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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逃难遇桑葚
■ 李 茜

相传，光武帝刘秀讨伐王莽，在徐州

被打得丢盔卸甲，从战场上逃出，他来到

了黄桑峪，躲进了桑树林。

时值盛夏，桑葚成熟，一阵风吹过，熟

透的果实滚落一地。 刘秀又累又饿，头痛

欲裂，他绝望地躺在一棵树下。 不料，一颗

果子掉进嘴里，咀嚼时，立时满口甘甜，饥

渴顿消。 后来，刘秀渴饮溪水，饥食桑葚，

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元气。

等到获救之后，将士告诉他：“这棵树

是桑树，它左边的那棵是椿树，右边的是

大青杨树， 您吃的是桑树上结的果实，叫

桑葚儿。 ”刘秀感慨地说：“一旦平定天下，

孤定封此树为王。 ”

后来，刘秀果然命太监携带圣旨前去

册封那棵桑树。 谁知太监错把椿树当成了

桑树，并封它为王。 这正是“桑树救驾，椿

树封王，气得桑树破肚肠”。

桑树在我国的栽培历史久远，桑树全

身是宝，桑叶可养蚕，根皮还能入药。 桑葚

可生津润肠，清肝明目，安神养颜，补血乌

发。 此外，桑葚中含有丰富的锰，配合白术

使用，可促进智力发育，《本草纲目》把桑

葚称为“令人聪明”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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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小姨读完高中，

恰逢县棉纺厂招工，经过多

轮角逐 ，小姨成了一名“纺

织姑娘”。

小姨生得身材高挑，模

样俊 ，心灵手巧 ，拥有高中

文化 ，这在当时，可算是个

“高文凭”。 上岗后不久，她

从一众纺织女工里脱颖而

出，当上了小组长 ，后来多

次被评为生产标兵。

小姨住集体宿舍，平常

不出厂门，但到星期天，她总

是来我家玩， 有时带些水果

或新连环画，大大方方地说

来姐夫家蹭饭。帮完厨，她就

跟我们做游戏， 唱歌跳舞，

讲老家趣事。 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性格开朗的小姨子。

有一次，母亲特意让她

再待一会儿，避开我们。 在

里屋 ， 母亲关切地说：“妹

呀，可不好这么稀里糊涂地

过。 开年后，你就二十四岁

啦！ 得抓紧，尽早把个人的

大事解决好 ，说说看 ，你想

找个啥样的？ 看我能不能帮

得上忙啊。 ”

小姨这才抿嘴，认真想

了想，羞红着脸：“姐，我不是

没想，心气也没哪高哟！但周

围接触的， 都是女工姐妹，

仅有的几个男维修工和技

术员 ，早就被人‘预定 ’了。

有个我心仪的劳模，可惜去

年已当上了孩子的爸……”

