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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同是古山名中医

勤钻医术 记录笔记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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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司马迁用这样的感叹结束了《匈奴列传》。虽然只

有短短一百多字，但这却是整部《史记》最为闪烁其词的

论赞之一。从孔子著《春秋》谈到选贤用将，司马迁就是

不正面评论武帝征伐匈奴的功过。明显，他的心情也很

复杂。

匈奴是一定要打的，但武帝采取的，是最佳的打法

吗？

结合其他篇目，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多多少少存

在一些看法。一方面，他肯定两人在汉匈战争中建立的

盖世之功；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们的不少毛病。比如，

卫青明哲保身，“以和柔自媚于上”，“天下之贤士大夫毋

称焉”；霍去病则不体恤部下，远征塞外，粮食供应困难，

皇帝赏赐的鱼肉自己吃不完，宁肯腐烂一车车倒掉，也

不肯分给将士们；士卒饥寒愁苦，几乎站不起来了，他还

要命人平整场地踢球作乐。可以想象，汉军的伤亡中，

必然有不少倒在战场以外。

司马迁还特意提到，霍去病其实未曾学过兵法。从

列次战役来看，去病的确没有凭借太多的谋略，而是凭

借血勇，与匈奴硬碰硬地较量，这无疑也会大大增加伤

亡。

游牧民族向来都崇拜狼，他们也被长城以南的汉人

视作狼一样凶悍的部族，不过卫青霍去病的打法，却比

狼还像狼。

降将赵信建议单于将王庭部署在绝远的沙漠之后，

以引诱汉军出击，让他们累倒在途中再加以歼灭——赵

信在汉朝生活多年，深知汉军底细，他认为汉军绝没有

横穿大漠的勇气和实力。可惜的是他碰到的是霍去

病。汉军在去病率领下长途奔袭，率军深入焉支山千余

里，一举抄掉匈奴的老窝，俘获了王子相国都尉等一大

群贵族。这样挑战极限、有进无退的玩命打法，令自命

为“天之骄子”的匈奴勇士都瞠目结舌。

没有什么“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没有拐弯

抹角，不会保留实力，甚至不必排兵布阵，几十年的战争

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头狼扭在一起在血淋淋地撕咬——

直到其中一头断气，或者落荒而逃为止。

司马迁说，匈奴发动攻击时，都会选择月圆之夜

——圆月下的大漠，狼嗥声悠长而凄厉。

仔细倾听，最雄浑的那声嗥叫，或许传自遥远的南

方。

传自飞檐斗拱的未央宫中。

谈什么“择任将相”——卫青也好，霍去病也好，不

过尽是武帝伸向塞外的獠牙利爪罢了。

公元前110年，武帝亲自勒兵十八万，旌旗千余里，

出长城，至朔方，向匈奴乌维单于挑战。他命人向单于

传话：“南越王的头已经悬挂在了长安北门下。现在你

如能与我大汉放手一搏，我将亲自迎战；如若不能，速速

南面称臣。何必远远逃窜到苦寒之地呢？”

乌维单于暴跳如雷，但冷静下来后，他还是避开了

武帝的军队。

匈奴虽然遭到重创，但终武帝一朝都没有投降。武

帝在长安特意造了一座宫邸，等待匈奴单于来朝称臣时

居住；可是直到他病逝，那座宫邸始终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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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居生态酒店、永康日报联合举办

“恩师难忘”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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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婷婷

胡景文医师今年62岁，擅长妇科、中医男科治疗及
对癌症的预防调养，是古山名中医胡兴旺之子。他深得
其父教益，又因自身勤奋钻研，声誉鹊起于古山一带。
胡景文每周六在山川大药房义丰号坐堂问诊。

采访胡景文时，他笑着说：“我不算什么名医，我的父
亲才是呢！”于是，胡景文向记者讲述了父亲和他学医的
故事。

十多岁就能把《汤头歌》背得滚瓜烂熟

胡景文介绍，父亲胡兴旺，1927年出生于古山镇，自小父母

双亡，14岁到缙云药房当学徒。药房老板何茂宽见胡兴旺老实

聪慧，对中医学很感兴趣，便把祖传中医传授给他。

学满 3 年后，胡兴旺回到古山开了一家诊所，并邀请当

地的各科大夫坐堂问诊。1952 年，实行公私合营制度后，全

市只剩下两家药店，其中一家是古山供销社药店，胡兴旺就

在该店当坐堂医师。

在那个年代，诊所、药店是没有明确分科的，医生必须什

么病都得学着看。胡兴旺早期学医以妇科为主，开诊所后，

他向各科医师学习，自己钻研医书。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胡

兴旺在古山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了。

胡景文小时候常常到供销社药店，观摩父亲给病人问

诊、抓药。耳濡目染下，胡景文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多岁时，他就能把《汤头歌》背得滚瓜烂熟。别的孩子出门

