盈林。
妙笔倾情歌秋日，
收获季节喜临门。

立秋吟
石润生

我的岳母是位八十多岁的农村
妇女，一生朴实、勤劳、善良。她
从小家境贫寒，没有上过一天学、
念过一天书，但她却聪明能干，知
书达理，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她
一生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善解人
意，心胸宽广，在村里有着很好的
口碑，深受
村民们的尊
敬和爱戴。

岳母年
轻时，父母
去世的早，
留下还没有
结婚的弟弟妹妹。她心灵手巧，无
论是纺线织布，还是缝衣做鞋，都
是一把好手。过去，村里人做衣服、
缝被褥，拿鞋垫都要找她来裁剪，
量尺寸、画线样，她拿捏得又准又
稳，从没出过任何差错。经她裁剪
缝制出来的衣服和鞋垫，深受村民
们和全家人的喜爱。到现在我家还
有老岳母给我拿的好几双鞋垫，我
都舍不得用。

岳母一生勤劳。岳父是吃公差
的，岳母和岳父一起，里外辛勤劳
作，精打细算，操持家务，把家里
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有滋有味。岳父母一共生育了
五个子女，在岳父母的辛勤操劳和
精打细算下，孩子们都健健康康地
长大成人，并先后都有了工作并成
家立业，她人老心不歇，还把五个
孙子辈倍供给上了学，让孩子们都
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岳母是个孝顺的人。她以身作
则，孝敬公婆，为子女们树立了榜

样。岳母一生共侍奉过三位老人：
她的父亲、公公和婆婆。在我的印
象中，岳母母亲去世的更早，我没
见过，但她的父亲我见过，她对父
亲特别孝顺，在老父亲生病期间她
一直坚守伺候，做女儿应尽的孝道，
使老父亲幸福地安度过晚年。岳母

常说：“父母亲把我们养大不容易，
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我们做
儿女的应当好好孝敬他们才对，怎
么还能去计较他们给我们留下多少
财产呢？”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她不仅孝敬父母，而且也同
样孝敬公公婆婆。她的公公婆婆，
也就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一直跟
着岳父母生活，直到八十多岁高龄
去世。岳母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
一样孝敬他，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让他幸福地安
享晚年。在岳母的言传身教下，孩
子们也都很孝顺，尊老爱幼，家庭
和睦，一家人其乐融融，让街坊邻
居们羡慕不已。

岳母一生善良。她性格温和，
平易近人，从不与人争吵，更不会
无端生事、惹是生非。无论是亲戚
朋友，还是街坊邻居，谁家有困难，
她都会主动去帮忙。在农村生活那
些年，左邻右舍谁家要是缺了油盐
酱醋，或是少了针头线脑什么的，

只要到岳母家说一声，岳母都会毫
不吝啬地拿出自家的东西去帮助他
们，有时干脆就直接送给他们，村
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岳母都会主
动去帮忙，摘菜、洗碗、端盘子，
啥活都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岳
母的善良还体现在她对待子女的态

度上。她对待每一个孩
子，都倾注了全部的心
血和爱，从不偏袒哪一
个，也从不冷落哪一
个，让孩子们都感受到
了母爱的温暖和伟大。

岳母是个坚强的
人。她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挫
折，但她却从未向命运低过头，始
终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
挑战。在我的印象中，岳母好像从
未有过忧愁和烦恼，每天都乐呵呵
的，忙里忙外，手脚不闲。其实，
岳母也有烦心事，只是她从不轻易
表露出来，更不愿让别人为她分担
罢了。

现在，岳母已年逾八旬，身体
大不如从前了，但她却依然保持着
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精神，除了每
天操持家务外，还坚持乐观的伺候
着长年不能自理的岳父。有时，我
们劝她别干了，歇歇吧，靠给儿女
就行了，可她却总是笑着说：“没
事，我不累，还能干，伺候好你爹
是我的责任”，岳母就是这样一位朴
实、勤劳、亲切、善良、孝顺、坚
强、乐观、持家的大好人，她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伟大”二字
的深刻内涵，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
光辉的榜样。

我的岳母
马永红

 
欣闻盛会史无前，领导新城聚首全。  
倡议中医推大界，弘扬国粹荐佳篇。 
名流教诲旅途秀，志士躬耕技术骈。
圣地杰灵诗语醉，悬壶济世喜冲天。

题扁鹊文化节
刘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