那个年代，青年男女接

触的渠道有限，相亲几乎都

是通过熟人介绍。 小姨崇尚

劳模 ，劳模有人品 ，有实干

精神，这也是当年大多数姑

娘追求的理想伴侣。

从那天起，我妈还真的

上了心，留意观察机械厂的

“劳模群”。 经细心了解，钣

金工小范就不错。 小伙子来

自农村 ，会体贴人，当兵复

员后，在工作岗位上干得很

出色，喜欢打篮球、下棋，好

进步， 曾到夜校培训班，提

高专业理论水平。

那年“五一”，小范再次

当上劳模。 母亲借故要审阅

他的获奖感言稿，婉转地推

介了小姨。 小范听后，频频

点头， 浓眉大眼更加有神，

急于想见这位纺织靓妹子。

他们参加了庆祝会，胸

前佩戴着大红花 ， 格外亮

眼，各自在本厂领了奖状和

奖金。 在母亲的安排下，两

名青年在公园里一见钟情，

相互间露出倾慕之意 。 随

后，他们去看了一场浪漫爱

情故事片。

一对劳模， 花开正红，

“门当户对”，相互映衬。 当

年风华正茂的小范也由此

脱单，成了我们可亲可敬的

小姨夫。 而后来更让小姨惊

喜的是，机械厂优先给领了

结婚证的劳模分了一小套

福利房。 小姨更加笃信，嫁

给劳模是对的，能享受到这

样的“隐形福利”。

目送着孩子们各回各家后，

我和老伴守在阳台上， 饶有兴趣

地观看着夕阳收回葵花般的笑

脸， 火红的晚霞尤如一场缤纷而

下的太阳雨， 洒落在小院里的石

子和花草树木上， 跳动着耀眼的

光芒。

这时，飞来两只麻雀，落在小

院西墙根的核桃树下。 长的稍微

胖一点的、 叫声高

一点的那只像是丈

夫， 另一只长的比

较苗条、 叫声比较

圆润，更像是妻子。

他们不停地煽动着翅膀， 睁着黑

豆似的小眼睛， 你欣赏着我的优

美舞姿，我聆听着你的天籁之音；

你追着我，我吻着你，定格在落日

的余晖中。 玩累了， 你倚在我胸

前，我拥你在怀里，不停地用尖尖

的巧嘴精心地梳理、 打扮着彼此

的最爱。 在他的眼里，她永远是公

主；在她的心里，他是王子。 二人

相互间欣赏 ，是一种享受 ，是一

种默契。

直到艳丽的晚霞留下最后

一片红晕时，他们的恋歌还是那

么动人。 忽然公主倒下，急得王

子发疯地围着公主使劲地叫着，

生怕她听不见。 一看呼唤不醒公

主，王子不停地用尖尖的嘴儿拽

她，摇她。 可是倒下的公主再也

起不来了。这意

外的打击，让刚

刚还是风度翩

翩的王子，像丢

了魂似的，语无

伦次，沙哑地叫了一阵后，傻呆呆

地守在公主旁不叫了。

脆弱的生命，顷刻间就撞醒我

毫无准备的心灵， 原来恋人也好，

夫妻也罢，真正的幸福是有对方的

陪伴；只有学会呵护对方，彼此的

日子才能闪烁出快乐的光芒。 我

不禁牵紧了老伴的手， 怕一松手，

就失去一生的幸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乡

镇卫生所医药匮乏。头疼脑热

去看医生， 常常只能打屁股

针， 肿得我无法落坐。 回到

家，母亲用热帕子，敷针眼，让

硬块散去。 父母说，还是去找

草药来吃，小偏方治大病。

记得春夜，电闪雷鸣，风

雨来袭， 一阵急促的咳嗽点

亮了老屋纱窗。 父亲撩起我

的衣服， 不断地给我后背心

哈热气，咳嗽渐渐平息。

天亮后父亲在门口的枇

杷树上， 摘几片满是皱纹且

呈青褐色的叶子， 用竹片刮

掉叶底面厚厚一层灰色绒

毛，然后用刀切成丝，再在檐

口下的蜂箱桶里舀出蜂蜜 ，

与枇杷叶丝在锅里炒出缕缕

烟雾与香气，之后清水入锅，

敞开熬。 蜜甜的枇杷叶水，带

着草香入喉，咳嗽渐渐平息。

但，我的气喘与咳嗽，过些日

子又复发。

哮喘使我如一条缺氧的

鱼，仰头向天，喉咙发出咕噜

咕噜的痰鸣声。 母亲把平时

收藏的气柑皮同在柑叶 、萝

卜干在锅里熬。 熬好的药水，

调入蜜汁， 刺鼻的清香与蜜

汁的甘甜，随着喉咙滑下，哮

喘又渐渐平息下去， 我不再

那么难受。

我偶尔的几声咳嗽 ，都

会引起父母担忧。 田埂、菜地

边那些嫩红的折耳根 （鱼腥

草），很是惹眼。 父母做完农

活，再去扯几把带回家，做成

凉拌折耳根， 好下饭。 父母

说，折耳根吃了不咳嗽，吃饭

多，身体才能长好。

那时春天流行脑膜炎 ，

父母常吩咐我们去山坡上采

摘金银花、鱼腥草，大锅大锅

地熬， 有事没事舀上一碗当

茶水喝。

但凡谁家孩子咳嗽 ，左

邻右舍都来帮出主意， 这个

好，那个也不错云云，但我吃

过许多药草，咳嗽依然。 隔壁

的秦奶奶说五匹草， 可治疗

咳嗽。 母亲便外出寻找，摘了

一些回来，切细剁碎，制成鸡

