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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了被梦裹挟的年纪
还是无法抗拒，梦里须臾的粉
在雀鸟抛荒的枝头缅怀逝去的鲜羽
太多虚幻的杂响混淆了现实的鸣叫

人生的旷野，被无数梦里梦外的风景
塞满。原有的粗犷滚落深沟
欲望盘踞一个个山头
植满密密的不甘

有多少人不愿醒来
醒来是另一种失去
所有的梦醒，都毫无征兆
两手空空，挽不住梦里的青丝

我也是梦中一尾鱼
遨游在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海

一只小龙虾的抗争

我不知道
它是如何逃离待宰的摊贩
残留的一只蟹钳为旌旗
诉说这场逃离的惨烈

失重，翻转，在菜市场入口
沉重喘气口吐气泡
尾部蜷曲成起跑的动势
蟹脚徒劳挥舞

纠集全身力气，孤注一掷的赌徒
就差一步
一只蟹钳发起的反转就要实现

下一秒，一辆满载果蔬的三轮车
经过。碾碎了所有努力
包括最后一丝游息

我一直冷眼旁观
既没有嘲讽
也没有悲悯
如无数来来往往的人一样

暴雨即景

黑云冻结了天空
烟囱冒出的轻缈，被压制着驼行
大地静待一张从天而降的密网
雨点砸来，抱头奔跑的人
一只落汤鸡，复演大意失荆州的场景

倾覆，强者带来的窒息
行人将伞压得更低
害怕闪电曝露他的真容
擦身而过的汽车溅起污水
转嫁给骑摩托车的人
咒骂声消弭于惊雷没入大地的闷哼

一个卖水果的摊贩
用身体充当雨棚的第四只脚
穿雨衣的小男孩，鲜活地伸出脚
试探着积水下未知的领域
屋檐下一个老人
就着雨帘品茗余生

镜像学

眼前的人，熟悉又陌生
伸出的左手与她的右手
无限靠近
我知道，她也在窥视
我的弱点

机械地哭或笑，咒骂无声
我代替她缤纷于世
却将一缕白发，一道皱纹
留为复刻在映照里的伪证

回身，忽略她的存在
假装我是一个完整的自己
将冷漠按压在镜子的背面

总有藏不住的一道寒光
突然破出镜面

漩 涡

开始是一个小小的涡流
高速旋转，牵扯吞噬掉
附近水域所有悬浮物
一只贪得无厌的饕餮巨兽

离心力辐射愈来愈远
巨大的冰块也被牵引着靠近
蔑视，大面积的覆压
试图消弭小小的漩涡
一切消停的假象，如同黑暗前
最后一丝残阳的宁静

裂帛声过后，一道闪电似的口子
延伸开去，倾轧巨冰的身体
无数惊慌丢盔弃甲
漩涡张开血盆大口吞咽
转眼间浮冰消逝
存在的证据毁灭

刚开始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漩涡啊

梦里梦外
（外四首）

●黄萍

人的一生，在职业选择方面，都会有许许多
多的机缘巧合。就像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上
帝为你关闭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
窗。”我也不例外，高中毕业后，面对人生的十
字路口，我犹豫，彷徨，无助……

此时，有一次从医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
父辈们有句俗语：“念书不中，地里郎中。”“地
理”，代指看风水之人。“郎中”古代中医医
生。好像“地理”、“郎中”是人类职业中最低
下最容易之事。但不管怎样，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能某个医生的职业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向往。开始点燃我从医火焰的是同学的父亲，
他是乡医院的院长，他想扩大医院业务规模，
招纳一些非专业医务人员补充医疗队伍的编制
不足。综合考虑，我是他看中的对象之一。但
当时对从医资格的要求还是挺严的。学医也得
经村两委会确认方可，否则，视为非法行医。
同学父亲多次周旋于乡、村两级领导之间，无
果。一心指望我从医的父母求助姨父，请姨父
收我为徒。姨父是邻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虽
学历不高，人聪慧过人加之勤奋好学，不仅中
医医术精湛，西医也经验十足，业余爱好广
泛，一有空就读各方面的书籍，几乎是废寝忘
食。为了研究无线电，中学物理书也成了他忠
实的良师益友。电学方面，先从拆装维修收音
机开始，继而拼装收录机，维修黑白电视机。
在电学方面自学成才，亦有造诣。尤其是医学
方面，刻苦钻研，临床经验丰富，农村各种常
见病无一不精，甚至某些疑难杂症也手到病

