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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错药

巨石后边的荒诞英雄强词有理

赌徒李斯

读 史 札 记

一颗诗心所能容纳的……
知食分子 坊间纪事

窥视欲进化

用宋诗收麦

时尚辞典

□ 李海燕

喜欢那些微雨的夜晚，雨声淅沥，时
光的脚步变得摇曳而缓慢。这个时候，可
以读雷蒙德·卡佛的诗：“享用你身边之
物。比如，窗外/这场轻雨。”或者默念
张爱玲的句子：“雨声潺潺，仿佛住在溪
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
来。”

今岁济南多雨，从仲春到孟夏，不出
旬日便有一场或急或缓的雨，用来打湿丁
香的愁怨，用来凝成芍药颊边的清露，用
来洁白木莲花银雪一般的清香，用来润色
一下我们蒙尘已久的肺腑。而雨最适合的
模样，却是滴落在宣纸上，浸润在诗词
里，婉约了流年，惊艳了岁月。

这样的雨天，让我们来谈谈诗。
这样廓大的题目，从哪里入口呢？或

者可以从韩国电影《诗》说起，一个66岁
的女人靠诗歌度晚年的故事。66岁的女主
人公美子依然保持着未被岁月侵蚀的美，
和一颗常怀诗意的心，然而生活却是千疮
百孔：医生告诉她老年痴呆症即将降临；

女儿离婚后不探望、不寄钱，只把儿子扔
给美子，相依为命的外孙却卷入了一起校
园轮奸案；她的钟点工工作是服侍一位患
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却还对她心存不轨
的糟老头儿……

然而美子依然努力把生活过成一首
诗，她参加民间诗歌会，在遭遇无法直面
的事实时，转身去触摸一朵花，用写诗去
遗忘痛苦。有一颗诗意的心，能否抵抗生
活的残酷？也许不能。被轮奸的女孩儿跳
河自杀，外孙和他的伙伴们却毫无愧疚和
悔意，为了筹集给女孩家的赔偿款，美子
去找了她服侍的老头儿……最后，美子下
决心叫回女儿，平静地看着警察带走了外
孙，行前告诉他：“人永远要维持身体干
净，身体干净了，心才能干净。”

影片结尾，匆匆赶回的女儿只看到美
子留下的一封信：告别的时候到了。美子
和跳河女孩儿的影像重叠起来，画外音是
两人的声音交替着诵读美子平生的第一首
诗……看到这里，我又觉得，答案也许是
肯定的了。诗音一起，天地澄澈，生活加
诸美子身上的所有羞辱、悲伤、艰难，尘

埃一样抖落，只留下爱和美。一颗充盈的
诗心所能给予的，不过是万丈红尘，可近
人身，奈何人心？

美子的故事太激烈了。我更喜欢关于
写诗的公交司机帕特森的电影，名字就叫
《帕特森》。故事发生在邻近纽约的小城
帕特森，公交司机帕特森每日驾车穿越帕
特森，日复一日过着人们眼中枯燥乏味的
重复性生活。然而在静默的空间和波澜不
惊的简单生活之下，帕特森和妻子劳拉，
还有他们遇见的人——— 酒保Doc，写诗的
小女孩，瀑布前的日本诗人，他们都有专
为自己的心灵栖息的角落，都是非常自由
和高贵的人。然而帕特森甚至不清楚自己
能否称得上一个诗人，小女孩和日本诗人
都问过帕特森一个问题：你是诗人吗？帕
特森喜欢写诗，将那些随时想到的句子记
在他随身携带的秘密笔记本里，在没有复
印过，也根本没想过要发表的诗集被斗牛
犬撕碎之后，帕特森犹豫了。“它们是写
在水面上的诗。”一阵风，字迹都消失了
以后，帕特森还能保有诗人的身份吗？也
许，电影《诗》里的老师说的有些道理：

写诗不难，难的是有一颗诗意的心。失去
作品的诗人依然是诗人。在以后的日日夜
夜，公交车司机帕特森仍将以诗人的目光
注视来来往往的人，注视自己的内心。就
像《诗的葬礼》中写的：

