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冯莹雅 校对：高尽信 组版：思雨
读 家10

新闻链接▶▶

中医值得用一生去爱

书 序 书 跋
书 海 观 潮

孩子的童年注定不会停留，何妨从
此刻开始，放慢脚步，用心灵和智慧陪伴
孩子，做孩子童年的守护者。

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作者总结了
关于孩子成长的 9 个关键词：阅读、运
动、陪伴、榜样、游戏、情商、学习、大自
然、学校教育。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而
言，这9个关键词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特、
完整、有机的儿童教育的观念体系，其中
有些关键词，比如运动、陪伴、大自然等，
显然也是今天的童年生活中越来越缺乏
的教育元素和资源。在这 9 个关键词
中，包含着深刻的现代教育精神和智慧，
也包含着对于当前一些儿童教育问题的
关切和反思。

★作者：张贵勇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真正的陪伴》

国医泰斗颜德馨自序《百年守望——颜德馨：一个人的中医史》

每逢大事件来临，图书市场都会被搅动，本届世界杯
更是如此。梳理今年与世界杯相关的图书，大概有回顾类
的“世界杯冠军志”系列、《你不是一个人 世界杯》；观战指
南类的《2014巴西世界杯观战指南》《桑巴荣耀：2014巴西
世界杯观赛竞彩指南》；还有一些与足球明星、球队相关的
传记类作品，例如《贝克汉姆：未来》《瓜迪奥拉：胜利的另
一种道路》《巴萨：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是这样炼成的》等。

“世界杯冠军志”系列是今年世界杯图书饕餮大餐中
的一道主菜。虽然其中也不乏巴西、阿根廷、德国、英格
兰和西班牙等夺冠球队的精彩传奇，但更重要的是书中
不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更揭示了属于胜利者
的夺冠秘诀。

这套图书的“纠错”作用成为球迷读后的又一大收
获，加林查半决赛吃了红牌为何决赛还能上场？1970年
世界杯，巴西队前场为何5人均是10号？1966年世界杯
决赛的当值主裁判，究竟是为何做出了进球有效的判
罚？曾经被人讽刺为“大不列颠百磕全输”的英格兰国家
队又是如何在强队与“弱队”中徘徊的……系列图书各卷
中的谜题，也只有读完才能一一解开。

黄健翔的《你不是一个人 世界杯》，在述说世界杯起
源、历史的同时，也透过其个人魅力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世界
杯体验。这本书是给所有关注世界杯的人的礼物。因为看
书的人未必是铁杆球迷，也许不懂足球，但一样期待世界杯
的到来，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世界杯的那种氛围，喜欢大家一
起喝啤酒看球赛的感觉。黄健翔深入浅出地与大家分享了
他所了解的世界杯，或许会让读者在趣味阅读中增长知识。

在传记类图书中，由于《贝克汉姆：未来》《瓜迪奥拉：
胜利的另一种道路》等书的市场反响较好，目前都已经在
加印。

熟悉足球的人对足球解说员苏东不会陌生，对特有
的“苏东吼”也会印象深刻，他的解说时而让人捧腹，时而
让人沉思。而《2014巴西世界杯观战指南》里苏东为球迷
带来世界杯球赛实战分析，让球迷很是受用。同类别的
图书还有《桑巴荣耀：2014巴西世界杯观赛竞彩指南》。

人们常说在足球场上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这种
不可预知性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更是这类图书的魅力
所在。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

我的家乡江苏丹阳是中医之乡，毗
邻的常州武进更是著名的孟河医派诞生
地。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父亲正式
成为开业中医，同时他也为刚刚出生的
我选定了从医的人生道路。从 1920 年
到现在，在长达 90 多年的光阴里，我浸
润在千年中医的书香和药香里，耳濡目
染，孜孜问道，也结识了很多杰出的中医
同道。

我想，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国医节——我们中医人的节日。

1929年3月17日，为了反抗国民党
政府卫生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废止旧医
（中医）案”，全国 281 名代表云集上海，
随后推举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陈存
仁、张梅庵五名中医界人士组成请愿团，
赴南京陈情请愿。最后，国民政府不得
不撤除“废止旧医（中医）案”的决定。为
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中医界人士将3
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节日。

