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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国珍

牙疼，很疼。
起初以为是上火了，到诊所

拿了些药，可吃了之后依然疼，
而且一吃东西更疼。无奈只得
到医院看医生，医生说是智齿惹
的祸。

由于长时间吃东西塞牙，塞
了就剔，最终导致智齿错位变形
且伤了牙神经。在吃东西咀嚼
食物尤其是稍微硬一些的食物
时 就 会 触 碰 牙 神 经 产 生 疼 痛
感。吃药只能缓解一定的疼痛，
治标不能治本，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拔了它。那就抜吧。于是
经人介绍找了家专门治牙的诊
所 ，人 家 了 解 了 情 况 也 拍 了 片
子，可一量血压，血压偏高不能
拔，说是会引起并发症。怎么办
呢？医生给了建议，回去吃点降
压 的 药 ，把 血 压 降 下 去 了 再 来
拔。

以 前 我 习 惯 用 左 侧 牙 咀 嚼
食物，疼的也自然是左侧牙，现
在只好改为右侧牙吃东西，而右
侧牙也不是很好，吃过硬的食物
也容易塞牙，只是不疼而已。就
这样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用右
侧牙艰难地进食。半年过去了，
因为用右侧牙吃东西，左侧牙也
就不再疼了，以为就这样吧。加
之有亲戚朋友劝我，牙能不拔就
尽 量 不 拔 ，疼 了 吃 点 药 就 可 以
了，且有好心的朋友给我大力推
荐哪儿哪儿治牙疼的药好。如
此这般加之这中间牙没再疼过，
所以也就不再想着拔牙这档子
事儿了。

转 眼 就 是 一 年 多 。 由 于 右
侧牙也曾因长时间剔牙受过损
伤 ，所 以 只 能 吃 一 些 软 乎 的 食
物 ，较 硬 一 点 的 食 物 是 不 敢 碰
的。这一年多来我不知拒绝了
多少美食，尤其是肉制品。老婆
说：“老公，咱们去吃烧烤吧。”我
说 ：“ 不 敢 吃 ，塞 牙 。”儿 子 说 ：

“爸，我给你买只炸鸡腿吧。”我
说：“不吃，塞牙。”好在肥肉可以
吃，可问题又来了，高血压患者
是不宜吃肥肉的。因为牙的问
题我吃东西很慢，在单位食堂，
往往同事们都吃完走了我还在
细嚼慢咽。有同事于是开玩笑
说：“老武，不如这样，你先把东

西吃到肚里，过后再返回来慢慢
嚼不就不耽误事了？”我冲他回
道：“你才那样哩！”

同事说的那叫反刍，牛、羊、
羚羊等一些食草动物，它们在采
食时一般比较匆忙，特别是进食
一些粗饲料时，大部分未经过充
分咀嚼就吞咽入胃。之后再将
这些食物返回口腔中进行充分
咀嚼，再咽回胃里。尽管同事玩
笑里略带损人之意，但我觉得如
果人拥有这种反刍功能也不失
为一件好事。

言归正传，就在一个月前的
一天晚饭时，右牙刚一接触食物
突然一阵钻心地疼痛，仿佛刀割
一样。这使我猛然真正体会到
了什么叫“牙疼不算病，疼起来
要 人 命 ”，那 可 真 是 钻 心 的 疼
啊！起初以为是接触到了硬食
物，后再试着嚼一些软一点的食
物，仍不行。这可咋办呢？左右
两侧牙齿都不敢咀嚼食物了，难
不成要饿死？看来这牙到了非
拔不可的地步了。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鬼使神
差地想起了较早听过的相声大
师马季的相声《拔牙》，头上不禁
冒出了汗。

转而又想 ，不可能 ，相声里
说的是过去的街头庸医，而如今
是新社会新时代……想着想着
医院就到了，因为事先有熟人推
荐医院里的于主任，就由于主任
亲自接诊。问明具体情况后仍
然是让我先量一下血压。“有点
高不能拔。”于主任说。“那怎么
办呢？现在我连吃饭都成问题
了。”我对于主任说。于主任于
是问我平时吃没吃降压药，我说

