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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之 声

《说文解字》释义：“初，始也。从刀从
衣，裁衣之始也”；“心，人心。土藏，在身之
中 ”。 初 心 者 ，本 心 、本 意 、本 愿 、赤 子 之
心也。

佛家称初心为初发意、初发心、新发
意、新发心，通常指初发心愿的学习佛法
者。《楞严经》中的“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并
其初心，同来佛所”，意思是无数的辟支佛
和大阿罗汉，初发心愿，一同去听闻佛法。
其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
诸佛教”，这首著名诗偈，语言虽简明浅显，
知之非难，但在现实中遵循佛法去实践、去
修行，却是行之惟艰。关键之钥是要领会

“善护念”的紧要性和初心永恒的重要性，
坚守发心利他的内在精华，方能地平天成，
修成正果。鸟窠禅师“三岁孩童虽道得，八
十老翁行不得”的妙言要道，充分揭示了人
本佛教的自悟、自修、自证、自度的和谐心
性和充实生活的人生轨范。

道家认为，初心是大爱，也是天地之
爱。《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人能常清静，
天地悉皆归。”——人如果能够经常保持清
心清静，那么连天地都要归纳在你的本性
里。它竭力倡导大爱的精湛与谐和。天地
无私地孕育着万物，太阳只知付出，给人以
温暖与光明，不伐其功；月亮不图回报，给
人以风情与浪漫，不私其利。“为天下谿，常
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
子”，它所戮力倡扬的是寻常简朴、谦卑纯
正的赤子之心。道家主张的清静无为，抱
元守一，道法自然，在历史的纵轴上和现实
的 时 空 中 ，都 有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意 义 和 价
值。它似柔和的清风，轻抚人们心中的倦
怠和迷离。

儒 家 文 化 推 崇“ 仁 者 爱 人 ”“ 天 人 合
一”。《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
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便是将此“四心”定义为
人 的 初 心 。“ 大 人 者 ，不 失 其 赤 子 之 心 者
也”，它真切隽永地宣扬纯真不伪、洗尽铅
华的人生意态。从社会文化秩序视角出
发，它调整、建构和维护了二千多年来的社
会价值理念和社会伦理体系，广泛而深远
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它那顽强的韧性基
因和广大的包容性基因，代代传承，生生不
息，具有无量的教育、道德和政治价值。

我时常会读一读传统文化经典，也向
来 感 到 那 些 古 代 经 典 聱 牙 诘 屈 ，艰 深 古
奥。但是，我以“好读书，不求甚解”为圭
臬，细咀慢嚼，往往能够体味出一些个皮毛
与大概。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诗经•大雅•荡》说，“荡荡上帝，下

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
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中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是人们大都有
一个良好的心愿和开端，却很少有人能够
善始善终。如果一个人，要炼成“如金如
锡，如圭如璧”——像金锡般那样质地坚
韧，玉璧般那样品性高洁的人，惟有始终确
守初心，神凝气定，纤毫物欲不相侵，行之
以诚，持之以久，才能德行圆满。

《尚书》记载，“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
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俾万姓
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
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概悉数指向

“初心”，劝诫人们将其时时刻刻铭记于心。
1920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

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
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921 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华民
族从此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走向光明、走
向进步、走向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
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谆谆告诫全党：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
一往无前。”

每 个 人 的 心 底 都 有 一 种 期 待 和 憧
憬 —— 那 便 是 获 得 人 格 的 超 越 和 境 界
的 升 华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所在
的县文联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瞻仰革命遗
址，接受革命传统的教育和熏陶。去寻找
初心，涤荡灵魂中的浮躁、苍白和迷惘，以
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2019 年 10 月 14 日，中午时分，我们顺
利到达了目的地——革命老区遂昌县云峰
街道门阵村。

这里，山水相依，峰峦耸翠。灰暗的天
空，时不时洒落丝丝点点雾珠似的小雨。
天儿有些凉飕飕，我的心中却因了缅怀革
命岁月而涌动起一股股的暖意。

粟裕将军与门阵和谈历史陈列室。它
展陈了“粟裕将军与刘英烈士的照片与简
介”和“牛头山武装暴动”“遂宣汤边区工
作的开辟”“挺进师转战边区建立中共组
织”“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浴血保卫老
根据地和开辟新根据地”“遂宣汤游击根
据地的建立和反‘清剿’斗争”，诸多的革
命 历 史 文 字 、图 片 ，引 人 入 胜 ；当 年 国 共
谈判的桌子、凳子，红军的衣帽、长矛、蓑
衣、笠帽、草鞋……目睹那一一陈列的实

