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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家住谯郡 (今安徽亳县 )
华家庄。 这庄子又叫斗武营， 是个
武术之乡。 大人小孩在劳动之余，
喜欢挥几下拳脚， 舞几下棍棒， 舒
活筋络。 所以， 这地方的人， 身体
都很强健。 后来， 斗武营叫白了，
就变成豆腐营。 俗话说： “青菜豆
腐保平安!” 这个名字， 人们也服
帖。 可是到了汉朝末年， 处处兵荒
马乱， 年年饥馑， 斗武营也好， 豆
腐营也好， 都不管谈了， 生病的、
死的都多了。

华佗的娘程氏， 就在华佗兄弟
俩的肩膀上跑起大路来。 为啥呢？
程氏断断续续地生病， 一生病， 兄
弟俩扎起担架， 就往医家抬。

程氏的病老不得断根， 一日不
多， 十日不少。 几年下来， 方圆几
十里地的人都晓得华家出了两个孝
子。

这天， 程氏又病了。 华佗和弟
弟华明抬上担架就走。 两人紧跑猛
赶， 累得汗如雨下， 好不容易赶到
医家屋前， 但不巧得很， 只见县衙
用官轿把春医生接走了。

华佗对华明说： “弟啊! 脚步
再紧点， 我们就可以赶在官家前，
现在， 这倒怎么办呢？ 等吧， 短则
一两天， 长则三五天。 我俩累点不
打紧， 老娘可要遭罪!”

华明应道： “哥啊， 你看怎么
办呢?”

华佗道： “我们赶上春医生，
请他先给老娘看看。” 华明点头赞
同了。

两人放开步子， 由于心齐， 四
条腿的抬子很快就赶到了八条腿的
轿子前。 华佗向春医生打躬作揖，
说： “春医生， 请你留步。”

春医生轿帘不掀， 只在里面嗡
声嗡气地说： “抱歉， 谁叫你迟来
一步!”

说罢， 竟坐着轿子走了。 华佗
兄弟俩望着轿子走了， 心里急得一
鼓一胀的， 没奈何， 只得抬着老娘
回到春医生家等。

此时， 风起云涌， 一会， 竟淅
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他俩抬起老娘
想往医家廊檐下躲雨， 可是廊檐下
歪的歪， 靠的靠， 坐的坐 ， 躺的
躺， 挤得严严实实的， 全是等看病
的人， “见缝插针” 也插不上。 华
明叹了口气， 说： “迟来一步走了
医 (生)， 赶了一步失去檐! 受罪，
受罪， 活受罪!”

华佗这人挺心细， 还带了把雨
伞， 于是撑开伞， 说： “弟啊， 勿
急嘛， 这雨伞可以护着娘 !” 华明
瞅着天， 无限感慨地说： “要是我
们会这一手该多好!”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 华佗点
点头， 心里就打下了学医的主意，
一是替老娘治病， 二是给那些穷苦
的病人减少痛苦。

一会， 又抬来一个病人， 未带
雨伞。 华佗这人心好， 便招呼那病
人家里人把病人抬到自己身边， 与
他娘头对头， 共把伞。

天象划破了， 下得不开天。 半

天呆下来， 病人及家属都烦躁了，
议论不住嘴。

有的说： “这样下去， 没病的
糟有病啦， 小病糟成大病啦!”

有的说： “穷人实在可怜!”
话语象锥子， 锥着华佗。 他决

心学医啦!
这时， 那个与华佗母亲共伞的

病人猛然坐起来， 说： “我怎么到
这里来了？”

原来， 这人也是个医生， 因为
劳累过度， 昏晕过去了。 家人没办
法， 就把他抬到春医生这里来了。
由于经过了路途的颠簸， 风雨的吹
淋， 这时， 他神志已完全清醒了。

他看看好心的华佗兄弟俩， 很
受感动， 便替程氏切脉看病。 华佗
在一旁留心细看， 专心致志。 待医
生开好药方交给他时， 看到他傻呆
呆的样子， 就随口问道： “你这个
小伙子， 对医道蛮有兴趣， 为啥不
学医呢？”

华佗答道： “未找到师父。”
“唉 ! 常言道 ： ‘久病成良

医’ ,识药也能成良医。 要是你不
嫌弃的话， 你到我那药铺管管药，
咋样?”

华佗点头答应了。 那医生又看
了几个病人， 直到天黑才让家人抬
了回去。

华佗与华明抬着母亲回来， 心
想： 这医生倒还不错咧。

第二天， 华佗当了药铺伙计，
采药、 购药、 配药， 华佗干得很起
劲。 常言说： “一花一色， 一人
一性” ,华佗这人就对医道感兴趣，
一有空闲， 就跟医生学看病。 他专
心， 钻劲大， 一年不到， 就颇懂
医道。 老医生高兴地对他说： “华
佗， 你是个不坏的小伙子， 可惜我
这老朽， 是个半瓶醋， 春医生也是
个二黄酱， 真正满灌的是普陀寺的
广济和尚， 只是他从不带徒弟。 你
要有志于医道， 定要设法投到他门
下。 切记切记!”