把一首/在抽屉里锁了三十年的情诗/
投入火中/字/被烧得吱吱大叫/灰烬一言
不发/它相信/总有一天/那人将在风中读
到

如果说美子的故事问的是一颗诗意的
心能否对抗生活的残酷；帕特森的故事问
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诗人，什么是真正的
诗心？诗人并不总是特立独行，诗人也可
以有一张泯然于芸芸众生的面孔。但诗人
永远是诗人，生下来就是，在他意识到之
前就是，在死后也永远是；而一颗诗心，
即是凡心。平凡不是平庸，平凡可以是不
掺杂质的高贵，高贵也许正是独一无二的
平凡。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写：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
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
着……一颗诗心，所能容纳的，也不过是
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 傅绍万

李斯是秦朝的开国功臣。他从一介
平民布衣，走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宰相高位，最终却死在刑场上，成为历史
上最大的悲剧人物之一。纵观李斯的奋
斗轨迹，可以说，他是一个时代造就的
赌徒。

李斯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那时已经进入战国后期。对于春秋时
期，孔子的评价是，已经“ 礼崩乐
坏”。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是道德沦
丧。这个时代的人，只讲功利，不讲道
义，唯利是图。记录战国历史的信史当
数《战国策》。此书之作，上继《春
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
间，载其行事。刘向定《战国策》三十
三篇：“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
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
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

李斯就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典型
人物。李斯年少时，信奉的是老鼠哲
学。他当时做一个郡的小吏，见吏舍厕
所中的老鼠，吃的是肮脏的东西，不时
有人犬走近，“数惊恐之”。李斯进入
仓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
不见人犬之忧。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
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之后，他跟着荀
子学帝王之术。学成，西事秦。他和老师分
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六国皆弱，无可建
功者，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选择秦国最
容易成功。他和老师谈心，直抒胸臆：诟莫
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到了秦国，李斯先走的是吕不韦的门
路，当上了吕不韦的舍人。李斯也因此接
近了秦王，做到了长史。工作是派遣谋士
持金玉游说诸侯，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
不肯者，利剑刺之。李斯在前离间六国的
君臣关系，秦王在后派将用兵。李斯因功
做到了客卿。这个时候，出了一个事件，就
是韩国间谍郑国案，秦王下了逐客令，李
斯也在被逐者中。李斯在史上留名，很重
要的是这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篇《谏逐客
书》，仔细分析字里行间，可以说这是一篇
言利书，没有什么道和义可言，纯是以有
利无利说动了秦王，他和客卿们留在了秦
国。

李斯利欲熏心，赌徒的本相越来越明
显。他嫉才，毒死了自己的同学韩非；
向秦始皇进言，造成了焚毁诗书的文字
浩劫。特别是与赵高合谋，篡改秦始皇
遗诏，害死扶苏，立胡亥为新君。最
后，父子同死于胡、赵的屠刀之下，使

秦朝由盛转衰。
有其徒必有其师。李斯的老师荀

子，被归于儒家之列，在儒家中具有重
要地位，其实他的思想已然变了味道。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讲仁讲德，儒家最
重要的传承者孟子，讲义，讲人性善。
而到了荀子，就发展到人性恶，发展到
不信道德。苏轼在《荀卿论》中提出：
“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
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
桀、纣性也。尧、舜伪也。’”而到了
他的两个徒弟，则全部成为利欲之徒。
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是持名利说之徒，
他著作中的名篇《说难》，完全立论于
高名、重利。

这确是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世风
日下，有一个演进过程，人处于其中，
可能就麻木了，如久在鲍鱼之肆，而不
闻其臭。处在世风演进的过程之中，圣
人也难以逆转。此应使政治家深思之，
敬慎之。直至汉代，人们又回过头来反
思历史。贾谊《治安策》就提出：“移
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过秦
论》中总结秦的得失，提出秦“以六合
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
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人类历史的发展扑朔迷离，但总还
是有基本规律可循，总还有一些永远不
变的东西，这是圣人所持守的，是人类
和动物世界的不同之处。宋代的曾巩评
《战国策》，有这样的论述，“二帝三
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
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
也……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
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
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
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
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
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
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
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有用之者，亦
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
悟也。”为善可以保国、保家、保身，为恶必
害家国性命，君子务本守正，世上所谓
大智大慧之士，也不可纯以权谋诈术而
立于世。

