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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袁升
杨乾坤

在挂满锦
旗和牌匾的治
疗室里 ，我见
到了他——西
安市红十字会
医院韩森寨分院院长
袁升 。这位谦和可亲
的彭 大 夫 ，从 医 数
十年 ，其 精 湛 的 医
术名 闻 遐 迩 ，其 高
尚的 医 德 有 口 皆 碑 ，
然而 人 们 知 之 甚 少
的，却是他极其宝贵
地发现了 “人体第三
条通道”。

中西 医 疗 治 疾
病，遵循的是人体 内
的两条 “通道”——
经络 系 统 和 神 经 系
统。而今 ，第三条 “通
道”——人体组织 系统 ，
被袁 升 发现了 ！

这条 “通道”的发
现，将 在 医 学 领 域 里
产生极大的影 响 ，甚或
将产 生 一 次 飞 跃 和 革
命。

一条大道在眼前 ！
袁升 利 用 这 条 大

道，业 已创立 了一 门新
的学科——人体组织刺
激疗法 。这种卓然 自 立
的疗法 ，即用 针刺人体
不同 部位的点 ，通过“第
三条通道 ”的感传 ，以
刺激患 者 部位的组织 ，
达到治病 的 目 的 。它不

同于针灸
的刺激穴
位。目 前 ，
袁升大夫
用此种疗

法，已在无器质性病变
的领域里独领风骚 。如
治疗坐骨神经痛 、神经
性头痛 、急性慢性腰腿
痛、肩周 炎 、颈项不适
和犁状肌综合症等 ，便
针如神来 ，大有奇效 。

袁大夫 出 身 中 医世
家，又是科班 ，在他供
职的西安红 十字会医院
里，他的 医术是颇为精
湛的 ，多 年 来的临床实
践，多 年来 的探索研究 ，
终于发现了这个 世所未
闻、世所未见的人体第
三条通道 ，并 以此创立
了人体组织疗法 。几年
来，他以 此疗法接待 患
者十 三万人次 ，治愈率
和有效率达到百分之九
十五 ！

人说 ，找袁大夫治

病的人 ，进来时背锅哈
腰，出 去时容光焕发 。
笔者采访时 ，病人争相
夸袁大夫针神 。西安航
空电器公 司曹锦鹏 ，省
建五 公 司 家 属 院 杨 秀
枝，都感恩戴德 ，激动
不已 ；榆林市农机公司
书记王 玉龙 ，二 十年 前
由袁大夫做过膝关节手
术，也专程看望来了 ；
西安胜德全餐厅马 良声
音颤抖地说 ，自 己患病
后，不能坐 ，不能躺 ，
不能走 ，吃饭须爬着吃
才行 ，来医院时 ，是四
五个儿女将其抬进 的 。
想也没敢想 ，袁大夫一
针扎下 去 ，竟使 自 己 奇
迹般地站 了起来 ，经过
七八次治疗 ，已基本痊
愈。

袁大夫名 声大播 ，
求医 的 、治病 的 ，不管
白天黑夜 ，不管节 日 假
日，都往他那里拥 。袁
大夫呢 ，依旧 地来者不
拒，依 旧 地态度和 。

某医院以
月薪八百元的
待遇聘请他 ，
他谢绝 了 。某
院答应除高薪

外，还加上优厚 的实
惠，他谢绝 了 ，有人
搭桥 请 他 办 私 人 医
院，他拒绝 了 ！有人
估算了 一下 ，袁大夫
只要停薪留职一年 ，
那他腰缠 的 ，也不知
是几个万贯 ！

然而富贵于他如
浮云 ，他有他的事业 ，
追求和理想——

他依然将祖传秘
方无偿地献给医院 。

他依然利用休息
时间 和 节 假 日 为 人 治
病，不收一分一文 ；

每日 上下班 ，他须
骑自 行车往返 三十 里 ；

家中 ，依旧 的 一套
七十 年代的家具 ，父辈
留下 的 八 仙 桌 和 木 圈
椅，一台十二寸 的黑 白
电视机 ，高低不平 的木
板床 ；

他的报酬 ，只是一
各主 治 医 师 的 普 通 待
遇；

他的健康状况 ：肝
脏硬 化 ，脾脏 切除……

袁升 大 夫 正 在 为 患 者 治 疗　李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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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 祖 宗

石闻

“ 文 革 ”那 时 ，除 了 那根正 苗
红的 红 五 类 ，大 概很 少 有 谁个 靠 先
人的 牌位 来 炫 耀 自 己 和 争 功名 的 。
当历 史翻过 了 一 页 后 ，不 知什 么 时
候，这 争 “祖 宗 ”的 风 气 又 渐次 看
涨了 。

