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化南（1909—1998），名凤
寅，字化南，号文哉，李村北街人。

李化南自幼家贫，经人介绍
到镇上“同泰永”药材庄当学徒，
两年后，药材庄因故倒闭，他只好
外出讨生活。1930 年春，洛阳十
字街上，生活无着的李化南看到
冯玉祥西北军招兵就报了名，他
成了35师的一名看护兵。

1945年2月，李化南在伪泛东
挺进军教导团任军医少校主任。
是年，日军进占南阳，目睹国民党
不抗日、只反共的行径，李化南毅
然随队起义，组织上分配他到王
树声部皮旅医疗队工作。在此期
间，李化南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
战地医疗工作，与同乡马明臣营
长（率部解放李村的主官）成为莫
逆之交，两人还认了拜帖弟兄。

1947 年，作为非战斗人员的
李化南被安排回乡，在镇上开办
了化南医院，其后，受马明臣委
托，为收治“关林事变”中的伤员

做出了突出贡献。1950年，李化南被推举为洛阳县第八区（李
村）医生代表；1951年，被任命为洛阳县第八区防疫委员会主
任、洛阳县中西医师联合会八区分会主任；1952年，当选洛阳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1953年，任洛阳县第八区卫生所（李

村卫生院的前身）首任所长。
1954年，李化南奉调洛阳县第三区（平乐）创办卫生所，任

副所长。他上任伊始，先拜访了名闻遐迩的郭氏中医正骨术
第五代传人高云峰，此后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的临床实践
中，李化南成为高云峰的得力助手。从高云峰身上，李化南发
现了一座医学宝库，在过去从医生涯中遇到的许多令他束手
无策的骨伤病例，在这里一一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由此爱上了
中医正骨，如醉如痴。在一本笔记中，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化南
这样写道：“前二十年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丢掉了可贵光阴，徒
使老大伤悲，痛定思痛，我应老当益壮，急起直追。”

1955年高级合作化高潮到来，受洛阳县卫生科委托，李化
南为高云峰能到公立卫生所坐诊，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动手
打通了卫生所与郭家大院之间的那道后墙。这样，李化南有
了更多的学习机会，高云峰言传身教，倾囊传授，李化南认真
领悟，积极实践，得到了高云峰的绝技真传，成为郭氏中医正
骨术的第一个异姓传人。高云峰任平乐正骨医院院长后，李
化南一方面加紧学习，一方面协助高云峰做学员培训工作，两
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云峰还认了李化
南的儿子李纪元为干儿子。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李化南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陷
害打击，旧账重提，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8年刑期，押送洛
阳机具制配厂（在老城区）劳动改造，从事医疗工作，在业务上
与高云峰依然过从甚密；1962年提前释放回乡，但仍被当作

“坏分子”受到管制，经常被迫参加各种劳动。
李化南性格文静，儒雅，喜读书，爱诗文，但写字作诗多为

自娱。他虽然是管制对象，但四乡群众有了骨伤病都喜欢找
让人信服的“李先儿”。在没有任何现代仪器配合的情况下，

他仅凭一双灵巧娴熟的手，就能对各种骨伤作出正确诊断和
治疗，操作手法稳、准、敏捷，动作连贯，追求一次达到理想效
果，多年的陈旧性肩、髋关节脱位也能够“随手”复位；所用材
料多为竹篦、小夹板，按揉展筋丹或接骨丹，外敷自制膏药，仅
此而已。不管哪儿来的病人，不分贫富亲疏，他都一视同仁，
对诊金多少从不计较，对贫困乡民则分文不取，其高尚医德令
四方称道。正如他自己所写的：“我半路学中医，虽然学得不
深不透，但亦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正骨科这方面突出，受到
欢迎，解决了患者很多问题，给群众劳动生产、节约往返花费
作出了贡献。”