物，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门阵和谈”旧址。八十二年前的今

天，1937 年 10 月 14 日，粟裕派遣谢文青、刘
清扬在门阵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朱镇山
举行国共合作抗日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史
称“门阵和谈”。和平谈判的成功，实现了
团结抗日，胜利地结束了红军挺进师在浙
西南的三年游击战争。

它的旧址是坐落于白沙溪左岸的 56
号张氏民宅，为民国初期普通民居建筑，三
间二厢，中堂宽敞的泥墙楼屋。也许是因
为国共和谈这一特殊的情愫，当我凝神注
目时，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缕既平常又神
秘，既平和又激烈的相互融杂的玄妙气息，
径自扑面而来。

苏 群 桥 。 它 横 跨 白 沙 溪 ，贯 通 左 右
岸。桥墩方形石砌，桥面水泥钢筋平板铺
筑，桥的两侧置放供人憩息的条形石墩，桥
上构筑木结构亭子，桥亭顶部雕刻着寓意
吉祥的“双龙戏珠”。桥柱楹联“龙盘虎踞
战士挥戈除暴逆；樽俎折冲国共合作抗倭
奴”，表现了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克敌制
胜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反映了共产党人
顾全大局、摒弃前嫌，以国家、民族根本利
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

游击战争期间，粟裕在门阵曾化名为
“苏群”。因着追思粟裕将军和红军先烈，
2009 年，门阵村的乡亲们命名这座沉稳而
古朴的桥为“苏群桥”。

和谈纪念亭。过了苏群桥，不到三百
米的村尾路边，竖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
头写着“丽水市十大抗战遗址”九个金黄色
大字。混凝土浇筑的台阶、景墙和纪念亭，
掩映在一片百余年的有许多苍老大树已长
满了薄薄的淡绿青苔的古树林中。

我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处在遗址最
高点的是一个纪念亭。亭子正中的纪念
碑，正面刻着叶飞将军题写的“遂昌门阵国
共合作抗日和谈纪念碑”字样。

在亭前，我站立，静默，仰首，凝视。正
在游览的一位老乡，自告奋勇地充当起解
说员，“那边还有个白沙庙，是红军挺进师
军民联欢会旧址，”他用手指了指纪念碑，
向着我深情地说，“这是意义非凡的‘门阵
和谈’纪念碑。”他讲话的声音，有一种温
度。我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他的淳朴
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在与他交谈的过
程 中 ，我 得 知 ，他 姓 王 ，今 年 七 十 二 岁 。
1969 年参军，1973 年退伍回乡。

我被感动了。我细心打量了站在我身
旁的王大叔。他身着迷彩服，脚穿解放鞋；
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眼睛略显凹陷；瘦削

的脸上有些许淡淡的褐斑；额头上布满了
深浅不一的皱纹。但神情与姿态都显露出
忻愉、和善及笃定。

“背面有碑文，刻着八十多年前国共合
作 抗 日 和 谈 的 因 由 和 过 程 ，有 四 百 多 个
字。”我边听边与王大叔一起绕到碑的后
面，敬恭备至地品读着碑上的字词句。

1935 年 5 月 13 日，以粟裕为师长、刘英
为政委，全师 500 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
进师，抵达遂昌县境。8 月 26 日，成立王村
口苏维埃政府。9 月，挺进师发展到近千
人，建立起以王村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7 年 9 月，粟裕向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
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10 月，双方代
表在门阵谈判成功。10 月 20 日，粟裕率部
赴平阳与省委刘英会合。部队进入平阳
后，改称“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938 年 3
月，正式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
营。3月 28日，粟裕率部开赴皖南抗日。

王大叔情绪饱满，兴致勃勃，继续说
道，“这里还有一副对联。”接着，他一字一
顿地轻声地读了起来，“国共和谈好事传千
古，军民抗日丰功盖九州。”

在亭边台地上，王大叔热络地指着一
棵棵苍劲而朴拙的古树，如数家珍般地告
诉我，“那是百果树，那是苦槠树，那是红豆
杉，那是枫树……”

望着这些见证浙西南革命历史的参天
大树，满腔的思绪像这村中的白沙溪水静
静地流淌。随着阵阵山风的吹过和蒙蒙细
雨的飘零，我的眼前仿佛弥漫起了滚滚的
狼烟；耳畔似乎响起了革命老区人民常常
吟诵的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在王村口月
光山祭奠将军英灵时留下的诗句：

