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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一

级警督。照顾瘫痪的
父母 12 年，发明照顾
老人的护理工具数十
件（目前收藏于孝道
博物馆），被誉为“造
器孝亲”的当代著名
孝子，身体力行地诠
释了忠孝两全的不凡

人生。
其曾获得“感动洛

阳十大年度人物”“当
代中华最感人的十大
慈孝人物”“当代中华
新二十四孝”“河南省
直十大道德模范”“推
动中国家庭文明十大
致敬人物”等荣誉称
号。

■记者手记

已经在二院、一院和
一五〇医院全治疗过了，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整
整半年时间了，一直没有
效果。

母亲也想回家，我将
母亲接回了家。

●今 悟

反思当年对父母的治
疗，用药适度最好。家属
真的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
建议，大夫代替不了家属，
考虑治疗方案的角度不一
样，综合双方意见治疗才
不会出大的偏差。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奶奶当年真的无
法医治了吗？”我对孩子
说：“爸爸无数次地问大
夫，大夫只有一句话，没办
法了。当年爸爸在各个医
院都求过医了，也求教过
许多专家，各种治疗方案
也都尝试过了，爸爸找不
回希望。”

二六四 护练架断了
2008年4月6日

清明节后的心情抑
郁。

戊子年二月廿九的晚
上，我突然发现用钢管做
的护练架不知道什么时候
断了，那么粗的钢管为什
么会断？

不祥的预感再次涌上
心头，恐惧笼罩着我。

不能被动等待了，西
医没有办法那就请教中
医，我打听民间救母亲的
良医妙方。听杨老师说栾
川大山里有个李中医医术
很神，他说：“你不妨请他
拿药试试。”我决心明天去
栾川山里寻医。

●今 悟

当年护练架（钢管）断
掉，我心头一阵莫名其妙害
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
头。处在惊恐之中的我，要
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12 年后我的孩子问：
“爸，钢管为什么会断？”我
对孩子说：“爸爸不知道钢
管为什么会断，也许只能

解释金属也会疲劳吧，就
像人的疲劳一样。孩子，
人的个体太脆弱，爸爸那
时忽然有无助的感觉，不
得不想象世间是不是还有
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
每个人，就像断裂的钢管
一样神秘，或许是警示爸
爸要发生什么事情！”

二六五 寻路
2008年4月7日

夜，23时了。
母亲紧闭着眼睛，仿

佛在告诉我，2008年已经
过去98天了。我对母亲
说：“妈，我出去请大夫。”

母亲还是紧闭双眼。
给母亲擦洗并照顾她

躺下后，嘱咐妹妹照料母
亲，我换上警用作战服，在
夜色中向距洛阳市区170
公里路的栾川奔去。

●今 悟

当时我不知道栾川在
哪儿，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更不知道能否找到李大
夫，但是那天夜里我上山
了，只为寻找心头那一丝
希望。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你这样的行为现
实吗？”我对孩子说：“现实
来源于希望。人生其实就
像一叶小舟航行在茫茫大
海上，有时更像走在层层
阴霾中，看到的只有绝望
和迷茫，而希望是绝望的
人最有力的支撑。孩子，
希望的信念来自于现实又
高于现实，因为希望比现
实更美好，更令人神往和
期盼。”

二六六 偏向狼山行
2008年4月8日

已经进入三月（农历）
了，夜晚依旧非常冷。

没有去过栾川，半夜，
我站在马路边请求过路车
辆捎带一程，我要上山找
李大夫救母亲。一个小时
后才有一位好心的司机让
我搭上了顺路车。

（未完待续）

“银发族”爱旅游
这份宝典请收好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一提到
帕金森病，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

“手抖”，其实，手抖仅仅是帕金森
病所有症状中的一小部分。4月
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除了
手抖，帕金森病还有哪些症状有
助于早期诊断却容易被忽视？如
何预防帕金森病？记者邀请市中
医院医生宋汉秋为大家讲解。

帕金森病属于中医学“颤证”
范畴，具有缓慢起病、逐渐加重的
特点。帕金森病的症状主要有运
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运动症状
主要包括：肢体静止时抖动明显，

精神紧张时加剧，而活动时抖动
有所缓解；感觉肢体发僵发硬，躯
干、颈部弯曲感觉到明显阻力；写
字、系纽扣时手指不听使唤，字越
写越小；站不稳，走路时出现小碎
步，易跌倒；有的患者可能走路很
慢，或者走路时拖着脚。非运动
症状包括：不明原因的情绪低落，
抑郁、痴呆、幻觉；不明原因的手
脚麻木、肢体关节疼痛等。帕金
森病潜伏期比较长，有的甚至达
十多年，通常在运动症状出现之
前，很多患者就已有睡眠障碍、抑
郁和认知障碍等非运动症状了，