除。因此，方圆几十里的患者慕名前来问诊。
当时有人夸张地说，到他家来看病的病人就像
医院一样多。

谁能成为他的徒弟那真是求之不得。父母
出面商谈，姨父答应我到他家学医。不过将来
有没有从医资格他也不好保证。先从中医开
始，姨父给我一本手抄本《汤头歌药性赋》，叫
我先背下来再说。手抄本暗黄陈旧，牛皮纸封
面，没有书名，按古人习惯右侧边沿竖行装
订，翻开封面暗灰色纸页从右往左竖行细毛笔
抄写，文字有简有繁，有楷有行，笔画有粗有
细。全书共34页，纸很薄，以至于正反面留有
印痕，时代的物质匮乏呈现出沧桑的印记。第
一页，字小笔工，字体有棱有角，端见笔锋，
抄书人对所抄文字的爱怜与敬畏流之笔端。随
后，字体愈大，笔迹愈粗，行楷混杂，让人不
难想象出，抄书人忙完一天的活计，趁夜阑人
静继续抄书的疲惫与匆忙。

开篇第一页竖行书写标题:“證治論讀”。标
题下面稍微小一号字，书“药性赋 汤头
歌”。“赋”与“歌”奠定了文字的基调，它讲求
文采、韵律，句式错落有致，追求骈偶。适合读
与唱，更便于记忆。

开篇以歌赋的形式点明该书的要旨既具工
具性又具文学性：“医家在识性，本草浩瀚难
寻。我今依类摘要，照分寒热温平。”既押韵又
朗朗上口。既道出了医家的职责，又说出了中
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更高明的是概括了中医辩
证治病的四大纲要“寒”、“热”、“温”、“平”。

接下来“抄书”依次按“寒性赋”、“热性赋”、
“温性赋”、“平性赋”来阐明中药的味道、药性
及用途。“薄荷”，排在中药之首。“薄荷（性味
辛凉入肺经），散热消风，惊疹须用。”短短不
到二十个字，告诉读者，薄荷味辛，具有祛除
风热使头目清利，透发疹子，疏通肝脏之气之
功效。这就是中医的智慧，也是古代文字的魅
力！它用的是“须”，而不是“需”，古人用字
可见一斑。中医治病没有摸棱两可，这才是中
医的过人之处！这才是古人的处事风格！“菊
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药，可用于药剂，也
可当茶饮用。寒性赋上清晰明了地道出了它的
性味：“菊花（味甘苦微寒入肺肝肾经），益肾
明目，头风认清。”好记易懂。

寒、热、温、平四赋后，“抄书”另附“反
畏赋”。“反”即相反，指两种药物同用可能产
生毒性或副作用。中药有十八反。“畏”即相
畏，指一种药物受到另一种药物的抑制，减低
其毒性或功效，甚至完全丧失功效。中药有十
九畏。中药用错是很可怕之事。“反畏赋”开篇
就强调：“药性既悉，反畏须明”。药性知道
了，药物的配伍也应明白，否则人命关天，切
不可小觑！“甘遂大戟与芫花，反甘草而海藻无
异。”甘草反芫花、海藻、大戟、甘遂。“半夏
瓜蒌及贝母，反乌头笈蔹亦同。”乌头反白芨、
白蔹、半夏、贝母、瓜蒌。中药配伍须牢记，
常用药当饮品且价廉物美，取用方便，甚至可
以信手拈来，但也不可滥用之，“生姜同白蜜合
同杀人”。“反”与“畏”性命攸关，草药来源

于百草，自然界千千万万的草木既千差万别，
又大同小异。识别其性能和外形同等重要。“勾
（钩）吻类黄精，误食殒命。”

“反畏赋”，同样以韵律、文采兼美的句式罗
列所有中草药的相反、相畏的特点，读来上下相
通，语气流畅，结构优美，言简意赅，便于理解
与记忆。同时体现中医的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
高尚医德。”“反畏赋”对医者高超的医术和高尚
的医德做了完美的结合：“愿医人酌施，胜生佛
而普济。”缺乏医术和医德都是草菅人命！一个

“酌”字，一个“普”字，透射中医治病救人的
精益求精和广施惠泽的仁心仁术。

一本小书，包含所有常用中草药的性味、功
用及配伍禁忌。通俗易懂，涉及广泛，语言精
炼，文气通畅，一气呵成，便于诵读，易于记
忆。作者把古人的医术和文字的艺术会聚于一本
小小的册子里，说胜过一部大部头医药巨著，我
感觉当得。