当年鏖战此山中，热血染得乌溪红。
鱼水相依深情在，浩气长存月光峰。
时间从来是我行我素、无休无止的，你

走，它也走；你停，它还走。然而，短促中所
留下的每每是一缕永远无法抹去，也不愿
抹去的情怀与记忆。

在即将离开的时候，我回转身再一次
仰视抗战遗址，淡淡白白的雾气悄无声息
地浮动游移，缓缓地向亭子笼罩过去。纪
念 碑 若 隐 若 现 ，显 得 格 外 庄 严 、肃 穆 与
神圣。

“再见了，大叔。”我握着王大叔那饱含
了岁月沧桑的双手，礼貌而真诚地问道：

“家里生活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好啊！不愁吃，不愁穿。要啥有啥，

样样都很好。”王大叔精神矍铄，淡定而满
足、乐悦而朗爽地回答。

初 心
□ 王根森

（接上期）7.运动不能少，要坚
持秋练

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
向收敛、闭藏，起居作息要相应调
整 。 常 言 道“ 动 则 不 衰 ，用 则 不
退。”老年人应经常从事一些力所
能及的劳动或运动，如扫地、浇花、
登楼、做操、打太极拳户外散步、慢
跑、跳交谊舞、短程旅游等，达到通
血脉、利关节、丰肌肉、延缓各脏器
组织的衰老的目的。

8.晨练早上 10点最佳
一些老年人认为晨练就是应

该越早越好。但专家告诫广大市
民，这是不科学的。秋冬时节，冷
暖不定的温差，使高血压、动脉硬
化、脑血栓、脑梗死、冠心病的患者
遇到冷空气刺激时容易引发血管
骤然收缩，由于原有血管的内壁较
厚、管腔狭窄，加上有大量的脂类
沉积使血液流通受阻，局部组织缺
氧，从而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为预
防此类疾病的发生，专家建议，中
老年人除将晨练推迟到上午 10 时
左右，还应注意防寒保暖，衣裤柔
软宽松以利于血液循环。

9.注意保持室内的湿度
秋季气候干燥、风力大，汗液

蒸发快，容易使人出现口干、咽燥、

便 秘 、皮 肤 干 裂 、毛 发 脱 落 等 症
状。因此，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要注
意保持室内的湿度，可以用湿毛巾
擦室内的家具，用湿拖布擦地板，
室内还可养鱼、养花，或者使用加
湿器等。

10.秋冻因人而异
通常，老年人身体机能减退，

秋天的起居应特别注意，秋冻要因
人而异。秋天是呼吸系统疾病的
高发季节，身体虚的老年人要适当
添加衣服，不要过于追求秋冻。因
为老年人着凉会激发原有的哮喘、
气管炎等发病。天凉，血管容易处
于收缩状态，导致血压升高。患有
高血压病的老年人有可能因此血
压上升，诱发中风。体内热盛有火
的老年人也不能太冻，受凉后反而
容易引起内热外寒型的感冒。有
心血管病的老年人也要注意，防止
受凉后诱发心绞痛。

11.多食梨粥可补肺润燥
秋天各种梨大量上市，老人常

煮 点 梨 粥 喝 ，可 谓 秋 季 的 上 佳 补
品。中医认为，梨有润肺化痰、生
津润燥的功效，适合秋季养肺。由
于 初 秋 的 天 气 ，还 没 完 全 走 出 高
温，脾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易 出 现 胃 口 欠 佳 、消 化 不 良 的 症

状，因此，补肺最好兼顾脾胃，可将
梨与大米煮成粥。梨虽然是补肺
佳果，但进食过多伤脾胃，老人脾
胃功能下降，更要注意适量。

12.愉悦身心，陶冶情操
秋风萧瑟，自然界凄凉的景色

容易导致老年人悲观伤感的消极
情绪。因此，老年人应特别注意精
神保健，可适当选择琴棋书画、养
花 种 草 、玩 物 赏 鸟 等 文 化 娱 乐 活
动，以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安度晚
年。如果心情忧愁郁闷，会使抗病
能力下降，引起哮喘等病复发或加
重。为此，保持愉快心情是秋季养
生的基础。老同志要学会调节心
情，积极参加一些有益且自己力所
能及的社会活动，保持乐观向上的
心态。

