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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庆萍

从“疫”字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知道疫病相关
知识，因此古代防疫之法多种多样，尽管古代医学很不
发达，但古人的努力在数千年的实践中，亦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隔离之法
我国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古代“隔离”之法。《睡

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答问》载，秦国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
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汉书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
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晋书 王彪之传》
亦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
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这说明秦晋时期，古
人亦知道对瘟疫患者“隔离”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相应
法令。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
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
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
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养正之法
《内经》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

气。”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

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所以“养正”乃是关键。
艾灸之法

古人认知到，艾灸可“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
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
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扁鹊心书》
曰：“保命之法，灼艾第一。”扁鹊是说，艾灸能保命，不但
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可见，古代艾灸也是防疫
之法。

药囊之法
古人认为，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气，可用药物

偏性克制疫毒偏性。如将药囊悬挂或佩戴，或悬挂于门
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预防疫毒感染，所以
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药浴之法
药浴之法，即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内经》曰：“又

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清代刘松峰在《松峰
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
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这都说明，药浴也是古人常用的防疫之法。

粉身之法
古人认为，身上抹粉也能预防温疫邪毒。晋代名医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用皂荚、牡丹、细辛、干
姜、附子等配制而成的药物，既可纳鼻中吸之取吐，亦可
外粉周身，用以祛邪辟秽，甚至还可用于治疗牛马疫病，
一方兼而多用。

烧烟之法
清代《验方新编》中，有空气消毒之方，以“苍术末、

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此
苍术味道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邪，烧烟
亦有空气消毒之功效。可见古人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
离、养正等方法，还有烧烟消毒法。以中药烧烟给空气
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
病。

消毒之法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

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清代贾山亭《仙方合
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
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时代往前跳了一大步，科学有了大的飞跃，我们有
足够的信心，战胜突发疫情，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万
不可丢在身后！

（作者系山东省微山县文学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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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铭

夏日云端酒万杯，扪天坐望远尘埃。
谁邀翠影随风舞，我唤青山一一来。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立夏登凤凰岭

○董国宾

这个故事不是虚构
就像一片叶子悬挂眼前

你不去想
它就是叶子

这片闪亮的叶子挂在一棵好大的树上
叶子随风飘游 似小舟

无尽头的路上
丢不掉的魂就是瓦片上的故乡

这虚构不出来的故事深处
一张张瓦片 犹如弯月亮

在童话里发芽
在期待中生长

故乡老屋安静地躺在土梁上
雪雨横飞是从容
风霜走过是安详
夕阳映照是脸庞

瓦片上的故乡住着旧时光
越山涉水远行的人 一路飞奔思念

屋檐下
母亲将惜爱缝进衣裳

一道道瓦楞 张望星空
斑驳的土墙 衣兜装满月光

檐沟间小草 摇晃老不掉的岁月
绕梁燕子 年年衔来春天的歌唱

瓦片上的故乡
田埂上长满希望

村口的荷塘
大口大口吐着荷香

黝黑的泥土
始终没有感伤
远行的脚步

总也走不出瓦片上的故乡
（作者系山东省微山县文学爱好者）

瓦片上的故乡

□王南海

当春光已逝，人们感怀花颜易老，春光不再时，石榴花
却在仲夏开放。它仿佛是特立独行的姑娘，个性十足，又美
貌动人。石榴花是夏天五彩缤纷调色板上，最耀眼的那抹
红。

喜欢石榴花，是因为上班的路上，必要经过两株巨大的
石榴树。它们就长在街道拐弯的地方，每次走到那儿，我都
会深情地凝望。不知道这两株石榴的年龄，可是粗壮的树
木，繁茂的枝叶，总让我期待一树花开。五月中旬，石榴树
上开始泛起了星星点点的光，那是石榴花的花苞儿。一朵朵
紧紧地闭合着，仿佛在暗自思忖：“好像到了该开的时节。
晚两天呢，还是早两天？”待下定决心，只一个字：“开”。
于是，那些开在碧绿枝头的花儿，就在初夏的阳光里，