“文革”期间，李化南的恩师高云峰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
揪斗致残，“造反派”抄出她家的传家宝金匣子，所藏正骨秘籍、
展筋丹、接骨丹等秘方被统统烧掉。李化南闻听，悲愤欲绝，但
只有伤心落泪。他曾写过三本正骨笔记，均以高云峰口述为
主，把各类骨伤的症状、用药、整复手法，结合自己的心得整理
而成，一本1957年的“实践笔记”，一本1959年的“敦煌笔记”，
一本1964年的“慰问笔记”，可惜都被“红卫兵”抄走、焚毁。

1972年，年逾花甲的李化南偷偷地重写了《郭氏正骨学笔
记》，还字斟句酌，把各类骨伤的缘由、表现症状、用药、整复手
法编成歌诀，以方便后人学习，对各种秘方里诸般药物的获取
和炮制方法，均详加说明。

根据长期实践，他提出了骨伤病治疗的四项治疗原则：固
定与活动相结合（动静结合），骨折愈合与功能恢复并进（筋骨
并重），局部治疗与整体治疗兼顾（内外兼治），医疗措施与发
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配合（医患配合）。

1980年，李化南沉冤昭雪，恢复待遇，他时常到洛阳市正
骨医院坐诊，发挥余热治病救人；1998年无疾而终，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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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清录

许宏伟

火车站

那年放暑假，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火车站，
热得满头大汗，赶紧往车站里赶。

正在排队进站的时候，我前面那个姑娘
的箱子貌似坏了，她吃力地拉着，但箱子却纹
丝不动，果然，一个箱轮坏掉了。为了赶紧进
站，我也没多想，就连忙帮她抬了一把，她慌
忙感谢。帮人帮到底，我一路和她抬着箱子
上了火车，找到了她的位置，然后又回到自己
的车厢。没想到，刚坐下不久，那个姑娘就到
我的车厢找到了我，非要塞给我一瓶水，她说
萍水相逢，遇见就是缘。然后，我们就成了亲
密的朋友，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的哥

前年中秋节没回家，和朋友一起去吃饭，
完了就在大街上溜达，顺便买了件新衣服。
因为过节，和朋友商量准备奢侈一把，打个出
租车回去。心里惦记着新衣服，总是高兴，跟
司机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司机师
傅说他也有个女儿跟我们差不多大。我问他
为什么不回家过节，他笑呵呵地说“我回家
了，你们怎么回去”。临下车的时候，要给车
钱，他又说“算了不用给了，今儿过节，小姑娘
家在外边不容易，记得给父母打个电话。”

新棉袄

我有个表妹，从小不爱学习，早早就外出
打工了。去年冬天回来，给姥姥带了件大红
棉袄。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表妹问
多少钱，表妹笑呵呵地说五十，老太太一听立
马掂起衣服，看了又看，拧着眉头说太贵了，
还叮嘱表妹以后可不敢乱花钱。我悄悄拉过
表妹偷偷问她到底多少钱，表妹冲我眨眨眼
伸出了三根手指头，三百。

短信

有一天，突然收到朋友的一条短信，说那
天是她老妈的生日，想要给她妈筹集祝福，短
信最后留下了她母亲的手机号码。

看完之后，我连忙编辑了条祝福短信照
着那个号码发了过去。没过多久，我便收到
了她妈妈的短信，她说“谢谢，非常感谢”。

突然感觉好温暖，拿起电话就打给了我
妈。

“老头子，快扶我出去！”
刚走进家门，就听见母亲正在大声吆喝父亲。
只见父亲一边应着，一边忙不迭地跑进屋去。
我赶忙放下手中的物品，帮父亲搀母亲坐在院子

里。
阳光照在母亲身上，暖洋洋的。

“妈，您什么时候升级了呀？敢管我爸叫‘老头
子’了？”

“傻妮子，你看你爸头发都白了，牙也掉了，背也
驼了，不是正宗的‘老头子’吗？”母亲笑呵呵地说。

从母亲脸上喜悦的皱纹不难看出，母亲称父亲为
“老头子”，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理解，而是对父亲的一
种昵称。