想当年，姨父仅凭这本三十几页的手抄本，
步入中医殿堂。一跃而成闻名遐迩的乡村医生，
为当地的老百姓救死扶伤，济贫解难，受惠的患
者及家属无不交口称赞。而今已愈古稀之年的姨
父早已告别那门庭若市的辉煌时刻，因年龄限
制，“从医资格证”已被吊销，那古色古香的草
药橱也早已搁置在历史的角落。

我受时局限制，终究与医者无缘，并未有幸
成为“杏林中人”。然而，在所有的职业当中医
生尤其是中医是我最崇拜的职业。中医中药堪称
国宝国粹。

汤头歌药性赋
●方武

王幼学和慈湖书院

王幼学，1275年生于望江慈湖畈，字行卿，
别号慈湖，世人称慈湖先生。

王幼学生不逢时，南宋王朝灭亡后，年幼的
他被元兵俘至河南洛阳，所幸被一陈姓人家收为
义子。王幼学聪敏好学，博览陈家藏书，最终学
业大进。

元朝大德三年（1299年），王幼学得到一本
南宋朱熹所撰《通鉴纲目》，于是耗费二十年时
间七易其稿，将此巨著全部加以引喻释义，并于
仁宗延佑五年（1318年）编纂成五十九卷的《通
鉴纲目集览》，泰定元年(1324)，刊行于世。被历
朝文史学家所称道，今海内外一些重要图书馆均
有不同版本所藏，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
的地位。此书重在对史料的钩校疏义，许多观点
被后世学人所重视并广泛引用，如雕版印刷术起
源于东汉说乃慈湖先生首次提出，至今在我国印
刷史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慈湖先生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突出贡
献，历朝历代均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推崇。他一生
潜心钻研理学和史学，被尊为元代八大名儒之
一。当时有朝中大臣屡次举荐其为官，但都被其
拒绝。

元至元二年，年届花甲的王幼学回到望江，
“躬耕慈湖之畔，与同志讲道不辍。”于值雪山
（今太阳山）旁建慈湖书院，王幼学任书院核心
主讲，程朱之学自然为核心内容。慈湖书院也因
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影响的书院之
一。书院故址虽早年被毁，但却留下了历史辉煌

灿烂的一页。
一生清贫，勤奋治学，王幼学于元1368年逝

世，享年93岁，葬于太慈镇桃岭雄鱼山，坟前
立有元代墓碑，上面镌刻“元理学家王幼学先生
之墓”。后人在明代修缮墓地时立有“大儒王公
慈湖先生之墓”。清代时望江学者将王幼学像奉
入圣庙，列为先贤配享祀位。

现如今，太慈镇深入挖掘慈湖文化，在慈湖
畈旁的老林山顶上重建了“慈湖书院”，宣讲慈
湖文化内涵，打造承载历史、传承教育文化的交
流基地，让文化扎根、领路有人。

望江第一县令：麹信陵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
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
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中的

《立碑》，称赞麹信陵办事公正，被民拥戴的
美德。

麹信陵，吴县人（今江苏苏州）人，唐代贞
元初年进士，贞元六年（790年）任舒州望江县
令。他在望江任官期间，“有仁政，爱民如子，
尤恤茕独”的亮节高品、功绩德行。《全唐诗》
所附小传，将其一生功绩，用“有惠政”概括。
清乾隆《望江县志》有载：

“岁旱，信陵斋戒为文，以铁版丹书，祷于
神曰：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

意思是：望江县发生大旱，麹信陵十分焦
急，他虔诚的斋戒后，写了一篇《祈雨文》，命
人将此文刻于铁版上，向上天、大神祷告求雨。

之后，麹信陵又写了篇《投石祝江文》，说：如
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都是我县令的责任，请神
明惩罚我，可千万不要迁罪于望江县的地方百
姓。不久后，果然天降大雨，缓解了望江当地的
旱情。

虽然是自然现象，但在天人相通的传统理念
下，百姓认为这正是麹信陵行为的结果。

千年遗存的文献和久传的口碑资料告诉我
们，麹信陵“惠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弘
扬优秀道德，营建贤孝之风。明嘉靖《安庆府
志》 有载，文曰：“仲源，生而仁孝，贞元
中，母疾大渐不食，刲股为羹，以进母食，而
疾愈。邑宰麹信陵以事闻，德宗叹赏。”详细
记载了麹信陵举荐徐仲源孝贤之事，并得到唐
德宗称赞。

官爱民，民拥官。望江百姓也深深爱戴这位
父母官，麹公任满调迁时，出现了“民遮道，留
不得去，得再任”的动人场面。麹信陵不幸殉职
于县令任上后，其灵柩被送归故乡时，望江百姓
自发守候在发丧的路上，不忍让麹公离去，最后
将麹信陵灵柩留葬于望江江边。