但容易被忽视。
目前，帕金森病并不能根

治，但如果能早识别、早干预，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合理规范的治
疗方法，就可能有效控制症状，
改善生活质量。预防帕金森，应
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有帕金森病
家族史的建议定期随访，关注帕
金森病相关症状；二是加强体育
锻炼和脑力活动，缓解神经组织
出现衰老；三是减少接触对神经
系统有害的物质，如一氧化碳、
锰等物质；四是积极预防动脉硬
化。

春光无限好，正是出游
时。上周，我们以《春暖花开

“银发族”扎堆出游热》为题，报
道了我市老年旅游市场的一些
情况，引起了很大反响。一周
来，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讲述自
己对“银发族”旅游的看法和建
议。对此，本报也为老年人提
个醒，在出游过程中，应格外警
惕市场中的免费游、低价游、购
物游等陷阱，千万别贪小便宜
吃了大亏。

“劳累了大半辈子，终于把
子女抚养成人，趁着自己身体
还好，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
山。”如今，这成了不少老年人
的心愿。很多年轻人也表示，
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应该趁着
退休后的时光出去看看风景，
在旅游中享受晚年生活。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随
团游是不错的选择。如何选择
旅游团？很多老年人把“价格”
当作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一些旅游公司抓住老年人节俭
的消费心理，针对退休老年群
体推出了一系列“特价”“超值”
旅游项目，甚至出现了“一元
团”“0元团”。这些“特价”真的
超值吗？

今年73岁的李先生讲述了
自己的一次糟心旅游经历。3
年前，他和老伴报名了699元游
大理，当时承诺这个价格包含
往返车费，还有三天的住宿
费。谁知，在旅游途中，这个低
价团的游客们被安排了两次较

长时间的购物环节，在购物过
程中，李先生意识到上当了，但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和老伴
也随大流购买了2000多元商
品。“来来回回算下来不少花
钱，整个过程还特别闹心，真是
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他说。

业内人士称，低价团是老
年人最容易上当的旅游陷阱。
低价团的费用要远远低于正常
旅游所需的费用，所付费用甚
至无法支付往返车费，但这种
旅游团绝不会赔本赚吆喝，会
使出浑身解数，从游客身上

“掏”出钱来。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免

费旅游”，也是老年人需警惕的
旅游陷阱。一些不法分子以

“免费”“吃住全包”等为噱头，
引诱老年人交费加入一些“养
老”“养生”机构，以旅游为名进
行高价劣质的“保健药品”“营
养食品”推销，骗取一定钱财后
再跑路，等老年人意识到上当
受骗时，往往为时已晚。

除了低价、免费的陷阱，还
有一些旅游团利用老年人喜欢
向亲戚、朋友“炫”旅游经历的
心理，向老年人推销高价的特
产、纪念品。“我爸喜欢去旅游，
我们姊妹几个也很支持他，可
他每次旅游回来，总会买一大
堆旅游纪念品，千里迢迢背回
来，实际上没有一点用处，不仅
浪费钱，还让旅途特别累。”市
民朱女士说。最夸张的一次，
朱女士的父亲从黄山背回来一

个很大的根雕，这个根雕少说
也有10多公斤，且不说花了多
少钱，单是这样的负重，就让她
很为父亲担心。

其实，在物流畅通的时代，
年轻人都知道，即使在自己的
城市也能买到全国各地、甚至
世界各地的产品，在旅途中花
高价从当地买回来一些产品，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对于老
年人来说，在旅行过程中往往
经不住导游的推销，不自觉就
会购买一些产品。

旅游是一门学问，对辨识能
力略差的老年人来说，出门开阔
视界、见识大好河山时，更需要
仔细辨别。如何才能擦亮眼
睛？业内人士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做好旅游攻略。不管
是自驾游还是跟团游，一定要
把旅游的路线和景点、旅馆的
价位都弄清楚，还要弄清楚如
何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保障
自身的安全。

二是避免一个人旅游。老
年人体力、适应力都不如年轻
人，突发意外的概率较高。因
此，应避免一个人出游，最好能
三五人结伴，在旅途中相互照
应。

三是作好旅游经费预算。
有钱、有闲已成为新一代老人的
名片，在计划出游时，老年人一
定要清楚自己计划拿出多少钱
去旅游，作好相关预算，避免不
必要的支出，在做好财务管理的
同时，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频繁出现情绪变化 警惕患了帕金森病

老年人拥有大量可自由支
配的时间，银发旅游正成为旅
游市场新的增长点。让老年人
更好享受旅游生活，在享受自
然山水、感受人文景观的过程
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要进一步拓展银发
旅游市场。景区、旅行社要根

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在路线
安排、行车住宿等方面体现更
多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旅游
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在食、住、
行、游、购、娱等方面满足老年
人的需求，增强银发旅游的幸
福感、安全感。