“天天吃”，于主任就建议我回去
换药试试，并建议我等血压真正
降下来再来拔牙。

按照于主任的建议，我到医
院调换了降压药，并适当加大了
用药剂量，同时忍着咀嚼食物的
疼痛。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
五天，也就是周五晚上，想着这
次说什么也得把牙拔了，就到附
近的卫生室测量一下血压。还
不 错 ，高 压 145mmHg，低 压
90mmHg，随即我致电于主任，回
答是可以。第二天我和妻就匆
匆 赶 到 医 院 ，可 到 那 儿 一 量 血
压，高压还可以，低压 97mmHg。

我用探求的目光望着于主任，于
科长不知是鉴于我拔牙心切，还
是此种状态下真的可以，就冲我
点了点头。随后开始走程序，询
问、交代拔牙中的注意事项、签
字 ，最 后 进 入 关 键 步 骤 —— 拔
牙。

躺 在 牙 椅 上 ， 医 生 再 次 给
我交代了一些拔牙过程中以及
拔过牙后的注意事项，一刹那
间那种仪式感使我强烈地感觉
到这分明是在经历人生的一次
挑战。先是打麻药，感觉跟注
射 疫 苗 一 样 稍 微 有 一 点 点 疼
痛 。 当 麻 药 劲 儿 上 来 的 时 候 ，
由于麻药将贴近嗓子眼附近的
肌肉也麻到了，失去知觉的那
点 肉 就 好 像 有 异 物 卡 在 食 道
口 ， 我 便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呕 吐
感，甚至差点呕吐出来。医生
让我缓一缓，说许多人拔牙时
都有这种状况，说实在不行就
暂 时 不 拔 了 。 强 烈 的 “ 求 生 ”
欲望使我告诫自己，不行，今
天这牙一定得拔。于是，我用
坚强的意志努力将呕吐感压下
去 ， 然 后 咬 牙 对 医 生 说 ：“ 来
吧，我准备好了！”我闭上眼，
感觉那拔牙的钳子夹着我那颗
坏牙前后左右晃动着用力往上
拔，却没感到有一丝疼痛。由
于 我 的 牙 根 较 深 所 以 不 容 易
拔，事先医生也告诉过我，从
拍摄的牙片来看我的牙根扎得
深，这样对我是好事——牙不
容易掉，但对拔牙的医生来说
不是件好事。大约一分钟，终
于拔出来了，我极力强压着想
呕 吐 的 欲 望 ， 终 于 坚 持 下 来
了。医生“当”的一声将拔出
的牙丢进盘子里，我静坐在那
里，紧闭双眼并用意念压制住
呕吐的欲望……

就 这 样 两 天 后 什 么 都 可 以
吃了，而且无论想吃什么都可
以大快朵颐，不塞牙也不用剔
牙，自然牙也不疼了，而且精
神状况也好多了。心情好看什
么 都 是 好 的 ， 看 天 天 是 蓝 的 ，
看水水是清的，看人人都那么
顺眼。

是啊 ，“牙好，胃口就好 ，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可也
不免有些遗憾：这牙要是早点
拔就好了！

拔 牙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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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超峰

在禹州市浅井镇西北五六公里
处，有一个神奇的山坳，四面环山，
只在西南方有一个山口，人在远处
是看不到山坳的。

山坳的神奇还在于围成山坳的
东山、南山、西山平淡无奇，杂木丛
生，而北山则壁立千仞，岩石裸露。
在光秃秃的悬崖半腰，有两座相距
百余米的小庵，东边的小庵是历史
上记载的黄帝当年在此修行的“得
道庵”；西边的小庵叫“老君庵”，供
奉的是广成子与“谒宗石”。