13.避免盲目进补
老年人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

的具体情况进补、食疗。并不是多
有的中药补品都适合自己，要慎重
选择以免服用不当对身体造成损
伤，甚至引发疾病。

老人初秋养生小常识

章建辉 摄

晨 钓

“范医生在吗？”昨日上午，原本与老
伴安静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范昱初，被
一阵敲门声给催促着站起了身。“这些都
是 慕 名 来 找 他 看 病 的 人 ，几 乎 天 天 都
有。”范昱初的老伴告诉记者，随着年纪
的增大，范昱初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本想
退休在家好好安享晚年的他，却总是拒绝
不了找上门的病人。

1934 年，范昱初出生于大柘镇的一个
农民家庭。15岁时，他开始学习中医，22岁
便开始临床问诊，行医 60余载，治愈病患无
数，是一位人人称道的“老中医”。如果说起
遂昌中医的变迁和发展，作为亲历者的范
昱初就犹如一本“行走的医学教科书”。

从个体到合办 中医门诊开始走向规
范化

“1948 年，由于家庭变故，家里难以支
撑我继续上学，所以初中毕业后我就在家
人的支持下，开始师从存仁堂药店的省名
中医吴诚先生学习中医。”范昱初说，在
当时的老百姓心中，看病的首选依然是中
医，所以对于自己能从事中医行业的这个
机会，他非常珍惜。

在学习的过程中，范昱初深知自身的
学历低，知识储备不够，于
是，他就开始不断自我加
压，每天看医书到凌晨一
两点，提高自己的医学功
底。都说成功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的，凭借着天资聪
颖和肯下功夫认真专研，
范昱初在吴诚门下认真学
习了 4 年的中医经典药学
后，又在老师介绍下前往
药店当了 3 年学徒，终于在
1955 年年初，以高分成绩
取得了医师资格证。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
的 中 医 还 是 在 家 个 体 经
营，对于考取医师资格证

的意识还不高，而因为我的老师是正规传
统中医大学毕业，所以对于这方面的考量
就比较多。”范昱初说，也是多亏及时取
得了医师资格证，让他成了遂昌县中医院
发展的最好见证者。

1955 年 5 月，当时的妙高镇（现妙高
街道）医药人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林
日熙经营的“林万春国药号”为主，与遂昌

著名西医医师徐杰
的 私 立 医 院 联 合 ，
实行“个人投资、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
按劳分配”的原则，
共 筹 集 资 金 2960
元，成立“遂昌县城
区 中 西 医 联 合 诊
所”，设西医内、外、
妇 产 和 中 医 等 科 ，
成为了遂昌县中医
院的前身。

“很荣幸，我成
功应聘成为了该诊
所第一批 13 名医务
工 作 者 的 其 中 一
名。”作为当时诊所

里最年轻的医生，范昱初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出门诊
时的情景显得格外激动，

“像家庭中医馆的话，看病
的时候病人都是直接将红
包塞给医生的，但是在诊
所里就不同了，分设了专
门的挂号室、门诊室等，看
病变得更加规范化。”

遂 昌 县 城 区 中 西 医
联合诊所的成立虽给老
百姓看病带去了很多便
利，但是由于资金有限，
诊所只能租用位于妙高
镇（现妙高街道）君子路
39 号的原徐杰医院，面积
大约就 230 平方米，在面
对日门诊量 100 余人次的
情况下，医务人员和就诊
空间开始显得日渐局促。

“中西”交锋 中医人
才出现严重断层

“为了改变当时的困
境 ，1958 年 8 月 ，城 关 联
合诊所改名为曙光人民
公社中心医院，吸收金岸
中药店，在金岸、三仁开

设两个分所；1959 年 6 月，又改名为城关
中心医院，设立三川、三仁分所，人员增至
41 人。”范昱初说，通过增加分所的方式，
对病人进行分流，同时增加医务工作者，
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问题，但老百
姓的就医条件却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
改变。

于是，1960 年，城关中心医院自筹资
金 2000 元，将坐落
在 原 南 街 十 弄（现
公园路 127 号县中
医院院址），面积达
500 平 方 米 的 夫 人
庙 进 行 修 理 、改
建。“我们对空间进
行 了 充 分 利 用 ，在
夫人庙里面设立了
一个中药房和一个
西 药 房 ，然 后 在 前
面空地上又加盖了
两 幢 一 层 楼 的 平
房，这样一来，不仅
门诊室变得更加宽
敞 了 ，医 院 也 开 始
有了真正的住院病