其次，要进一步规范银发
旅游市场。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引导老年游客树立正确的消
费 理 念 ，抵 制“ 不 合 理 低 价
游”。另一方面，要加强旅游市
场监管，大力规范、净化旅游市
场，规范旅游养老产业和涉老
旅游业，严厉打击价格欺诈、强
迫购物、擅自改变行程等侵害
老年旅游者权益的行为，为老
年人出游撑起安全保护伞。

激励银发旅游 莫忘提升品质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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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
怀川

公元1567年，郑恭王在大赦中复爵还政，朱载
堉也结束了其颠沛流离的陪狱生活，重返世子府，
回到老家沁阳，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好景不长，
公元1591年，灾难再次降临，郑恭王不幸去世。这
时的朱载堉完全可以继承王位，大展鸿图，修身、治
国、平天下，可他“厌倦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
鸣”，不顾皇家颜面，逆势而行，7次上书朝庭，主动
要求让出王位，想过平民生活。“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他58岁时，终获朝廷批准，遂隐居沁阳丹
水河畔的九峰山下，“两耳不闻窗外事”，布衣蔬食，
箪食瓢饮，痴情词曲创造，为《郑王词》流芳百世打
下了坚实基础。

朱载堉隐居后并不是逍遥快活，而是心静如水，
生活低调，继续专心研读天文、音乐、数学之余，常常
布衣幅巾，出入乡野，广泛收集民间音乐和歌谣，潜
心词曲创作。这段时间，布衣王子不仅心态好，与世
无争，还能与民同乐，“挂一幅单条画，种几枝得意
花”，“半边栽果半种田，黄酒白鸡随时使，渴来时手
掬清泉。微风吹面何须扇。草堂睡起，红日已三
竿”。

细品朱载堉的词作，犹如他的人生一样，始终贯
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生活俭朴、为人忠诚、品行端
正，“立身前之德业”，做正人君子，被人尊称为“小郑

王”，正如他创作的《要行正》所言：
守天理之正道，禁淫乱之邪走。
存方寸之良心，去害人之毒手。
开方便之德门，闭是非之闲口。
吃养心之清茶，戒乱性之浊酒。
交有道之良朋，远无益之损友。
植乔林之桂柏，避乱街之花柳。
《郑王词》的产生，不仅与当时朱载堉所处的社

会及家庭背景有关，还与当时府邸深厚的历史文化
有关。“怀庆，古冀州覃怀之域，商周而下为州为郡。
废置沿革不一，元始名怀庆路，国朝易之以府”。最
著名的沁园春词牌，就诞生于沁阳，这为朱载堉写词
谱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另外，怀庆府府
邸河内文化氛围很浓，历史名人众多，有著名的南北
朝天文学家张子信、唐朝文学家李商隐、北宋宰相卢
多逊、元朝历学家许衡、明朝文学家何塘等大家先
贤，尤其是何塘对朱家三代人都有极深的影响。同
时，怀庆府邸还有诸多学堂书社，庙会集市和非遗剧
目怀梆，这些有利条件都促进了《郑王词》的广泛传
播。人们或在学堂剧院学习传唱，或在门店书社石
印装帧，或在市面集市买卖。

朱载堉隐居山水19年后驾鹤西游，留下的《郑
王词》历经400多年久传不衰，历久弥新。

□董沁生

朱载堉

（公元1536年～

1611 年），字伯

勤 ，号 句 曲 山

人，生于今河南

省 沁 阳 市 的 明

郑恭王府，是明

太 祖 朱 元 璋 九

世孙、郑恭王朱

厚烷嫡子。他9

岁能诗文，11岁

被 立 为 郑 藩 世

子，享年 76 岁，

谥号端清，世称

“端清世子”，民

称 布 衣 王 子 。

他 一 生 品 行 端

正，布衣简出，

不仅在音乐、珠

算 领 域 创 造 了

举 世 公 认 的 世

界之最，而且在

美术、哲学、天

文、物理方面有

惊 世 的 建 树 。

另外，他业余时

间走街串巷，采

风创作的《郑王

词》也具有极高

的文学价值。

“

朱载堉一生命运多舛，却荣辱不惊。他身经嘉
靖、隆庆、万历三帝，15岁时，其父郑恭王因劝明世
宗修德讲学，受到他人诬陷，被废为庶人，禁锢中都
安徽凤阳“高墙”。“高墙”即明时专门关押宗室子弟
的高度戒备监狱，不仅墙高，墙外的壕沟也深，而且
还有禁军把守，这就诞生了成语“席蒿独处”。