这座山就是位于禹州市西北部
具茨山系的崆峒山，山坳里的道观
便是中国道教祖庭——逍遥观。

崆峒山属于具茨山余脉。据献
记载，上古时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
帝修德振兵、统一华夏的中心地域
就在具茨山。郦道元的《水经注》记
载：“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
受《神 芝 图》于 华 盖 童 子 ，即 是 山
也。”

《庄子·在宥篇》记载：“黄帝为
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闻广成子在
崆峒山，往见之。”作为华夏人文始
祖的轩辕黄帝，不惧路遥，跋山涉水
来到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可见广
成子非凡人也。

据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记载，
黄帝“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
经》”。《历代真仙体道通鉴》称广成
子作成《道成经》七十卷，“授帝《阴
阳经》”。

大量史料佐证，黄帝时期，在崆
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就是轩辕黄帝
的授业恩师，被后人尊称为“人皇帝
师”。

然而，即便是轩辕黄帝，拜师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庄子》记载，
黄帝拜见广成子，请教“至道之要”，
广成子不予回答。3 个月之后，黄帝
再次来到崆峒山，见到广成子正头
朝北躺在崖壁半腰的石缝里闭目养
神，面前有一块长条石，他便双腿跪
在石上，以膝代步来到广成子面前，
极恭敬地施礼叩拜，然后问“治身之
道”。

广成子见黄帝拜师虔诚，便将

《自然经》与《阴阳经》传授给黄帝。
广成子讲述的是道家对“道”的认识
以及道家的认知事物的方式，展现
了道家以治身为本、治国为末的思
想，并将求道方法落实为具体的修
炼之术。这些内容对道家向道教演
变和道教修炼之术产生深远影响。

从此，黄帝拜广成子为师时跪
过的那块长条石，被后人称为“谒宗
石”，有很多历代名人志士慕名到此
顶礼膜拜。

老君庵、“谒宗石”和得道庵都
在北山悬崖峭壁的半腰，山路崎岖，
陡峭难登。而且，走到老君庵前还必
须攀爬一段高 5 米余、宽 1 米左右、
坡度约有 70 度的石阶。攀上石阶后
是 1 米左右宽的平台，往东走几步
便是老君庵。“谒宗石”横卧在庵门
前，褐红色的石面溜光，可见千百年
来在此跪过、拜过的人不计其数。

老君庵内供奉有太上老君的塑
像，传说塑像下的石块就是广成子
当年躺过的地方。站在庵内冥想，顿
觉有些汗颜。上古时期我们的先人
就已得“道”，“上善若水”“道法自
然”的道家思想精髓影响中国传统
文化至今，今天的我们还在因很多
事情而迷茫、愚钝、烦恼，真乃可叹、
可笑。

小小的庵内香火很旺，景区导
游介绍说，这个庵又叫奶奶庵，小庵
上部的崖壁上有“龙根”。

走出小庵，抬头观看，果见上方
崖壁的石缝中生长一棵古树，树冠
不大，古朴苍劲，初春时节已经返青
吐芽。树干下碗口粗的树根裸露并
盘绕在光秃秃的石壁上，形似盘龙，
惟妙惟肖。看来这片山坳的确神奇，
就连崖壁石缝中的这棵树，无土无
水，无牵无挂，春夏秋冬，风霜雪雨，
仍能逍遥快活，恬淡自在。

要登上得道庵还是要费一番功

夫的。得道庵位于老君庵东面 100
余米的上方，建在崖壁凸出的一块
平台上，面积比乒乓球台略大。即使
爬到了得道庵的近前，要攀上得道
庵所处的平台，还必须经过一条天
然 形 成 的 石 缝 ，约 5 米 长 ，狭 窄 陡
峭，极难通过。得道庵其实就是一间
小房子，里面供奉有一尊轩辕黄帝
的塑像。站在小庵门前，可以俯瞰整
个山坳。