□ 丁小村

西西弗被判进入地狱，但他非常想重
返人间，他的愿望被神许可，他回到了人
间———

一旦重新见到人间世面，重新享受清
水、阳光、热石和大海，西西弗就不肯再返
回黑暗的地狱了。召唤声声，警告频频，一
概无济于事。西西弗面对海湾的曲线、灿烂
的大海、大地的微笑，生活了多年。诸神不
得不下令了。逮捕了大胆妄为的西西弗，剥
夺了他的乐趣，强行把他押回地狱，那里早
已为他准备了一块岩石。

众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
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的重量一次又
一次滚落。诸神的想法多少有些道理，因为
没有比无用而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
罚了。

西西弗的苦役，是没有止境的。所以，
“我只愿在尘世获得幸福：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 这一愿望注定是一次短暂的快
乐，是从众神打盹的瞬间，一次偷偷的出
行，一个小小的越界。

在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中，惩罚是永
恒的，因为它无望；惩罚也是荒谬的，因为
它无效。

听故事的人往往注意到西西弗悲剧的

一面，却忘却了它荒谬的一面。
当然，加缪讲故事，也并非为了推论出

这样一个结果：人生本身是荒谬的，你所有
的努力，都无法对抗命运的捉弄。

庄子也喜欢讲这种荒唐的故事：
他带着弟子出行，在山中看到一个伐

木的农夫，弟子们感到很惊讶，那些长得端
直高大的树都被砍倒，树活一生，终于刀斧
之下，这是个悲剧；他们晚上夜宿农家，主
人要杀鸡宰鹅招待他们，弟子们发现，主人
挑选的是不能打鸣儿的鸡，杀了吃肉，那些
能打鸣的鸡，保住了自己的命。

弟子们给老师提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问
题：老师，您看，有用的树被砍了做房梁，没
用的树却能终其天年得到长寿；无用的鸡
被杀了吃肉，能打鸣的鸡则能够延寿保
命……那么人在世上活一辈子，到底要做
有用之材呢还是无用之材？

庄子笑嘻嘻地说：呵呵，不可说，不可
说，呵呵。

庄老师打这个马虎眼，不过是为了掩
饰人生逻辑的荒谬———

经历荒谬的人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
发现人生的逻辑是荒谬的。这正是西西弗
的深层悲剧——— 加缪把他称为荒诞英雄，
是因为他不但受到了惩罚，还发现反抗无
效——— 并非你推动石头上山，最终石头就

能在山顶。
这也是庄子的可爱之处，他不和荒谬

的人生逻辑较真：因为每一次较真，都是你
对自己的伤害。

西西弗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是巨
石轰隆隆滚下山底，众神正在天上哈哈大
笑：仿佛这种惩罚让他们十分快乐。这时候
西西弗一边沿着山路缓缓下山，准备再一
次把石头推上山顶……在下山的途中，他
会想些什么？

西西弗可能会咒骂众神的无聊，感慨
人生的沉重无望；西西弗也可能感到欣慰，
唔，我终于又把石头推了一次；西西弗或许
会抬头望一眼天，众神，你们笑吧，你们看
着我继续推这块巨石吧……

虽然加缪承认西西弗是个“荒诞英
雄”，但他并不否定荒谬的人生——— 他承
认，这种对荒谬人生的反抗并非是毫无意
义的：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
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
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
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
有救世主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也不是渺
不足道。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
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
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
实一颗人心。应当想想西西弗是幸福的。

这是故事讲述者对一位英雄的最高褒
奖，虽然他正在经历着荒谬的过程。

庄子漫游到某人的地盘，某人正担任
着高官要职，庄子来了，让他十分恐慌：像
这么大名鼎鼎且有才华的人来了，肯定是
来抢他的职位和地盘的。于是某人下令全
城搜捕庄子。庄子呢，什么也不说，只是
静——— 静——— 地——— 看——— 着——— 你。