据《明史》记载：“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
罪见系，筑土宫门外，席藁独处十九年，厚烷还邸，始
入宫。”也就是说，年少有志、个性鲜明的朱载堉，因
气愤父亲非罪受冤，耿耿于怀，孤身一人来到囚禁郑
恭王的安徽凤阳监狱墙外，筑土室于狱外，打地铺而
独处长达19年。这是需要硬气、骨气、底气的，非常
人所能为之。

回看历史，晋文公重耳虽然也是在外流浪19
年，但生活待遇是天壤之别，有割股奉君的大臣相
随，有貌美如花的美女可侍，有君临天下的梦想可
倚。可是朱载堉呢，15岁，虽然也是风华正茂、初出
茅庐、求学奋进的年纪，却无衣、无食、无屋，过早品
尝了人生凄凉的苦酒，而且长达19年。苦难是人生

的最好教科书，如果朱载堉没有卧薪尝胆的远大理
想、苏武牧羊的坚定意志、司马著史的顽强精神、黄
香扇枕温席的拳拳孝心，是不可能翻过人生这座“火
焰山”的，也不会有今后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也
应对了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陪狱的
19年，朱载堉并没有虚度光阴，而是一心砺志，对音
乐、数学等多有钻研，“余为人之所长，唯算书是好，
因其所好而穷之，以求至乎其极”。24岁，他便创作
了我国音乐学上的大型处女作《瑟谱》，为他登上音
乐巅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581年，他创立的十
二平律理论，在世界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卓有
成效的自然科学家、音乐艺术家。1997年11月，江
泽民同志出访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明代
朱载堉首创十二平均律，后来被认定为世界通行的
标准音调。”

光阴如梭，朱载堉在“陪狱”、谱曲、研究律理的
同时，开始创作大量词作，而且发出了人生第一次感
叹：“锦上花，争先添补；雪中炭，谁人肯送。”

《郑王词》又名《醒世曲》《痴僧录》，从道光元年
到民国24年，后人共收录由朱载堉创作整理的词作
约180首、3.5万字，主要以词为主、以诗为辅，多教
人警醒、自律、为善、尽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整体词作用俚语写成，上口、易懂、好传，很有
乡土气息和生活味道，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东南部
广为流传，很多名篇已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怀
梆剧目的优美唱段，或编成鼓书、折戏的开场白，真
正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高不过人心》（又
名《十不足》）被收入当下廉政教材，成为人们耳熟能
详、朗朗上口的警世名作。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饱饭又思衣。
绫罗绸缎身上穿，抬头又觉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又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藏帷帐，出门还嫌没马骑。
……
当朝皇上把位让，请来神仙下盘棋。
洞宾下凡把棋下，问问哪有上天梯。
若非阎王鬼牌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词由心生，词达胸臆，布衣王子的词直面人生，

嬉笑怒骂之间洞察世道人心，教人“浪里行船，步步
防险”。

谈酒，“君子三盅失礼仪，小儿两盏发狂言。刘
伶醉，染黄泉，李白贪杯丧江边”。

谈色，“烟花寨风流无限，美色淫声，人人贪恋，
初相交比沙糖更甜。参透机关，比冷水还淡，求一日

好，使一日钱，卖一日俏，填一日憨，片时欢悦，惹下
烦恼百端”。

谈财，“烈女爱财失了节，官史贪赃法不严……
劝君少贪无义宝，财多克己悔后难”。

谈气，“气是人间非等闲，孙膑庞涓结下冤，霸王
赌气江边死，三气周瑜殒九泉”。

谈赌，“富家因赌受饥寒，商人因赌本搭干，有的
输光沿街讨，有的因赌病黄泉，有以妻儿顶赌账，有
吃官司挨大板，还有输穷把贼做，犯了王法坐牢监”。

谈运，“龙戏浅水遭虾戏，虎到平川被犬欺，凤凰
落在鸡群里呀，不分好与歹，难显高与低，自有旁人
说是非”。

谈孝，“说娘苦，苦劬劳，听我从头诉根苗，十月
怀胎担惊怕，分娩逃生儿落草。偎干就湿忍饥寒，乳
哺三年身枯槁”。

谈懒，“天子闲懒，难理百官。官府闲懒，难得高
迁。士子闲懒，前程必短。农夫闲懒，冻饿不免……
男人闲懒，忍饥熬煎。女人闲懒，邪淫百端……凡为
人者，断莫闲懒。日进分文，积久成山”。

谈时，“一时不觉又一时，暑往寒来春复时，草木
枯蒿年年发，人老没见少年时”。

谈人生，“一十岁近桥边，不问庄田享清闲；二十
岁进桥头，方知耕读交朋友；三十岁傍桥行，血气方
刚逞英雄；四十岁才上桥，世事繁沉担难挑；五十岁
至桥中，始知天命莫逞能；六十岁将桥过，瞻前虑后
时光过”。

席藁独处 高墙陪狱立心志

济人醒世 布衣疏食苦作舟

隐居山林 痴心不改词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