时光如梭，大约到了春秋时期
（约 3000 年后），中原出了一位知识
渊博、对世事有着深刻洞察和思考
的大家——李耳（老聃、老子），后人
尊他为诸子之师。他在担任“周之守
藏史”（相当于国家博物馆馆长）之
时，慕名前往崆峒山拜谒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他在崆峒山这个神奇的
山坳里居住了 3 个月，每天虔诚地
跪在“谒宗石”上，仰望峭壁上的“得
道庵”，俯察山涧河水的流淌，遥思
广成子传授黄帝的“道”，思考春夏
秋冬四季的恒久转换，逐渐形成了

“上善若水”“上德若谷”“道法自然”
“祸福相依”等思想，打好了《道德
经》腹稿。

老子在返回东周洛阳后，由于
社会动荡，朝政不稳，周室衰微，他
便西出寻真访道。到达函谷关时，关
首尹喜对老子仰慕已久，真诚挽留。
于是，老子静下心来，在此写出了流
传千古的圣文《道德经》。老子认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道”是天的依归，“道”是化生
天地的万物之母，天也是效法“道”
的法则而周流不息，自然而然。全
书贯穿了轩辕黄帝“大道之行，天下
为公，民欲得道，必修其德，遵道而
行”等思想，奠定了我国道学文化的
深厚基础。正是因为《道德经》所阐
述的思想与轩辕黄帝的思想一脉相
承，后人还把道学文化称为“黄老之

学”或“老庄哲学”。“黄”即指黄帝，
“老”是老子，“庄”是庄子。

道学奠基之后，受到当时许多
学者追捧，其中最著名的是庄周，后
世尊称为庄子。庄子在哲学思想上
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
想观点，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
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名句，也代表
着庄子的道教哲学。庄子认为只有
以通达的精神超越现实世界，才能
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逍
遥游”是生命自由的最佳境界，“万
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
界观。

从广成子、轩辕黄帝，到老子、
庄子，他们认为“道”是天道，是效法
自然的“道”，超越了哲学的核心，他
们倡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
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
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
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范畴。因此，
自庄子以后，“逍遥”一词与道家的
主体思想融为一体，“逍遥”成为道
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大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
于帝王将相的信奉和推行，我国各
地相继建起了可供信道之士弘道的
场所——道观。此时逍遥观已初具
规模，只是还没有名字。东晋道教理
论家葛洪到此拜谒时，认真研究了
此观的历史，认为道家尊崇的是“遵
道而行，道法自然、逍遥自在”的理
念，庄子的《逍遥游》就是最好的诠
释。随后，葛洪在其代表作《抱朴
子》外篇 50 卷中，在论述人间得失、
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中，
出现了崆峒山逍遥观的称谓，并开
始在世间流传。

逍遥观从此声名远播，天下文

人墨客顶礼膜拜，纷至沓来。唐代
诗仙李白来此拜祖，并写下《拜祖》
诗：“始祖黄帝居中天，中天一柱具
茨山。唐人文明古圣地，来此拜谒
念祖先。”诗圣杜甫有“不必陪玄圃，
超然待具茨”的名句。晋代名士卢
埙遍游天下名山后，唯独中意崆峒
山逍遥观，便隐居于此，“诛茅种药，
山衣野服，逍遥于林圃之间，出则柴
车鹤氅，自称具茨山人”。宋仁宗曾
在此御书庄子《逍遥游》，并敕建碑
亭，还题有《赞太上老君》诗。宋代
官至龙图阁学士的游师雄瞻仰逍遥
观广成子洞后，发出感叹：“昔闻广
成子，不为外虏役。轩辕屈至尊，稽
颡请所益。至今洞犹存，峭壁宛遗
迹。”

从崖壁上下来，已是气喘吁吁，
便在新建的大殿内休息。大殿不
大 ，干 干 净 净 ，香 火 缭 绕 ，梵 乐 低
吟。我凝视着老君的塑像，忽然想
起逍遥观的鼎盛时期，有“上观到下
观，七十二座殿”的规模，晨钟暮鼓，
香火甚旺。初一十五，香客云集，车
水马龙，当时民间盛传“嵩山一大
片，不如逍遥一个观”。逍遥观在民
国时期开始衰落，20 世纪 60 年代，
逍遥观周围建筑被人为毁掉，拆扒
下来的石条、石板、砖头埋在了逍遥
观前面的水库底部。道教祖庭，千
年名观，就这样一蹶不振。