记忆中的日子，父母总在吵闹声中度过。年轻
时父亲气盛，动不动就对母亲发火，而母亲总是让
着，宁肯自己受点委屈。

有时候我埋怨母亲忍气吞声，母亲却不这样认
为：“妮子，两个人过日子，都是想把咱这个家料理好，
没有谁对谁错，多说两句少说两句没啥，你爸也没有
恶意，他累了，烦了，不就是想找个人出出怨气？只要
我不言声，他就没劲了。大人的事，孩子家别掺乎，要
不，只能是火上浇油。”

听后，我一脸茫然。
有一次，父亲下地回来，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又

对母亲发牢骚，我替母亲袒护，没想到父亲的火气更
大了，非但责怪我和母亲一条心，说母亲没有教育好
子女，还对我大骂一通，自此我再也不敢在那个时候
说任何话。

果然，孤掌难鸣。父亲见母亲不理睬他，我也只
当没听见，一会儿，就偃旗息鼓了。时间一长，我和母
亲也摸透了父亲的脾气，当父亲发牢骚时，我和母亲
总是相视一笑，仍旧各忙各的。

前些年，母亲得了腿疾，行动不便。父亲的牢骚也
少多了。

哪料想，如今，老了老了，父母却互换了角色。母
亲的脾气却大有见长。时不时对父亲唠唠叨叨，见父
亲并不生气，她似乎还“有恃无恐”，更进一步。

问起母亲咋回事时，母亲却道出这样一句时髦的
话:“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
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是啊，少时夫妻老来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
是每对新婚恋人的誓言吗？没有几十年的相濡以沫，
又怎能体会到呢？

我想，母亲的晚年肯定是幸福的，因为单从“老头
子”这个昵称中，就能看出一生一世的坚守和承诺，就
是携手走过的风风雨雨的最好见证。

最美不过夕阳红
“土崩”与“瓦解”

梦想成真
“五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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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想
儿时的梦想，进城住楼房：
上下有电梯，省时又省力；
烧饭用燃气，卫生无垃圾；
入厕不出门，蚊虫不叮人；
洗浴在家里，传染病可避；
吃住行方便，生活多惬意。

二．真相
大了才知道，城里更多好：
学习环境好，教育质量高；
工作机会多，工资待遇高；
年老有保障，看病能报销；
闲暇公园逛，生活乐淘淘。

三．烦恼
改革几十年，国家有了钱，
民生大投入，城镇化加鞭，
眼见梦成真，心中起疑云。
补偿标准低，生活有忧虑，
孩子要长大，房子住不下，
独子无待遇，心中不乐意，
烦恼一件件，是否要搬迁？

四．出路
搬迁不搬迁，咱来谈一谈：
土地不征收，暂时的困难，
共同想办法，积极促流转，
区内双千斤，再不用劳心；
补偿高与低，大家比一比，
比要看全局，不能挑其一，
阳光去操作，户户不生疑；
生老与病故，自然有规律，
子孙的幸福，自己去争取，
劳动造财富，社会更进步，
拆迁撬横财，法律不允许，
啃老靠不住，子孙自掘墓。
搬迁诸烦恼，全是贪念造，
潮流挡不住，何必自寻苦，
莫要失良机，后悔无处诉。

五．未来
住进新楼房，环境大变样，
楼间植花草，汽车地下跑，
道路宽又平，出行轻又松，
服务均等化，舞台为我搭，
梦想变成真，幸福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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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他要回家享
受天伦之乐。

老板舍不得让他走，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
一座房子，老木匠说可以。但是大家后来都看
得出来，他的心已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细料，
出的却是粗活。

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把大门的钥匙递给
他：“这是你的房子，我送给你的礼物。”

他震惊得目瞪口呆，羞愧得无地自容。如
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他怎么可能会
这样呢？现在他得住在自己粗制滥造的房子
里！