最后庄子用最喜欢的方式讲了个故
事：

大雁在天上飞，猫头鹰在田里抓田鼠
吃。突然间大雁飞过头顶天空，猫头鹰抬头
一看，吓坏了，以为大雁要来抢它的田鼠，
于是猫头鹰用自己想象的凶狠的语气朝着
大雁怒吼：吓！

它以为这样可以吓走大雁，免得它来
抢自己的田鼠。但是大雁根本连看都没看
它一眼，高飞而去。

庄子的智慧，也是他讲故事的智慧。这
一点，他似乎比加缪更轻盈，也因此而弱化
了世道的残酷与命运的荒谬，让人感到几
分享受人生的快乐。

每一块巨石后边，都有一个荒诞英
雄——— 在我们世人看来，有时候十分可笑，
有时候十分可爱。

面对这块坚硬而顽皮的石头，我们通
常用故事把它化为一笑，就像庄子那样。

□ 伊 尹

读初中那会儿我住在奶奶
家，奶奶家在工字楼里，如今这
种建筑几乎看不到，在那时却
很常见，楼层局促，夏天闷
热，冬天寒冷，因为房间普遍
不大，家家户户都在走廊做
饭，邻里之间没啥隐私可言。

我放学回家，到了我们这
一层，先听到第一间房屋里传
来卧床老奶奶骂她儿子不孝的
哼哼声，接下来看见邻家五岁
的小男孩被他妈妈拧了耳朵，
因为他刚刚将手插进米缸里玩
大米，接着是劳模叔正在煎臭
豆腐，他是公交车司机，不知
道是谁先以劳模代替了对他的
称呼，时间一长，他也就认可
了，后来我才知道，当劳模是
有奖金的，他拿了奖金却不请
大家吃饭，这称呼是挖苦他
的。人心真险恶，这点事也耿
耿于怀，好在劳模叔不计较，
那奖金够他买一缸的臭豆腐。

半开放式的空间，还是满
足不了某些人的窥视欲望，有
一天我正在屋里写作业，有风
吹过，窗帘被风掀起，窗外有
人，等我出门，看见一个矮胖
与仓皇逃离的背影，手中还拿
着蒲扇，窥视时也不忘降降
暑。是同一层东楼的敏姨，就
是她，在我同学登门给我送书
本之后，传播我早恋谈男朋友
的领头者，如果不是风出卖了
她，还不知她会窥视我多久。

不过窥视归窥视，她还算
一个好人，包了好吃的饺子，
邻居家都会送上一小碗。有一
个中午我忘带钥匙，奶奶又不
在家，她热情地将我拉到她的
家里，吃了一顿午餐，因此她
的窥视与热情，让我很难给她
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是好人或
是坏人？这感情混淆不明，既
认可又反感的交织。

单元楼的好，可以阻隔邻
居窥视的企图，固若金汤，一
年半载也难打一次招呼，后来

想到敏姨，她在这种封闭密实
的环境下，窥视难行，大概她
会发疯的吧。

有一熟人，行长，一次酒
后吐真言，说他最忌讳人家将
包对着他，曾有人将微型摄像
机放置包中对着他，那人是他
同批次竞争的对手，这事成为
他的阴影，又如惊弓之鸟，怀
疑一粒扣子图谋不轨我也能理
解他。

有常出差的朋友进酒店就
先检查，检查有没有暗藏的摄
像头，空调、电视、浴缸上
方，镜台底下……原以为社会
越发展隐私会被保护得更好，
其实在被科技剥去屏障，他敏
感自有道理，他曾在卫生间里
检查出秘藏的摄像头，酒店老
板理直气壮，因为怕有人在卫
生间里做坏事。

新闻里报道，一个窥视欲
爆了品德之表的邻居，趁邻居
夫妻不在家，撬开门锁进屋装
了偷拍装置，好久之后才被这
对夫妻发现，警察问这邻居的
意图，他回答说，好奇，想看
看！

似乎每个人都有这好奇
心，有个直播平台，能够通过
店主的摄像头观看镜头前的情
景，我也曾看过，看清晨的一
家包子铺，中年大妈拿一角零
币买包子，她耐心数钱，店员
不耐烦，大妈讲道理，一角钱
也是钱啊！她身宽体胖，身后
堵了几个等待买包子的年轻
人，等得有些焦心……