房。”范昱初说，在同年 2 月，医院又在成
屏（源口）增设了一个分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上世纪 70 年
代，西医开始被老百姓广泛认可，中医却
由于见效慢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导致自
愿下功夫学习中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愿
意看年轻医生的老百姓就更少了。

“培养一个好的中医师，至少需要十
年。”当时，已是县里中医行业拔尖人才的
范昱初，在看到遂昌中医出现后继无人的
尴尬局面时，显得异常难过与无奈。

可就在范昱初感叹自己一身本领无
处 传 授 之 时 。 1976 年,县 政 府 决 定 举 办

《遂昌中医院第一期中医学习班》，在得知
此事后，范昱初立即放弃了自己酷爱的临
床一线，欣然接受了组织指派，开始脱产
专 职 任 教 ，在 一
手 将 第 一 期 16
名中医学员全部
带 出 师 后 ，又 借
用 到 松 阳（原 隶
属 遂 昌 县）塔 寺
下医学培训班任
教两年。

“任教期间，
我听他的同事提
起 ，有 一 次 他 在
劝说学生好好读
书 的 时 候 ，学 生
没 哭 ，他 自 己 反
而 先 哭 了 。” 坐
在一旁的范昱初
老 伴 笑 着 说 ，范

昱初就是一个中医狂热爱好者，又因为
责任心极强，所以对于学生的要求格外
严苛。

与此同时，1978 年 12 月 26 日，经省卫
生局批准，城关中心医院升格为遂昌县中
医院，医院属集体所有制性质。中医人才
培养更是受到了政府更大力度的支持，遂
昌中医逐渐形成了人才不断“冒尖”的良
好现象。

如今，当年范昱初所教的学生，大部
分成为了省内外各地医院业务骨干，不少
已成为正副主任医师，为中医事业的继承
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坚持中西医并重 擦亮中医文化瑰宝
“1986 年，我县批准遂昌县中医院转

为全民所有制；1991 年，按照国家中医医
院建设标准推进中医院建设，医院基本功
能逐步完善，步入了综合性中医医院的发
展道路。”对于遂昌县中医院的变迁史，范
昱初早已熟记于心，“我的大半辈子都是
在医院度过的，他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行医 60 多年间，范昱初酷爱岐黄、熟
读经典、深得精髓、医教相兼，他擅长中
医、内儿妇科及疑难杂症的诊治，学验俱
丰、授徒众多，独创耳压穴位排除胆结石，
卓有成效，深得遂昌及周边县市群众的赞
誉，且有华侨不远千里从国外慕名前来就
医 ，“ 最 多 的 时 候 一 天 要 看 120 多 个 病
人。”范昱初说。

“西医治病，中医治人。”这是范昱初
所坚信的医学观点。这几年网上不少声
音在说“中医是伪科学”，对于这样的质
疑，范昱初反而表现得很平静，“西医的逻
辑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像骨折了
就帮忙接上，胃痛了就开点胃药，非常的
有针对性，有规律可循，但是中医讲究的
则是人的整体性，即便两个病人出现同样
的病症，我们也会根据个体不同给出不同
的医治方法。”

不过，中西医总体是“和解”的，这在
范昱初看诊时也能经常体现。比如：他在
给一些患者看病之初，会让其进行一次全
面的西医检查，然后自己再对症下药。“其
实，中医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老百姓
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是无法取代的，但由于
近年来，西医的推广度高，百姓对中医的
认可度在逐年下降。”范昱初说。

带着“助力遂昌中医更快、更好发展”
的使命，一生都在和中医药打交道的范昱
初，一直到 2014 年，80 岁高龄的他才结束
了在遂昌县中医院的返聘，从中医门诊岗
位上退下来。“如果不是身体吃不消高强
度的门诊工作了，估计现在他还不愿退下
来。”范昱初老伴说，在范昱初的影响下，
他们的女儿和外甥也相继投身到了中医
行业，这让范昱初感到十分欣慰。

“如今国家中医药法已经落地，可以
说中医药的大好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当重
视和珍惜，让世人能够更好感受到文化瑰
宝中医药的魅力。”虽已退休在家，但范
昱初对于县中医医院的发展依然充满了
期许，他希望，医院接下去要充分发挥好
中医药特色，注意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
设，不断充实人才队伍，开展中医特色诊
疗服务，不断完善中医药优势病种诊疗方
案，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力争中西医结
合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更加全面、快捷、
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记者 张巧燕

范昱初：86岁“老中医”眼中的遂昌中医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