但是这个节日并没有赐予中医吉
运。在水深火热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医依然多次面临被取缔的境地，
它前途未卜，生死难料。而我的父亲
出于对中医的了解与热爱，仍然苦心
竭力让我接受了成为一名中医必备的
基础教育。

1936年我来到上海，考进由中医界
有识之士王一仁、秦伯未、严苍山、章次
公等人筹办的中国医学院。

毕业后在乱世的上海，我一个人打
天下，靠做医生为生。那时候行医很艰
难，求诊也很困难，我们全班 40 多名毕
业生，最后从医的只有三四个。为了提
高医技水平，我经常熬夜，多看书，多揣
摩，多请教师长。为了多看点病人，我曾
经设法进入西医医院为病人诊脉，被洋
医生认出来，讥为“末代中医”。这样的
羞辱，没齿难忘。

1946 年，国民政府举行过一次中
医考试，全称为“三十五年度特种考试
中医师考试”，此次考卷之多，实为其他
各科考试所未有。后来全国及格人员
仅 362 名。四万万同胞，只有这区区
300 多名中医师可以合法执业。

随即，全国的中医药学校被勒令停
办，中医的前途就是等待这 362 名中医

师消失后，自然灭亡。
尽管如此，我从未想过改行易辙。

和父亲的信念一样：因为中医对老百姓
是有用的，我坚信它不会灭亡。

我看病很慢，喜欢探索，人家
看不好的病，我总不服气，一定
要想方设法“抢”到病人。我打
过很多硬仗，很多疑难杂症都被
我拿下，有些顽症，即使不能治
好，我也会有精密的分析，告诉
病家这病的来龙去脉，并设法减
少他们的痛苦。中医是善术，妙
手仁心、大医精诚是祖宗留下的
训诫，不可忘记。

同行中，有很多改行的，也有很多
变成西医的。我忠于中医，没有西化，
没有去打针，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
也没有放弃。越是苦，越是坚持，越是
能得到锻炼。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国破家亡，
经历过战争和内乱，经历过反右整风
运动和十年浩劫，看到过各种各样的
变故，各种各样的人情，再加上我自己
的这么一个大家庭，由家而国而中医，
多少苦，从来不提。中医给我快乐。

中医界有很多人是诗书画俱
佳。我的老师程门雪、秦伯未等
就是其中翘楚。中国书画怡情、
养心，从某个角度来说，都是健
康疗疾手段之一。

中医界的老前辈也经常聚会，或是
到汤山温泉洗澡，或是到栖霞山看枫叶
染红，有时候还一起吃饭。马培之的重
孙马泽人也在，他的儿子又成为我爸爸
的学生。当时我爸爸有粮票，他都攒下
来，等我去了，就请大家一起去南京最有
名的马祥兴饭店吃饭。

这是一生难忘的闲适时光，也是中
医人最适宜的生活环境。

但是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光是在
斗争中度过的。我斗了一辈子——与疾
病斗、与西医斗、与要把中医灭亡的无形
的有形的障碍斗争。我一直梦想，中医
有一天能真正扬眉吐气，能真正获得社
会的尊重，能让中医按照中医本来的样
子去治病救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守望了一辈子。但我看到的

是，真正合格的中医越
来越少了，假中医大行
其道，他们不仅没能完
全 掌 握 中 医 看 病 的 方
法，甚至改变了中医看
病的方法。这是真正让
人忧虑的。而社会上很
多人对中医缺乏最基本
的了解，甚至有很深的
误解和偏见，正因为不
了解，被误解，中医被
一些人所排斥，这是我
们的大悲哀。

中医是古代君子六
艺 之 外 的 一 艺 ， 与 历
法 、 农 事 、 建 筑 、 戏
曲、武术、军事等共享
同样的哲学本原，它教
人养身、养心、养神，
与天地和谐共处，扶正
祛 邪 致 中 和 。 我 即 便 学 了 一 辈
子，现在每天还是要看看医书，
每每还有更深的理解。

现代医学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并不
排斥，但是作为中医，必须确保中医的主
体地位不能丢，必须确保用中医的思维
来看病，我们应该把包括现代医学在内
的一切先进科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拓
展中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现代中医人
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荣誉。但是
我最珍视的一个评价是：颜德馨是一个
好医生。无论什么样的病人来找我，我
总是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经常有几
十年前的老病人辗转找到我说：“我的病
是你看好的，我来看看你，谢谢你。”这叫
我感动。