“噗”的一声绽开了。
石榴花开的季节，我喜欢凝望这些美丽的花朵。大文豪

郭沫若先生，曾把石榴花形容为“夏季的心脏”，描绘出石
榴花蓬勃、热情的性格。在我眼中，石榴花就是一个女孩儿

的名字，她温柔，美好，却又不低俗，妖冶。她就像是一朵
美美的“新娘花”，与相爱的人在平凡烟火的日子里，保持
着对幸福的崇敬，守望着平静的生活。

最爱石榴花的花瓣儿，在湛蓝的天幕中，她以绿色相
配，红色的花朵，宛若新娘的礼服，红得那么纯粹。而黄色
的蕊，似乎用自己最明艳艳的黄色，与红色的花瓣儿搭配出
自然最和谐的色泽。最妙的是她的花萼，也是红色的，如火
炬的把手，稳稳地托住花朵，而那些小小的花骨朵儿，则深
情默默地与绿叶久久凝望。

雨中的石榴花是最有一番温婉的。夏季多雨，当一场淅
淅沥沥的雨过后，你看那些石榴花，雨滴在花瓣儿上流连，
缓缓地在花朵的下部形成了一滴晶莹剔透的水滴。那水滴仿
佛是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都能看到石榴花的美。难怪古
往今来，那么多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唐代韩愈曾深情地说：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李商隐也曾吟：“榴
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李白也曾写石榴：“珊瑚
映绿水，未足比光辉。”在李白的眼中，即使是映照绿水的
珊瑚，也没有石榴发绿叶滋润。王安石更把石榴比作精灵，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石榴之美像腌制，如
火如美人，这是古人对石榴的赞美。

后来，去了很多地方，才慢慢觉出，其实，石榴与古建
最搭。在成都的宽窄巷，我邂逅了一树树的石榴花。踏进这
里的人家，你总感觉别有洞天。穿过门廊，竟然宅中有园，
石榴花开，绚烂无比。石榴花让古老的宅院，时光倒流，仿
佛时光从来未曾改变。花依然开，园主人依然身着长袍，站
在园子里赏花，亦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宅中有园，园中有
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这是中国
式的院落梦想。”而一株代表了多子多福的石榴树，也是其
中的点睛一笔。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石榴花还有很多作用呢。古人用
它染衣，“千户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花可以
染色，是经典“秋香色”的底料。石榴花亦可以做胭脂，而
美丽的娇艳的石榴裙，亦是姑娘们的最爱。

石榴花，一朵昂扬而热情的花……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学爱好者）

五月榴花照眼明

○左士民

五月，
我们赞美劳动；

五月，
我们歌唱母亲！

五月，
是笑容可掬的天使；

五月，
是朝气蓬勃的青春！

五月的雨，
是劳动者的汗水；

五月的风，
是母亲温柔的双手。

五月，我们告别春的萌动，
五月，我们迎来夏的叶茂。

五月，我们歌唱伟大的祖国，
祖国，正风华正茂！

（作者系江苏泗阳县文学爱好者）

歌唱五月

《绿草如茵》 李昊天 摄

□程应峰

所谓亲密有间，是指再要好的人，也要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了适度的距离，才有属于自己的
私密空间，才有可能一个人停下来静静歇歇。三毛说：“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
果反生隔离。”事实正是这样，“亲密无间”走到最后，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契诃夫把妻子比作
月亮，但不愿意这枚月亮夜夜出现在自己的夜空。

“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淡淡的的话锋，是如此一针见血。真正的友情是纯粹的，无半点功利
的。能帮你是情分，不能帮你是本分。人与人相处，一味交浅言深，亲密无间，时深日久，难免生出
是非曲直，甚至龌龊愤怨。

如果有人要问，幸福生活的奥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亲密有间。人与人之间，如果一方无休止
的入侵彼方的世界，入侵失败就倍感挫折和愤怒，毋庸置疑，这就是不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的缘
故。夫妻相处，若懂得给彼此留一点空间，留一段含蓄而适度距离，才更有葆鲜共处的可能。红尘烟
火间，大凡能走向白头偕老的人，都会给彼方一个充分的私人空间，更甭说将自我意志强加给彼方
了。