最先 是 争 名 人 的 后 代 ，在 有
的地 方 兴 起 了 一 股 续 谱 风 ，谁 个
是孔 子 的 后 裔 ，谁 个 是 蔡 伦 的 子
孙……随 着 对 外 开 放 ，落 实 政 策 ，
这海 外 关 系 过 去 避 之唯 恐 不 及 的

东西 又 一 下 子 热 活 起 来 。记 得 前
些年 谢 东 闵 在 台 湾 当 什 么 劳 什 子

“ 副 总 统 ”时 ，我 省 凤 翔 一 个 农
村青 年 曾 经
上书 有 关 单

位说 他 是 这

位地道 的 台

湾籍 人 的

“ 孙 子”，要 求 为 他 落 实 政 策 ，
以促 进 “祖 国 统 一 ”。还 有 一 青

年和 地 方 政 府 发 生 了 口 角 时 ，就
扬言 要 给 他 在 联 合 国 当 什 么 官 的

叔叔 写 信 告 状 ，“到 时 候 中 国 可
要吃 不 了 兜 着 走”。

随着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竞 争
的加 剧 ，又 出 现 了 为 争 祖 宗 打 官
司的 种 种 事 端 。诸 葛 亮 的 茅 庐 是
南阳 还是 襄 阳 之 争 ，不 知 有 了 多
少年 ，但 一 直 发 展 到 近 几 年 的 公
开官 司 ，使 一 项 建 设 搞 不 成 ，这
恐怕 还 是 新 鲜 事 。那 旷 日 持 久 的

“ 河 南 两 伊 战 争 ”则 更 令人瞠 目 。

七十 年 代 初 ，周 总 理 倡
导“复 兴杜 康 ，为 国 争
光”，汝 阳 县 （原 名 伊

阳）在杜 康 村 建 立 了 杜
康酒 厂 ，伊 川 县 也把 原
酒厂 改 为 杜 康 酒 厂 。
1 980年 统 一 商 标 时 两 县

分别 到 各 地游 说 ，都 声

称自 己 的 酒 才 是 正 宗 的 杜 康 酒 。1987

年伊 川 县 人 大 决 定 12月 15日 为 “中

国杜 康 节 ”，开 幕 之 日 汝 阳 到 处 散
发传 单：“正 宗 杜 康 在 汝 阳 ”，并
在洛 阳 火 车 站 高 竖 牌 匾 ，伊 川 则 相
对树 起 了 “唯 一 专 用 ，伊 川 杜 康 ”

的标语 牌 ，以

至于 上 属 洛 阳
市的 领 导 发 出

了“本 是 同 根
生，不 能 对 着

干”的 呼吁 。

如此 等 等 ，令 人 感 慨 。我 们 的 祖
国是 一 个 具 有 五 千 年 文 明 历 史 的 古
国，我 们 的 祖 先 曾 经 创 造 过 令 全人 类
震惊 的 璀璨 文 化 。这 的 确 值 得 我 们 每
一个 中 华 民 族 子 孙 为 之骄傲 。但这 绝
不是 说 我 们 就 可 以 靠 吃 祖 宗 的 饭 过
日子 ，更 不 能 希 冀 靠 争 夺 先 人 的 荣 光
增添 自 己 头 上 的 灵 光 。而 应 该 象 研
制发 射 火 箭 人 造 卫 星 的 科 技 精 英 们
那样 的 去 创 造 ，象 亚 运 健 儿 那 样 的
去拼 搏 。这 样 作 才 无 愧 于 我 们 的 列
祖列 宗 。

刊头 设 计　董凤 山
本版编辑　杨 乾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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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驶入安 国 县境 内 ，眼前豁
然开 朗 了 许 多 ，那一望无垠的平川
上，暖棚排排 ，虽是初夏 ，却有秋
实了 。暖棚 内 ，白 的药菊 、黄的荆
米、紫的云苓 、红 的薏米……着实
叫人喜爱 。阵阵药香扑鼻 而来 ，顿
觉心旷神怡 。下车伊始 ，我便直奔
药市而去 。

据《祁州志 》记载 ，早在汉初 ，
安国就成了 中 草药的集散地 ，宋末
进入鼎盛时期 。每逢春秋两季 ，西方
商贾 云 集 祁 州 ，议 买 议 卖 ，好 不 热
闹。近些年 ，随着 改革开放的政策深
入，安 国 县 已不单是草药集散地 ，而