我想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吧。
一定要有热爱人民的一颗心，人民最后
才会记得你。

（本文摘自《百年守望——颜德馨：一
个人的中医史》一书之《颜序》。颜德馨，
1920 年 11 月出生，国医泰斗，从医 70 余
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
代表性继承人，中国首批30位国医大师
之一，当代海派中医流派开创者。）

书中畅享激情世界杯

世界杯激战正酣 七冠军队书场预热

巴西世界杯开球之际，9种“世界杯系列图书”正式
在各大书店与网店上架。该系列共包含9本书，其中7本
分别讲述了在历届世界杯上曾经夺冠的队伍的精彩传
奇，分别是：巴西、阿根廷、德国、法国、意大利、英格兰和
西班牙；其余两本书分别为《图说世界杯：1830—2014》和

《世界杯群英谱》。该系列图书超过100万字，配图800多
张，由《体坛周报》的国际足球报道团队撰文、画图以及编
选。 （据《中华读书报》）

陆浑水库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湖，碧
绿的水面一眼望不到边，岸边芦苇摇曳，
冷不丁还会飞出几只野鸭或天鹅。库区
水面很少有真正平静的时候，微风一吹，
就会有一道道细浪涌过来……

连科坐在库坝上，呆呆地看着，一动
不动。

休息的时候，他很少往打牌、下棋的
人堆里凑，他常常就那么呆坐着，有时也
掂着瓦刀一下一下地往地上砍。这时
候，他的脑子里会涌出许多奇怪的念头，
他想起身边的人和事，禁不住喜喜悲悲，
却又不甘心，于是就把张三换成李四，把
乡里调成城里，把昨天变成明天，然后又
演绎出许多情节故事……这时候，他很
快乐，有些似笑非笑的表情挂在脸上。

有一天，哥哥看到了他的这种表情，
心里不由得一惊。1978 年年底开始征
兵的时候，哥哥就很果断地对父亲、母亲
说：“让连科当兵去吧，在家不行，没有出

路。时间长了还会把他憋出毛病哩！”
母亲却舍不得，说：“都能掂瓦刀砌

墙了，眼看就快成匠人啦！”
连科最终还是穿上了军装。在农

村，参军并不是件容易事，幸亏公社书记
从中帮忙周旋，还算没经太多的波折。
换上新军装的连科喜滋滋回家和父母哥
姐告别，在家又住了一夜。谁知第二天
一早起来，脱在一边的新军装却没了踪
影。新兵刚换装就让人偷了新军装，这
事传出去丢人，不让人知道又不行，一家
人急得抓耳挠腮。最后父亲总算托人又
借了套军装回来，才打发连科上了路。

连科刚入伍就碰上了那场对越自卫
反击战。打仗的消息传到田湖镇，紧张、
焦虑的气氛立刻笼罩了他家。全家人惴
惴不安，又小心翼翼，似乎说一句犯忌讳
的话就会招来灾祸。当大队长的父亲也
沉不住气了，连着六天六夜，他没怎么睡
觉，也没怎么说话，一直在院子里转圈子、
吸烟。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像是连科揪着
全家人的心。

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在河南商丘驻
军某部新兵连正紧张训练的连科却完
全是另外一种心情。除了立正、稍息、
跑步走，新兵们还写了许多决心书、誓
言之类的文字，以抒发自己保卫祖国的
豪情壮志。新兵连的紧张和艰苦，对上
过高中、当过民工的连科来说，不过是
小菜一碟，至于写写画画，更是他的拿
手好戏。字是一手漂亮的新魏体，内容
更是生动得让全连的人吓一跳。没几
天，阎连科就成了新兵连的拔尖人物。

参军临走的时候，母亲借了 20 元
钱，让他用手巾包了又包，揣在衬衣兜
里。到部队不久就过春节，每个新兵都
领到了三个月的津贴。连科把零头留
下，其余30元全部寄回家里。母亲收到
这笔钱，先是笑，接着又是哭，全家人把
他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当天，父亲、
母亲让姐姐给连科写回信，千叮咛万嘱