玩耍，他却在家里翻阅《内经》等医学古籍，背诵人体穴位图。

胡景文 25 岁时，父亲胡兴旺退休。胡景文谢绝了父母

安排好的银行职位，坚持要去药店上班。

胡景文回忆当年的供销社药店。那时人手不足，店里只

有5名医师，药材要自己切。大的药材用铰刀切块，小的药材

用切刀切片，还有一些要碾磨成粉。供销社药店有两层楼，一

楼坐诊，二楼堆放药材。有病人的时候，他们在一楼看病，没

病人时，他们就到二楼处理药材，一天得跑上跑下几十趟。

随身携带父亲的行医笔记，养成抄录药方的习惯

胡景文每次到山川大药房坐诊，都会随身携带几本笔记

本，笔记本上记着密密麻麻的药方。遇到疑难病症，他就会翻

开笔记本查阅。胡景文说，这是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宝物”。

胡景文回忆，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里，父亲胡兴旺养成了

抄录药方的习惯。他一边行医，一边钻研医学，将临床实践有

效的药方保留下来，摘录在本子上。直到 80 多岁眼睛看不

清，父亲才停笔记录。

上世纪 60 年代，老一辈的永康医师发起了编纂《名医

录》的提议，要求每名医师献上一张药方。当时，胡兴旺拿出

了一张治疗牙龈发炎的古方。胡景文说，这个方子也记在手

抄本里，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对胡景文来说，这些手抄本凝结了父亲毕生所学的经

验，他从中学到了很多。如今，他效仿父亲，将使用过并证明

有效的药方抄在笔记

本上，至今已抄录五

六本。每次坐诊，胡

景文都把这些笔记本

带在身边，遇到疑难

病症时，便可随时拿

出翻阅。

大黄老师
□永康三中 沈乔桉

黄龙宣是我的语文老师，他留

着板寸的发型，身材微胖，脸色黝

黑，遇到每一位同学都面露微笑，和

蔼可亲。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大黄

老师”。

记得在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时，黄老师说：“鲁迅文中的这个

百草园，我去看过了，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的景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菜园子。那么，为什么鲁迅对百草

园这么有感情，把它写得这么美好

呢？”针对黄老师的问题，同学们议

论纷纷，踊跃举手发言。一堂普通

的语文课在黄老师的调动下，变得

生动有趣起来。

七年级下半学期的一个星期

四，黄老师蹒跚地走进教室，挪到讲

台旁，开始给我们上课。只见他两

手撑在讲台上，脸上冒出了一粒粒

汗珠。后来，我们知道黄老师因为

身体不适住院了。过了几天，又传

来黄老师到杭州治疗的消息，我们

的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我

们原以为黄老师这学期不会来上课

了，没想到临考试前一个星期，他带

病坚持回来上课，这让我们感到非

常感动。

大黄老师，我们爱您！

教我养成
读书好习惯
□永康三中 沈乔枫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

刿请见⋯⋯”每当我背诵《曹刿论战》

时，就会想起民主小学的王晓老师。

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突

然 不 想 上 学 ，便 假 装 生 病 躲 在 家

里。第二天，我照常上学，第三天，

我又不想上学，再向王老师请了半

天假。中午回校，我有点心虚，觉得

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我越

想越害怕，不一会儿，我的手心、脑

门上都是汗。这时，王老师把我叫

到教室外面，说：“你的病好点了

吗？这几天你的作业错字较多，是

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王老师关心

的话语让我很惭愧。我暗暗告诫自

己 一 定 要 好 好 学 习 ，不 能 再 偷 懒

了。经过努力，我在当年的期末考

试中，取得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小学时，王老师鼓励我们背

文 言 文 ，还 说 背 得 多 的 同 学 有 奖

励，于是，我背了 21 篇文言文。记

得我背的第一篇文言文是《曹刿论

战》，当时，王老师还当众表扬了

我。从此，文言文成了我的最爱，就

连坐车时我都会背上一段。

王老师，我想对您说：“感谢您，

是您让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