窥视并非出自需要，而是内
心自带的天然属性，在强大技术
力量的支持下，总有一天这个世
界再无死角，尽可随意切换所需
范围，再结合了定位——— 想想
看，丈夫和朋友在棋牌室打牌，
妻子语音追来：笨蛋，你出错牌
了，还有，你盯着那个送茶小姑
娘看了好几眼。

我相信，没有秘密与隐私
的未来，会有许多人选择不婚
主义。

□ 王东峰

初夏暖风吹麦黄！在宋诗中
穿行，重温农耕时代麦收季节的
艰辛劳作和丰收喜悦。

“麦头熟颗已如珠，小阨惟
忧积雨余。丐我一晴天易耳，十
分终惠莫乘除”。麦收季节，最
怕阴雨天。范成大在这首《刈
麦》诗中，祈祷天晴不雨，帮
助农民颗粒归仓。不过，天有
不测风云，有时候，偏偏在麦
收季节阴雨连绵。方岳的《麦
叹》就写道：“田家望麦在须
臾，何啻中流济一壶。黑雨漫
天 殊 未 已 ， 黄 云 委 地 不 堪
扶。”此诗就描述了农人即将
收割麦子时，天降大雨，持续
不歇，麦子全部倒伏，遭灾歉收
已成定局。

戴复古的《刈麦行》云：
“腰镰上垄刈黄云，东家西家麦
满门。前村寡妇拾滞穟，饘粥有
余炊饼饵。”农夫腰中别着镰
刀，到田地割麦；家家户户，麦
子堆垛在庭院中、大门前；女人
在收割后的麦田拾麦穗。此情此
景，生动地描绘出农村麦收季节
的繁忙景象。

“小麦深如人，澶漫不见
地。一苞十余茎，一茎五六穗。
实粒大且坚，较岁增三倍。芟获
载满车，累累犊衔尾。大挈置之
场，巃嵷丘陵起。妇姑趁天色，
扑抶喧邻里。贫者捃其余，翁妪
携稚子。农家兹有获，卒岁可无
馁”。小麦丰产，农人欢喜；收
割后的小麦，一车接一车运送到
麦场上，高高的麦垛像丘陵一
样；天刚蒙蒙亮，家中主妇就起
床了，准备早餐，收拾农具；贫
穷的老人带着孩子，捡拾地上遗
落的麦穗。这是郑獬的《收麦》
诗描绘的麦收场景。

戴栩的《刈麦行自灵岩归示
赵丞》，同样形象生动地描绘了
麦收时节的繁忙和农夫的辛劳：
“大儿牵衣镰在手，小儿携篝并
畦走。陌翁语妪切莫迟，梅风温
云晴不久。两手便熟镰无声，黄
云捲地苍坡平。一声长歌出台
笠，麦蛾飞起缘其缨。炊烟幕幕
暗杨柳，大妇壶飧仍榼酒。酒沉
飧冷未暇尝，腰骨酸辛一骧
首。”趁着天晴有利时机，一户

人家在天不亮就举着火把赶往麦
田割麦，镰声嚓嚓，麦子应声而
倒。家人送来的饭菜都已经放凉
了，农夫依旧埋头割麦，顾不上
吃。

麦子收割后，接下来的工序
就是打麦了。且看张舜民的《打
麦》诗：“打麦打麦，彭彭魄
魄，声在山南应山北。四月太阳
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
天心麦已熟。鹖旦催人夜不眠，
竹鸡叫雨云如墨。大妇腰镰出，
小妇具筐逐。上陇先捋青，下陇
已成束。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
头枯面焦黑。”此诗开头就直承
题意，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
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
的工作情景。接着撇开打麦，用
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突
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
抢收的紧迫性。