走 出 逍 遥 观 的 山 门 ，感 慨 万
千。忽然想起了距此不足 50 公里
的佛教圣地少林寺。道教是唯一在
中国土生土长的大宗教，而佛教则
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教。想必当
年达摩选中登封少室山修炼之时，
一定听说了离此不远的道教祖庭逍
遥观。不论他是不是在蹭逍遥观的
热度，他就这样在少室山安顿下来，
开始在达摩洞修炼。一观一寺，一
道一佛，一东一西，一中一外，相邻
而居，彼此佐证；一个崇尚道法自
然，一个倡导因果轮回，相得益彰，
相映成辉。

想到这里，脑海中涌现出两句
话：问道逍遥观，拜佛少林寺。

因为，这里就是研修中国传统
文化与哲学的圣地。

逍 遥 观

□宋东涛

转眼又要到“三八”节，按照惯例，
自己动手做礼物送给两位母亲。我一
边 计 划 着 ，一 边 回 忆 第 一 次 送 花 的 情
景。

那是前年“三八”节。一大早，我
和 孩 子 去 花 市 买 来 康 乃 馨 、 香 水 百
合 、 满 天 星 、 几 张 粉 紫 色 的 包 装 纸 ，
回家一起做花束。我们把一枝香水百
合 握 在 手 中 ， 用 19 枝 康 乃 馨 围 住 百
合，呈球形，剪齐花枝的根部。再用
皮筋将花束扎起来固定好，3 张彩纸分
别从根部、左右将花束包起来，将洁
白的满天星点缀在花间。孩子给花束
的底部加水，并拿出做手工的彩带扎
上漂亮的蝴蝶结。哇！粉嫩粉嫩的花
束 做 好 了 。 望 着 手 中 娇 艳 动 人 的 花
束，孩子眼里都是惊喜。

这是我和孩子商量好的，“三八”
节 我 们 动 手 做 礼 物 ， 送 给 孩 子 的 外
婆、奶奶。

中 午 ， 安 排 两 边 父 母 一 起 吃 饭 。
说 实 话 ， 以 前 从 未 有 过 这 样 的 想 法 。
通 常 都 是 很 随 意 ， 想 不 起 来 就 算 了 。
从未去刻意庆祝这些小节日，而两边
的父母早已习惯我们的忙碌，也不觉
得 不 妥 。 直 至 前 几 天 ， 孩 子 突 然 问
我：“妈妈，过几天是三八妇女节，外
婆、奶奶是不是都要过节呀？”我不假
思索地回答：“是呀。小节日嘛，打个
电话呗！”“妈妈，我有个提议，能不
能把奶奶、外婆接到一起过节？”我愣
住 了 ， 孩 子 热 切 的 目 光 迎 着 发 呆 的
我，我随即连连点头。那一刻我有些
恍惚，是孩子长大了，还是生活将自
己变得粗糙了？记得未成家前，我是
一个粘人的“小棉袄”，所有女人的节
日都会提前为母亲操持。可是我自打
成 为 母 亲 之 后 ， 忽 略 了 自 己 的 母 亲 ，
更别说婆婆。

“外婆，祝您节日快乐！”孩子高
声问候，母亲笑盈盈地迎上前接住那
把粉嫩的花束，亲昵地拥着外孙，满
脸欢喜。“妈，节日快乐！”我在母亲
耳 边 低 语 。 母 亲 小 声 道 ：“ 只 要 你 们
好，天天都是节日。”母亲离我远，我
在 城 北 ， 她 在 城 南 ， 本 不 打 算 过 来 ，
但听说是约好婆婆一起吃饭，一早收
拾好坚持自己坐车来。