且成为河北一座新兴的 、饶有特色的旅游城 。
步入 药市 ，只见人头攒动 ，唱 卖声 、议价声此

起彼伏 ，汇成一 曲 优美 的 药歌 。药市街两侧 ，一拉
溜药材 货栈 。唐代酒楼式 的 ，各具特色 ，我走进清
牌楼式 门 脸 的 “八五 ”货栈 ，这里 刚 刚送 走一批加
拿大籍华人观 光 团客人 。一位老药 工 笑盈盈 引 我
入座 ，递上 沙参茶：“我们祁州有 句 古 语，‘药不
进祁州 门 儿 ，准保没有草 药味儿 。嗅了 祁州 药 ，十
年病 不 到’。”老药 工 告 诉我 ，祁州药农每年把
药送来货栈 ，货栈将药加工后转卖给各地药厂 。
商客峰拥祁州 ，逐渐形成十三帮 ，通过广东帮和
东北帮将药运往东 南亚 、苏联及世界各地 。

告别老药工 ，我来到远近 闻名 的药王庙 。药
王庙坐落在安 国 县城城南的老街上 。正 门 上方“显
灵河北 ”四 字 巨 匾赫然触 目 。门 两旁 立铁铸旗杆 ，
高七丈有余 ，上盘龙翔凤 ，悬斗挂铃 ，令游人赞
不绝 口 ，庙 内 的名 医殿 内端坐十位 中 国历代医圣 ，
为了使游人一饱眼福 ，每个塑像都重新着 了 彩 。
药王暮亭 内 的药王像是近 年 请 “泥
人张”的传人重塑 的 ，栩栩如生 。
庙管所的人员 向我介绍 ，药王庙 的
前身是 当 地百姓 为纪念邳彤而建 。
邳彤系 东汉刘秀 部 下二 十八宿将之
一，曾任 曲 阳 郡太守 ，此人为官清
正，重视 中 药业 ；成为燕赵 一带药
界领袖 ，死后葬于安 国南门外 。为

怀念他的功绩 ，祁州百姓 立庙祀之 ，
距今 已有1000多 年 的历史 了 。如今 已
成为吸 引 广 大游客 的重 要 古迹 。

夜幕低垂 ，万家灯 火将这座奇特
的“养生 ”旅游城映得朦朦胧胧 。我
下榻 的是安 国最大 的药材货栈——北
方中 药材贸易货栈 。我枕着药枕 ，呼
吸着 中 草 药的 清香 ，甜甜地睡去 。

田恒 五 楹 联 艺 术 展 巡 礼
张骅

由陕西省黄埔 同学会 、陕西省楹联学会 、于
右任书法学会联合举办的 田 恒五楹联艺术展 览 ，
日前在西安美术家画廊展 出 。

这次楹联艺术展览 ，共展 出今古名联一百一
十余 副 ，撰联 者 有赵孟 、周恩来 、郭沫若 、
霍松林 、高 立民 、张过等名家 ，书联者 有吴三大 、
宫葆诚 、王心 白 、何士民 、石宪章 、沈兰华等 ，
融诗词 、警句 、联语 、书法 、绘画 、雕刻 、制作
工艺为一体 ，集楹联多种艺术形式之大成 ，五光
十色 ，琳琅满 目 ，史无前例 ，是我国 第一次楹联
艺术展览 ，使人得到祖 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哲理
的启迪 ，艺术的享受 。

田恒五先生 ，陕西汉 阴 人 ，早年毕业于黄埔
军校 ，现任西安市秦华馆馆长 ，陕西省楹联学会
理事 ，虽年逾 古稀 ，身患 胃 癌 ，却以顽强的毅力
执著 的追求 ，致力 于楹联事业 ，四处呼 号奔波 ，
先后 为西安钟楼 、大雁塔 、清真寺 、德发长 、松
苑、华清华等 制作 了大量楹联 ，赢得了 国 内外游
人和 中 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为振兴陕西联坛作 出
了重要贡献 。

田老 为 筹 办这 次 展 览 ，卖掉 家 中 房 产 ，筹
集资 金 一 万 多 元 ，经 过 三 年 的 收 集 制 作 ，在 各
方关 照 支 持 下 ，含 辛 茹 苦 ，得 以 展 出 。其 目 的
宣扬楹 联 艺术 ，繁 荣 陕 西 楹 联 创作 ，并 为 筹 办

陕西 楹 联 艺 术 馆 奠 定
基础 ，以 期 得 到 各 级
领导 的 重 视 与 支 持 ，
以及 社会 各 方 的 关 注 。
但愿 田 老 这 一 愿 望 变
成现 实 ，使 陕 西 联 坛
昌盛 繁 荣 ，为 弘 扬 我
国优 秀 文 化 作 出 更 大
贡献 。 在亚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的安塞腰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