蛋饼，吃了几次咳嗽就好了。

多年以后， 我投身中医药事

业， 常常回想起儿时这些往

事， 顿感老一辈充满生活智

慧：我久咳 ，肺虚 ，五匹草清

热解毒，与鸡蛋煎饼，这一清

一补，咳嗽就能好转。

走在乡间，村民常说，百

草都是药。山村人家，屋前屋

后皆有神草护佑， 躲于屋后

石隙，或攀于院坝树枝丫，或

藏于檐瓦之上。需要时，伸手

可得，取叶或者根茎，或掐或

捻，一揉一搓祛病痛；一闻一

喷嚏， 鼻通脑醒； 一根一碗

汤，强筋健骨促健康。

时代变迁， 祖国医药事

业取得长足发展， 百姓寻医

问药有了更多选择， 但家乡

人偶感不适都会想起些沁人

肺腑的中药草，祛疾除病。

“劳模”花开相映红
■ 刘 兵

诗
苑

是谁用劳动的号子

抚摸五月春暖花开的诗意

让拔节的乡愁

在阳光下茂盛起来

那是从父亲手中滑落的农谚

洗涤驿站片刻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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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季节跋涉的脚步

生命麦田沸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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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穿越书页的每一次回眸

仿佛一支久违的旋律

生动田埂上虔诚的祈祷

时光中，渐行渐远的青春

止不住泪流满面

无声地漫过那双干枯的眼睛

被雨水吹拂的小调

始终走不出跑调的乡情

袅袅升腾的炊烟

掩饰不住蕴藏许久的秘密

而手中挥舞的镰刀

却始终无法割舍这家园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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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 有一贫家女子名叫莲

花， 父母在世时曾把她许配给一位

富翁为妾， 而莲花自己却爱慕本村

的一位穷秀才方若痴。

在未有结果时， 莲花的父母双

双病故，只剩下莲花一人。 之后，她

便陷入了矛盾之中： 一方面贪图富

贵，愿作富翁小妾；另一方面甘受清

贫，愿嫁秀才为妻。 这两种心思朝夕

相扰，使她万分痛苦。

后来，荷花仙子暗中相助，将她分为两人，

一个嫁与八十老翁姜古愚当九姨太，一个待字

闺中静候方若痴的青睐。

当了阔姨太的莲花过门之后，受到其他姨

太的刁难，空有富贵而心灵凄苦。 她千方百计

地去接近秀才方若痴，诱他做面首情郎。 谁知

千金难买真情，秀才坚决不肯依从，只爱甘守

清贫的另一位莲花。

身为妻太的莲花怒火中烧，把妒恨转移到

另一个莲花身上。 她仗势鞭打清贫的莲花女，

谁知打了别人，却痛在自己身上，只因两者本

是一人。

荷花仙子见她心有悔悟，遂将两个莲花合

为一个。 莲花真情显露，与秀才若痴结为佳侣，

二人成就百年之好。 这正是：世上人贫心不贪，

莫贪富贵当富人。 富人自有富人苦，何及小康

恩爱人。 （农训学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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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华医藏》出版工作

启动 4 月 19 日，《中华医藏》出版

签约仪式暨出版工作启动会议在

京召开。 《中华医藏》编纂出版项目

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框架下组

织实施的集保存、传承、整理、利用

为一体的中医药古籍再生性保护

项目，拟从现存中医古籍及少数民

族医药古籍中遴选出珍贵善本，分

阶段以精装 16 开影印出版。 该项

目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具体推进，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国家图书馆）指导协调，全国