“奶奶，祝您节日快乐！”婆婆在
接到孩子递来的花时，眼里隐隐地闪
着光。婆婆是乡下人，自从我生孩子
之 后 ， 就 留 在 城 里 生 活 。 孩 子 上 学
后，我们分开住，平日我忙也很少去
她那边。许是被这一团绚丽的色彩温
暖 了 双 眼 ， 婆 婆 手 捧 着 花 ， 一 脸 温
柔。我连忙凑上前，送上衷心的祝福。

我和先生结婚以来，孩子都这么
大了，两边老人还没怎么一起吃过饭。

席 间 ， 两 位 母 亲 开 心 地 交 谈 着 ，
话题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家，鲜有
谈到自己。望着眼前的两位母亲，是
那么的不同，又是那样的相同。不同
的是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相同的是
在岁月里一起渐渐老去，以及祝福我
们的美好心愿。一位是抚育我的母亲，
一位是哺育先生的婆婆；一位是尽心尽
力帮助我们的母亲，一位是随时解决后
顾之忧的婆婆。

她们都老了，身姿不再挺拔，眼神
失去了光华……我有些哽咽，向母亲和
婆婆深深鞠了一躬——妈，节日快乐！

两位母亲，在鲜花的映衬下脸上微
微泛着红光，那一刻，人比花美。

“三八”节的

鲜花

□宋崇豪

读了《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
甲人生笔记》，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
鸣，禁不住热泪盈眶。在书中，我看到
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与自己灵魂相
通的人真实的奋斗历程和生活中的酸
甜苦辣。我看到了一个不屈的灵魂！

陈行甲出身农家，家境贫寒，自立
自强，不懈奋斗，走出校门后在基层摸
爬滚打多年之后走上领导岗位，并被
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最终急流
勇退，变身“公益达人”，心系苍生，扶
危济困，兼善天下。不管身处何时何
地，他始终不变的是自己的本心。陈
行甲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有格局，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为世俗繁杂事
务所累，不愿随波逐流，不愿混迹于滚
滚红尘，坚守内心的理想，践行自己的
追求，在当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陈
行甲如此真诚、热情和阳光，内心的那
份纯真、纯净、简单、率直、善良和悲
悯，无不令人感动。想想自己，想当年
何 尝 不 是“ 金 戈 铁 马 ，气 吞 万 里 如
虎”？走出校门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
反差让人备受煎熬，遂埋名于乡野之
间，发奋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
责，竭忠尽智，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
尽微薄之力，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坚守
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纯真……我想，当
年行甲兄在大山深处青灯孤影，自己
在乡野荒村忧愁发愤，一定有很多相

同的感受。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坚守自己的

理想是多么不易！现实生活中，几个
人聚在一起，谈家庭琐事、金钱生意、
职务升迁的居多，能有几个在一起谈
一谈自己的理想抱负呢？至于有的人
台上谈理想，台下谋私利，只不过是装
样子罢了。忠于灵魂，表里如一，不为
世俗所累，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一位同学
来信说，“也许今后我将销声匿迹于滚
滚人流，娶妻生子，了此残生”，言语中
透露出几多无奈。想想自己，也曾对
工作中遇到的陈腐习气深恶痛绝、慨
叹有加，但理想的火炬始终在内心熊
熊燃烧，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意义所
在。我愿意做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而不是戴着面具装腔作势、指手画脚
的人。正基于此，我开始了艰难曲折
的求索之路，最终重返象牙塔，有机会
接触更高层次的知识，实现人生的不
断升华。

现实中的繁杂事务常常使人变得
忙忙碌碌，逐渐麻木不仁，日益固化、
钝化。所以人是需要理想主义的，即
使面对铁一般的现实。只有这样，才
可以在理想与现实间自由切换和游
走，才可以不断滋润初心，滋养心灵，
消除现实带来的种种压力、疲惫和无
奈。

给理想一点空间吧，这样的人生
才有意义。

给理想一点空间

东江晨曲 河之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