亲密有间，方能有利有节地放弃和妥协，绝不会一不经心就将自己置于无法扭转的危机之中。所
以，哲理诗人纪伯伦说：“彼此斟满了酒，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
块取食；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亲密。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树
荫中成长。”

有一则寓言：寒冷的冬天里，两只刺猬要相依取暖，一开始由于距离太近，各自的刺将对方刺得
鲜血淋漓。后来它们调整了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适当的距离，不但能够取暖，而且很好地保护了对
方。这是著名的“刺猬法则”，告诉人们在相互交往时要像刺猬一样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就是亲密有
间。只有亲密有间，才有适时调整、容纳对方的空间。否则，就会积聚矛盾，导致感情无法补救地破
裂。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何尝不是对“亲密有间”的形象诠
释？人与人的交往距离太近或太远，都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太近了，就容易发现对方的不
足和弱点，容易产生摩擦，甚至彼此厌倦；距离太远了，双方都不能很好地了解，彼此容易冷淡、疏
远，甚至互相遗忘对方。所以，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亲密有间，疏而不远”。

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失的反而会越多；生活的幸福，越是强求，就越是难以得到。相亲而
有分寸，抱真而不失恒，云卷云舒，亲密有间，才会天高云淡，才会拥有别样的自在和悠闲。

亲密有间，方见树绿天蓝；亲密有间，才能让人性的美丽不懈不怠地伸延。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亲密有间，疏而不远

□许永礼

跟老于的认识纯属偶然，是在一次去南京出差返
程的火车上。当时他正就着花生米，喝着二锅头，吃
得挺欢。我打开行李，取出一只烧鸡和一些茶干，颇
有意兴地对他说：“老哥，咱俩拼盘合伙，喝两口
呗！”

老于也挺爽快，没喝两杯借酒助兴，话也就多起
来了。这一聊可了不得，原来老于跟我同城，只不过
他住城区，我住城郊。感叹世界真小的同时，我们互
换了名片，看了我的片子，老于便禁不住惊呼：

“哟，原来你就是小许啊，常见你在报刊上露脸呢！
才子，绝对的才子……”

我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在酒意正浓，脸红
也属正常。我说我那都是些“豆腐块”，没事写着玩
的。老于却不搭我茬，只见他抹一下手，登上座位，

从行李架上旅行包里呼啦拽出一张报纸来：“瞧瞧，今
天的南京晨报，副刊上就有你的大作。实话跟你说了
吧，我没事也爱涂两笔，有时候咱俩还同版呢！”不容
分说，老于拽我去餐车，正式喝上了。

老于的话里有惊喜，有褒奖，也是有一些沾沾自
喜的。我看过他的文章，属于原汁原味的生活，挺实
在。不过老于在地质科上班，工作家景都还优越，他
撰文写字，完全是一种雅趣。而在我，则是一种情
结，可能是一个没有圆就的文学梦，算是另一种形式
上的延续吧。

傍晚，我跟老于在月台上握别，他拍了拍我的肩
膀，说有时间去拜访我。我说那怎么行，你岁数大，
该我去拜访你才对，到时咱俩再喝两杯。老于朗朗地
笑了：“你那个地方我经常去的。”事隔半月，老于果
然登门造访了。

“我来你们矿勘探，顺道来看看你。”老于端着茶

水，缓步走进我的书房，望着我那占据了一面墙的书
柜，惊叹道：“哎哟，你有那么多的藏书啊，比我当年
的还多呀！”我说哪里，附庸风雅而已。

老于的目光掠过那些经年的书籍，停顿在一套
《外国短篇小说精选》上，那书上下两本，深绿色的封
面，老于说他也有一套，边说就边抽了出来，泛黄的
扉页上，赫然惊现钢笔字迹：于笑天，购于1990年！
那日送老于走，他变得有些缄默，很失落的样子……

其实，那套书是我从夜市地摊上买来的，却一直
没有留意过签名。其实，我也打算卖掉这柜旧书，腾
出地儿来好放一些古玩瓷器。可我现在改变了主意，
我怕若干年后，在另一个后生的书架上看到自己曾经
的藏书。

我得把这柜书留给儿子，告诉他书籍与梦想一样
珍贵，青春是不能被遗忘的。

（作者系安徽省铜陵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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