麹公去世后，虽然当时朝廷没有予以表
彰，就如白居易《立碑》中所言。但他的惠民
德绩如同一块永不凋失光彩的丰碑，永远立于
百姓心中。

望江县北隅建有“麹大夫祠”，明代万历
《望江县志》记载：“麹信陵为县令，有惠政，民
立祠也”。祠被毁后，正统四年（1509年），知县
王原即旧基建祠，立碑于侧。 2009年，望江县
在原址复建了麹信陵墓和雕像，供今人追思先
贤，弘扬地方文化，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沈镐与他的《六圃地学》

沈镐 （1649——1726） 字六圃，又名师昌，
号新周，望江沈冲人。清康熙年间进士。幼年家
境贫寒，勤奋好学，乡人誉其读书有过目不忘之
资质。少年丧父，伴随其仁慈善良的婶娘，背井
离乡，四处漂泊，传说路过江西景德镇瓷都时，
被瓷器店老板发现与赏识，请其为之画“碗花”
（即瓷器上画上花草虫鱼的图案），不负少年才子
之名的沈镐，当仁不让，当即以精湛的画技，艺
惊四座，一时传为佳话。

20岁时为图进取远走鄱阳等地，因世态炎凉，
征途坎坷，便郁郁而归，自叹“他途不足恃，惟宜读
书。”于是在乡里边教蒙童，边发奋攻书，闭门耕经
耘史，凡经学，史学，地学，音韵学等俱潜心研究。
他的人生哲学是“吾无能胜人，但遇事不肯放过，
锐意进取。”康熙四十八年（1709）已花甲的他，一
举考中进士，但不愿做官，在家耕读。康熙五十四
年（1715）应知县马骏之聘，编修《望江县志》。康熙
六十一年（1726）选授四川屏山县令。沈镐的著述
甚丰，除《雷水论》，《雷沙论》等文章，对祖国山川
形势作了详尽而精辟的阐述外，还有《四民便用字
韵》，《蜀游记》，《四书文稿》，《诗经文稿》以及《六
圃地学》等，其中《六圃地学》一书，在当时影响较
大。该书内容，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尽管书里
面还带有一些风水和迷信色彩的缺陷，但从辩证
观点来看，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六圃地学》
仍不失为是一本研究我国山川地理形势的好书，
它将对旅游业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的开
展，都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人文·望江 （三章）

●章婷婷

古往今来，“花”一直是无数文人墨客所吟
诵的对象，有高贵的牡丹，清雅的莲花，孤傲
的梅花，但我最喜爱的是那火红的山茶。

一次远远的望见了一束火红，它似一朵
朝霞，绽放出绚丽的光彩，我被深深的吸引
了，不由得走近观看：只见那艳红的花挂在
枝头，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的火焰，花瓣挨挨
挤挤围在花蕊边，一圈圈都是对称的，让人
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一朵花上凝
集了中式美学中的对称美。它开得那么热
烈，那么自由，它的热情打动了我，它的样
子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

第二天下了好大的雨，窗外的树都被打得

直不起腰，我心下一惊，想起了昨日的山茶
花，忙出门去寻它。果然，我远远便望见树下
有一大片红色。我想那树下定是花瓣遍地，我
见犹怜！我抱着满心悲苦走到树下，可眼前的
景象却令我大吃一惊，那遍地火红，却是一朵
朵完整的花朵！突然一朵花在我眼前飘然落
下，如天神下凡，却又如神之陨落！在电光火
石间，我仿佛看到它柔弱外表下不屈的铁骨，
看到它坚定的信念，一瞬间，我为之前对它的
担心而愧疚，为它的坚强而敬佩！

山茶，它就像一位忠贞的烈女子，在开的
最热烈的时候走下枝头，不向世俗献媚，不与
世俗同流的精神在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她

虽没有“唯有牡丹真国色”的富贵，没有“濯
清涟而不妖”的清雅，没有“我花开后百花
杀”的英勇，但“唯有山茶殊耐久，独能探月
占春风”的孤傲忠烈。

那一地火红正是它忠烈的写照，这不禁
让我想起革命先烈，他们英勇战斗，宁死不
屈，为祖国人民谋幸福。山茶就是他们最好
的写照，这样的山茶怎能不让我喜爱、敬佩
呢？这忠烈女子，便一直印在我心中，成了
我的信念，促使我向她学习，成为和她一样
的人，她也让我铭记了革命先辈，永远敬仰
他们，怀念他们！

岂徒丹砂红，千古英雄血。

山茶颂
●张巍月

李白（701 年 2 月—762 年 12 月），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人称诗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