中医药行业古籍保护中心（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组织

具体实施。 （来源：中国中医）

●青海：加大少数民族医药扶

持力度 近日 ，青海省通过 《青海

省中医药条例》， 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发展中

医药提供必要条件和保障，推进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该省采取措

施，充分发挥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

医药作用，加大扶持力度 ，促进少

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发展。

（来源：青海日报）

●山西：提高传统医药类非遗

项目传承保护能力 近日，山西省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 对传

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

作出要求。

《方案》明确，在提高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能力方面，加快传

统医药类项目传承基地的建设，加

强传承基地与院校合作，创新师承

模式，鼓励获国家保密配方保护或

专科特色的项目单位积极研发新

产品，设立集中医诊疗、产品销售、

养生体验于一体的康养馆（中心）。

（来源：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甘肃：发布第四版新冠肺炎

中医药防治方案 日前，甘肃省卫

生健康委印发《甘肃省新型冠状病

毒 肺 炎中 医药防 治 方 案 （第 四

版）》，要求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持

续发挥中医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

中的特色优势。 《方案》增加了穴位

按摩、耳穴压豆、小儿捏脊、中药浴

足、中医导引术等非药物中医治疗

手段 ，可在预防 、治疗或恢复期使

用，达到扶持正气，疏通经络，调和

脏腑的作用， 有助于恢复体能、体

质和提高免疫力。

《方案 》还在预防 、治疗 、恢复

阶段增加了可在全省调剂使用的

岐黄避瘟颗粒剂、 扶正屏风颗粒、

宣肺化浊颗粒、培土益肺颗粒等院

内制剂，进一步突出甘肃省中医药

特色。 （来源：甘肃省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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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

旨在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

恢复。

《意见》明确，深入发展多层次多样化医

疗健康服务，积极发展中医医疗和养生保健

等服务，促进医疗健康消费和防护用品消费

提质升级。 实施智慧助老行动，发展适合老

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产品和服务。

（新华网）

国务院：积极发展中医

医疗和养生保健服务

当前，上海市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上海市在本轮疫情防

控中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救治效果如何 ？ 怎

样更好救治老年感染者 ， 提高

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能力？ 记

者在上海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张伯礼。

对无症状、轻症感染者中医

药干预后疗效良好

“从中医的角度看， 奥密克

戎变异株的核心病因、病机与之

前的毒株相比，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仍属于中医‘疫’病范畴。 ”张

伯礼分析，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

因是感受疫疠，上海感染者的病

证是湿毒夹风热。无症状感染者

人数多、占比高是上海市本轮疫

情的明显特点。这一方面与奥密

克戎变异株自身特点有关，其毒

性相对减弱，临床症状也相对较

轻；另一方面，与我国及时筛查、

早期就发现感染者和广泛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相关。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 西医

认为无症状，中医认为有证候。”