麦子打下来后，要入仓，要
缴租。张耒的《仓前村民输麦
行》：“场头雨乾场地白，老稚
相呼打新麦。半归仓廪半输官，
免教县吏相催迫。羊头车子毛巾
囊，浅泥易涉登前冈。仓头买券
槐阴凉，清严官吏两平量。出仓
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单衣换。
半醉扶车归路凉，月出到家妻具
饭。一年从此皆闲日，风雨闭门
公事毕。射狐罝兔岁蹉跎，百壶
社酒相经过。”此诗开头两句写
农家打麦情景，“老稚相呼”四
字将农家打新麦时的情景及喜悦
之情写得历历如在目前；三四句
言新麦的去向；“羊头车子”四
句写向官府交粮；“出仓”句至
结尾铺陈描写农民交粮后如释重
负的愉悦。整首诗抓住最有代表
性的细节，逼真地写出了农家的
勤劳、丰收的喜悦、对未来生活
的希望。有恬淡，有温馨，也有
热闹欢快。

又是一年麦收季！现在农
村，已不再使用镰刀割麦了，
麦收已全部实现机械化。而我
记忆中的童年麦收，就像这些
宋诗中描绘的场景一样历历在
目：磨镰、割麦、束麦、运
送、堆垛、打麦、扬场。这一
过程虽然无比辛劳，却是我心
目中最农村最泥土最热闹最红
红火火的劳作方式，让我思
乡，让我怀旧。

□ 李 梅

前几日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里面说翰林院编修卢雯渔患了寒疾，服用
人参后立卒。没想到人参这样的补益药，
也能给人带来杀身之祸。可见“是药三分
毒”这句俗语，放到哪里都是一条颠扑不
破的真理了。

但在古代文人中，由于主客观原因，
吃错药的还真不少。就拿宋代理学家朱熹
来说吧，晚年只是患了一个脚气病，让医
士张修之给他诊治后，不但脚气病没治
好，反而把小命治丢了，真是得不偿失。

细看清代学者陆以湉的《冷庐医话》，
才知道张修之在治疗朱熹脚气病时，有点
顾此失彼了。张修之屡用攻伐之剂、破积
之药，只顾及病人患脚气后出现的胸膈胀
满、下肢肿痛的实症，而忽视了年高之人
体虚阳虚，致使朱老夫子最后腹泻不止，
阴脱阳绝而丧生。

陆以湉在谈到苏东坡之死时也说到，
孟浪用药，误用补剂，是导致其病症不能
治的根本原因。苏东坡因感受暑湿之邪，
复又饮冷而致暴泻不止，此时不宜用黄
芪。黄芪性温味甘，补气升阳，用于脾肺气
虚或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才对症。而苏东
坡外感暑湿之邪，饮冷内伤脾胃，属实证
而非虚候，用黄芪就不对症，有“闭门助
邪”之虞了。所以苏东坡才出现腹胀发热、
牙龈出血的变症。这个时候又给他服用人
参、麦冬等补益药，不但贻误了病机，而且
火上浇油，苏东坡不死才怪哩。

如果说卢雯渔、朱熹、苏东坡都是因

为医生的失误造成他们命丧黄泉，那韩愈
和元稹两个人就有点自投罗网了。这两个
大文人也想学皇帝长生不老，吃起了什么
丹石、秋石，结果两人不但没有长生，而且
有点早逝了，一个活了56岁，一个活了52
岁。真是可惜之极。

据史料记载，韩愈的确死于“风疾”，
就是我们如今说的“中风”，究其原因，正
是他长期服用丹石中的硫磺所致。硫磺具
有补肾壮阳、益火生元之功，故为历代养
生学家所青睐，但他们哪里知道，硫磺中
的有毒物质二氧化砷，对人体是非常有害
的，长期服用，贻害无穷。与之大同小异，
元稹服用的秋石主要是由人尿、秋露水、
石膏组成，过量服用，就会求福得祸了。

当然，本想延年益寿却误入歧途的文
人并不仅仅是韩愈和元稹两个，这我们从
元稹的好友白居易的诗里都能看得出来。
白居易在《思归》诗里说：“退之服硫磺，一
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
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
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
食，老命反迟延。”诗里说的不但有韩愈、
元稹，还有杜牧、崔云亭等人。

我絮叨这些，就是要我们千万不要乱
吃补药，就是患病吃药时，也一定要对症
下药，不然不但事与愿违，还会加重病情。
哪怕是急症，在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时，
也应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切不可
盲目从事。要知道，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即使是补药，也是如此，不能盲
目嗜服。清代医学大家徐大椿说得好：“虽
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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