华佗点点头。
不久老医生便去世了。 华佗记

住老医生的话， 每日傍晚， 药铺子
上了门， 他便去普陀寺。 一回生，
二回熟， 走勤了， 广济和尚也不避
他。 广济念 “阿弥陀佛”， 华佗不

入肚， 但那声音好听， 他也不急
躁。 广济经念完了， 就念 《黄帝内
经》， 华佗听了句句入耳。 广济念
毕经文， 已是夜深人静。 华佗回
来， 对着油灯， 又一句一句写到纸
上， 写毕已是鸡鸣了。

这样， 半年下来， 华佗记了满
满一大本子， 心想， 这下该差不离
了吧! 谁知广济越念越深， 每晚只
念一个时辰。 华佗回来， 便要写到
鸡叫。

这天晚上， 华佗又去普陀寺。
广济接着， 经也不念了， 与华佗
“刮白”。 正在兴头上， 三个人抬
了个垂危的病人进庙， 请广济和尚
给治治。

广济推辞说： “我是和尚， 与
尘世无缘， 更无治病良方。” 转脸
又向华佗说： “你经常来庙听讲佛
事， 我还是来念 ‘阿弥陀佛’ 吧。”

华佗看那人病得很重， 也帮着
病人家属向广济求情 ， 说 ： “长
老， 你行行好， 给他治一治吧!”

广济说： “你要谈兵书？”
华佗说 ： “治了病 ， 我俩再

谈!”
广济说： “你要佛经？”
“治…… ”
华佗看广济微闭双眼， 东扯葫

芦西扯瓢， 就是不提治病事， 心里
发急， 就到病人身边， 一看， 这人
好像害的是晕病， 提笔正要开方
子， 却忘了药 。 这时 ， 只听广济
说： “扁鹊注内经好!”

华佗心思集中在治病上， 一听
“扁 ” 字 ， 他立即醒悟了 ， 说 ：
“对， 扁豆花!”

这时广济也禁不住叫出声来：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俗话说 ， 对症下药 ， 药到病
除。 病人服了药后， 就痊愈了。 这
家人讲情讲理， 认为医好病人是广
济和尚的力量， 便做了个 “广济众
生” 的匾， 披上一块红布， 送到
庙里。

广济双手合掌， 打躬作揖， 不
肯受纳。

众人无奈 ， 只好将匾放在庙
里， 告辞了。 一会， 华佗来了， 广
济指着匾对他说： “华佗， 你给人
家治好了病， 人家送个匾， 你拿去
吧!”

华佗说： “我看病， 你点药。
病是您治好的， 匾应该送给您!”

广济说 ： “常言说， ‘无功
不受禄’ ,我不能受。 你快拿去吧，
不要推三阻四的。”

华佗没办法 ， 只得抱着匾回
家。 可是心里老是像十五只吊桶打
水———七上八下的， 怎么想， 也没
得好法子处理这个匾。 最后， 只得
把匾往墙旯旮反放着。 可是， 一
翻过匾来， 匾后贴着一本书， 是扁
鹊注的 《黄帝内经 》。 华佗大喜，
拿起来就往普陀寺跑， 去感谢广济
和尚。 可到了庙里， 广济和尚已离
庙云游去了。

从此， 华佗立志 “广济众生”，
做起医生来了。

■华佗故事

������在药店工作的这些年， 我见
证了无数与健康和病痛相关的故
事。 其中，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印
象深刻。

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阳
光透过窗户洒在药店的柜台上 。
一位 60 多岁的大娘步履蹒跚地走
进店里， 她满脸忧愁， 眼神中透
露出深深的痛苦和无奈。

“姑娘 ， 给我拿点止痛药 。”
大娘虚弱地说道。

我连忙询问大娘的情况， 大娘
叹了口气， 开始向我倾诉她的遭
遇。 她说自己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肚
子都会痛得厉害， 但吃过饭后就不
太疼痛了。 为此， 她去了好多医
院， 做了肠镜、 胃镜， 几乎把能做
的检查都做遍了， 可就是查不出个
结果来。 昂贵的检查费用花了不
少， 病痛却依旧如影随形， 大娘的
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绝望。

听完大娘的讲述， 我陷入了
沉思： 大娘的症状表现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 即每天固定时间肚子
痛， 而进食后疼痛缓解。 这种规
律的疼痛模式不太符合常见的胃
肠道器质性疾病的特点； 大娘已
经做了全面的肠镜、 胃镜等检查，
却均未查出明确结果， 这就提示
可能不是常见的胃肠道炎症、 溃
疡、 肿瘤等病变……

凭借多年在药店工作积累的
经验，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
“大娘， 您这会不会是蛔虫病呀？”
我试探性地问道。

大娘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 显
然对这个猜测感到意外。 我耐心
地向大娘解释： “您想想， 蛔虫
在肠道里活动， 可能会导致肚子
疼痛。 而吃完饭， 肠胃蠕动加快，
蛔虫受到刺激， 疼痛可能就会暂
时缓解。” 大娘听着， 眼中燃起了
一丝希望。

“大娘， 您回去早点吃饭， 然
后在睡觉之前， 肚子不痛的情况
下吃两粒打虫药试试。” 我给大娘
拿了药， 并仔细叮嘱她用药的注
意事项。

大娘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药店。
没想到， 第二天一大早， 大娘就
兴冲冲地来到了药店。

“姑娘， 太神奇了！ 我按照你
说的做， 肚子真的不痛了！” 大娘
的脸上绽放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
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让我也感到
无比的欣慰和满足。

这件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
作为一名药店工作者， 我们不仅
要熟悉各种药品， 更要善于观察
和思考， 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的
关键。 有时候， 一个看似简单的
猜测， 或许就能为患者带来意想
不到的转机， 这就是我坚守在这
个岗位上的意义所在。

梁格 （湖南）

学医接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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