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漫不经心地
建造自己的生活，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消极应
付，凡事不肯精益求精，在关键时刻不能尽最
大努力。

等我们惊觉自己的处境，早已深困在自己
建造的“房子”里了。

其实，你的生活是你一生唯一的创造，不
能抹平重建，一定要认真。

做一个认真的人

小温暖带来小幸福

原味

任洁琼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3年），赵人徐乐上
书朝廷，言治国之道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
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
也。陈胜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
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
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
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胜之所以为资也。何谓
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
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
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擒于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胜也，
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
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
瓦解。”

徐乐在这篇奏表中提出的“土崩”与“瓦解”的
思想，对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
用和借鉴意义。其中三点，尤为重要：其一，引证确
凿，振聋发聩。徐乐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的证
据，是秦末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
提出“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的证据，是汉景帝三年十
二月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
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七个诸侯王举兵谋反
的“七国之乱”，但很快就失败了。这两个重大的历
史事件毫不虚妄，所蕴含的道理最能使人信服。其
二，对比鲜明，发人深思。陈胜只是一个戍卒，“无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但他却战胜了强大的秦王
朝，因为他身后有千百万人民，“民困而主不恤，下
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就是陈胜的
力量之所在。而七个诸侯王虽然“号称万乘之君，
带甲数十万”，因为丧失了民心，所以失败不可避
免。这样两相对比，引发的思考必然是深刻的。其
三，比喻生动，寓意深远。徐乐把陈胜领导的农民
大起义比喻为“土崩”，把“七国之乱”比喻为“瓦
解”，真是再生动不过了。在他看来，国家就像一座
房屋，人民就像房屋最底层的“土”，是房屋的基础
和根本，一旦基础和根本动摇了，房屋就要倾斜倒
塌了；诸侯王就像房屋上的“瓦”，虽然居于房屋的
最高端，但它的损坏和坠落，不会影响到房屋的安
全。这样的比喻，寓意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
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土崩”的确是可怕的。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
替的原因看，几乎所有王朝的覆亡，都是“土崩”的
结果：成汤领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夏王朝；周武王
领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商王朝；周厉王无道，人民
把他赶跑了，周幽王无道，人民把他杀掉了；陈胜领
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张角领导的黄巾起
义，推翻了汉王朝；翟让领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隋
王朝；黄巢领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唐王朝；朱元璋
领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元王朝；李自成领导的人
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
翻了清王朝；至于西晋亡于胡，北宋亡于金，南宋亡
于元，表面看与“土崩”无关，其实是亡于比“土崩”
更可怕的民心丧尽。

正因为如此，凡明君贤相，治理国家都是注重
安抚人民的，而安抚人民的最重要举措，就是施行
仁政。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安居乐业，就可避免

“土崩”的悲剧。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
治”，近四十年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惠民利民政
策，使人民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改变，生活质量有
了极大提高。如《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十二年
三月诏：“吾诏书数下，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
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又如

《汉书·景帝纪》载：汉景帝后三年正月诏：“农，天下
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
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农民寡也。其令郡
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苦取庸
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诸如此类的仁政措施造福了人民，所以人民心向朝
廷，“七国之乱”缺乏人民支持，当然要失败了。

“贞观之治”是享誉后世的治世。这个治世的
出现，就是唐太宗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以仁
治国，仁爱人民的结果。《新唐书·太宗本纪》载：李
世民登极后，认识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民，水
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诏谕群臣：“为国
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
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并与魏征等人讨论
治国方略，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民本思
想，制定了一系列爱民安民的施政方针，随即做了
三件顺应民心的大好事：一是“免关内蒲、芮、虞、
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
赐粟帛，百岁加版授。”让人民休养生息。二是“废
潼关以东濒河诸关”，偃武兴文，利民通商。三是

“放宫女三千馀人”，让他们与家人团圆，择夫出嫁，
追求幸福。这三件事都得到了人民拥护，因而在两
三年内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
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繁
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