咐，最后交代，每个月要给家里写封信，
要是实在没啥事可写，光贴个邮票寄回
来也行。写完还不放心，又随信寄了十
几张邮票去。

新兵连训练结束，分兵的时候，“笔
杆子”阎连科就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最后把他挑走的是一名叫张英培的教导
员。张英培当过军队的党委秘书，会作
诗填词，文学修养颇深。没过几天，张英
培又推荐他参加了武汉军区文化部在信
阳举办的笔会。参加笔会的共有30多
人，只有连科是刚入伍的新兵。在这次
笔会上，连科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虽没
有发表，却得到军区文化部文化科科长
骆峰、干事龚知敏的肯定和鼓励。

连科回到部队，没多久就当上了副
班长。在军营里，连科一有空儿就写。
写新闻报道，写通讯，写小评论，也写小
说。这时候的连科，似乎还没有当作家
的心理准备，他只想把他写的东西变成
铅字。部队里有规定，一年里发 3 篇稿
子就可以受嘉奖，发表5篇就可以记三
等功。当兵第一年，连科就立了三等
功。在这一年发表的5篇稿子中，有一
篇小说《天麻的故事》，由龚知敏干事推
荐，发表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副刊上，
责任编辑叫刘晓林。这算是他真正的处
女作。稿费8元钱，连科全部买糖请客，
在班里散了个遍。

很多年以后，连科谈到他的处女作，
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一篇文章中
说：“我永远不能忘记与这篇小说有关的张
英培、龚知敏、刘晓林三位老师，是他们帮
我迈出了文学的第一步。我很想有机会见
到他们，向他们鞠躬，问一声老师好！”

第二年，连科被抽到营里当报道
员。这一年快到年终时才发了4篇稿子，
连科一急，又找了一组名人名言抄出来，
冠以《战士的格言》这个堂皇的题目寄给
报社。到年底，5篇任务完成，又立了个
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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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撷 英

新 书 快 讯 每 日 连 载

我们经常被人问道：“你幸
福吗？”或者会扪心自问：“我自
己真的幸福吗？”“幸福”这个词
经常会被如此突兀地摆在我们
面前——之所以会这样，正是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
不够幸福。

除了一些特殊因素，导致
我们感觉不幸福或不够幸福的
原因是我们对“幸福”本身的要
求太高，我们中间有太多的人
其实是在追求一种绝对的幸福
——豪车、洋房、金钱，古人所
谓的“香车轻裘、声色犬马”之
类的硬指标，如果说幸福就是
这样，或者说拥有得越多就越
幸福，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名
利场中的禄蠹（dù），在追名逐
利之中耗费自己的精力和生
命，这种人生实在难言幸福。

幸福并非那么肤浅——非
要以拥有“香车轻裘、声色犬
马”为标志的生活才叫幸福。
毕淑敏的新作《恰到好处的幸
福》（湖南文艺出版社）告诉我

们，幸福是应该加以度量的，是一种“合理期望”，我们感
到不幸福，只是因为我们缺少一颗会感知幸福的心，缺少
一双能够发现美丽的眼睛。正如书中所写：幸福不喜欢
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
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
摸，女友一张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
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熠熠夺目。

《恰到好处的幸福》一书中充满了毕淑敏独到的生活
感悟、曲折的成长经历、特殊的职业生涯，内容虽然看似
芜杂，但是归结起来，不过就是美国总统林肯的那句话：

“人快乐的程度多半是由自己决定的。”读这本书让人觉
得，真正的幸福根本无须追寻，真正的幸福都是免费的。

幸福，是相对的，是人人皆可免费获得的——古今中
外的智者仁人对于这一点的表述其实大同小异，而毕淑
敏通过整整一本书来阐释这个道理，她用她特有的滋润
心灵式的语言和浅显易懂的故事，将这个道理向我们娓
娓道来。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

幸福是一种合理期望
幺辰

作者：毕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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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为止最
全面的毕淑敏文集，收
录了毕淑敏2014年最
新作品。本书把“幸福”
作为一种正面的人生价
值提出，教你如何构建
合理期望，在欲望和现
实中找到平衡，收获丰
硕愉悦的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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