张伯礼分析，例如一些无症状感

染者，可能会有倦怠无力 、舌苔

腻、 脘腹胀满等中医证候表现。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原则，使用“三

方三药”， 加上上海拟定的协定

方药进行救治。从前期使用情况

看，对无症状、轻型感染者使用

中医药干预后， 在防止病情进

展、加快核酸检测结果转阴等方

面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尽量阻断老年感染者病情

发展

“目前来看，住院病例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三成。大部分

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包括高血

压 、糖尿病 、冠心病 、晚期肿瘤

等。”张伯礼说，基础疾病与新冠

肺炎加在一起 ， 会导致病情严

重，容易转成重症、危重症，需格

外关注。

“治疗老年感染者的首要原

则是‘新老疾病兼顾’。 ”张伯礼

认为， 单纯治疗新冠并不困难，

但夹杂着不稳定的基础疾病，治

疗起来比较棘手。 因此，在治疗

新冠肺炎的同时，应更重视基础

疾病治疗。

“第二个原则是‘扶正祛

邪’。 ”张伯礼分析，老年人往往

有正气不足、脏腑虚损 、气血不

畅等基础病证，感染新冠病毒后

容易迅速加重， 需要重点救治。

在治疗时，要注重“扶正”，保护

“正气”， 采用比如益气活血、益

气养阴等方法；在祛邪上，注重

“清”和“通”，可采用清热解毒 、

活血化瘀等方药。

“第三个原则是治疗关口前

移，先症而治，截断病势。 ”张伯

礼认为，感染者从无症状到有症

状是一个过程， 需要提早干预。

比如在临床上，虽然有些老年感

染者看似普通型，但当出现发热

持续不退、神志不清、痰黏难咳、

肺部渗出不吸收等症状时，就要

抓紧时间治疗。

提高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

能力

目前，上海市的重症 、危重

症病例开始增多，中医药救治力

量也随之加大。

张伯礼介绍，上海市组织具

有丰富传染病救治经验的上海

市名中医和岐黄学者等，会同国

家中医专家组，组成多学科中医

专家组， 每晚固定时间举行市、

区定点医院危重病例会诊和讨

论，全面参与市级中、西医专家

联合查房和会诊。

“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首

先要强调的是多学科合作。 ”张

伯礼认为，重症医学科、呼吸科、

营养支持、护理、中医等学科要

发挥各自优势、集体发力，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从而控制

病情、逆转病情、降低病亡率。

张伯礼分析，中医根据基础

疾病等因素，对每名病例当下最

危险的因素，采取辨证的方法和

有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具体讲就

是一个“早”，一个“准”。早发现、

早预警、早研判、早干预；采取针

对性精准治疗，“一人一策，一人

一方，一天一方”的方法施治。具

体治疗上， 要“快”， 有时还要

“稳”，耐心观察症状变化 ，稳定

不加重就是好。 有时还要“托”，

阳气虚脱要采用大剂量参附回

阳救逆。

（来源：人民日报）

张伯礼：发挥中医药优势，提升救治能力

近日，《“十四五”中国中医科学院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在全面总结

“十三五”发展成效的基础上，对“十四五”

时期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发展进行全面谋

划。 提出到 2025 年，打造形成规模较大、布

局合理、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成为我国中

医药科技创新的核心基地和创新人才的聚

集地，“国家队”的开创性、示范性、辐射性

和支撑性作用得到有效彰显， 为实现做大

做强中国中医科学院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规划》从完善科技布局、夯实平台建

设、彰显特色优势、厚植人才根基、传承文

化精髓、 优化学术环境等方面部署重点任

务，并设置 9 个专栏 62 个项目。 同时，在优

势学科群发展、医疗服务高地建设、优化人

才梯队结构等方面提出目标， 明确将形成

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优势学科群 ， 建成

1~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3 个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建设 2 个国家中医医学中心，

建设一批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堂。

《规划》明确“十四五”重点研发领域及

方向，包括中医药古典医籍挖掘与利用、中

医药理论诠释与创新方法、重大疾病防治、

中医治未病与康复能力提升、 中药资源保

护与利用、 符合中药特点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评价、针灸经络等十方面内容，提出将以

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为研究对象， 组织

实施跨学科联合攻关， 挖掘核心病机的生

物学本质， 科学总结评估中药在治疗新冠

肺炎方面的效果。 启动全国中医药古籍资

源深度普查。 开展青蒿素类药物新适应症

的研究等。

《规划》提出，打造国家中医药科技创

新核心基地。 在心脑血管、肿瘤、古籍文献、

中药资源等学科领域， 完善和布局建设以

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突破点、 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引擎的国

家级科研平台， 积极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

创新中心申报与建设， 强化院级重点实验

室、研究型科室和专科（专病）建设，打造国

家、部局、院三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为建设中医药创新人才高地，《规划》

提出， 全面推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建设

项目，建成中医药特色鲜明、国内一流、世

界著名的中医药大学。 探索“高起点、小而

精、研究型”的办学模式，采用九年一体化

连贯式的培养模式，开拓“经典—临床—科

研”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将师承教育贯穿

人才培养全过程。 同时，加强中国中医科学

院学部建设，实施人才强院计划，构建国医

大师和院士人才培养机制。

《规划》明确 ，积极拓展多层次、多渠

道、多模式国际合作，全面加强中医药防治

重大感染性疾病“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

设，推进国际针灸医学大科学计划。 此外，

在保障措施方面，《规划》 提出改进科技项

目组织管理方式，制定科研项目清单，实行

“揭榜挂帅”等制度。 （来源：新华网）

《“十四五”中国中医科学院发展规划》发布

打造国家中医药科技创新核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