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中医冯荣汉的“医养”人生
□ 赵妍东方

提起老中医，想必很多人都会贴上这样的标签：保守、学
究、世故……而在三垛镇，却有一位颠覆常人印象的老中
医———冯荣汉。初见冯荣汉，眼前这位75岁的老先生，明亮的
眼睛，高高的鼻梁，大嗓门儿，皮肤保养得特别好。他还一口气
做了十几个俯卧撑，让记者瞠目结舌。

两本医书成就“赤脚医生 ”

冯荣汉的父母双亲都是医生，耳濡目染，加上自身的好学
善问，渐渐地，他的医术人尽皆知。但是他颇具戏剧色彩的从
医之路却鲜为人知。

“文革”时，冯荣汉开始自学中医，1969年作为知青下放
农村，开始做起了赤脚医生。有一天，冯荣汉得知镇上有一名
叫“卢小仙”的中医，便上门拜师。求学期间，“卢小仙”时常用
“有货不怕无卖处、只怕无货站人前”来勉励他。后来，“卢小
仙”离开了本地，冯荣汉只好自学中医知识。

自学期间，一册《赵炳南医案集》让冯荣汉了解到中医治
疗皮肤病的显著效果。于是，冯荣汉从此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
标：成为一名中医皮肤科医生。梦想的种子一旦开花，便会成
为照亮未来人生的灯塔。在他急需有关中医皮肤科的书籍时，
与他父亲有着深厚情谊的秦万章教授送了他自己主编的《皮
肤病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两本书。当时没有任何人指
导，冯荣汉只有通过反复研读书籍来学习知识。

后来，冯荣汉按照两本书的研究方向，走上了中西医结合
治疗皮肤病的道路。在这期间，他也大量购置有关皮肤病的专
业方面的书籍和图谱。1978年，经组织推荐，冯荣汉参加了由
卫生部和江苏省卫生厅在南京中医学院联合举办的为期一年
的“中医内科提高班”进修。在此期间，冯荣汉珍惜每天的上课
时间，勤奋刻苦学习，理论知识突飞猛进。

拿到毕业证以后，冯荣汉并不满足，又相继参加了医师资
格证的考试、医师执业证书的考试，并加入了中国医师协会和
中华中医药学会等协会组织。1993年，他到三垛医院（现高邮
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职直到退休。

成为治疗疑难杂症专业户

从医多年，冯荣汉始终坚持学以致用，致力于中西医结合
临床实践，积累了大量的中医经方和家传秘方。同时，他还根
据现代疾病谱和人们体质的变化，借古鉴今，治疗各种皮肤病
疑难杂症。

1991年，黑龙江的一位患者，因身上长满了“疮”，跑遍了
大半个中国寻求医治，始终不见好转，已经一年多没洗过澡
了。一次偶然机会，他在网上看到冯荣汉的经历，便远道而来
找他求医。冯荣汉检查后，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确诊为皮癣，
但由于病人长期服用激素药，皮癣变得又红又硬，像疮一样。
冯荣汉为他配了几副中药，这位患者回去用药一个月后，身上
的“疮”渐渐愈合，红色也慢慢褪去。

还有一位市区的王女士，全身皮肤溃烂，又疼又痒，三年
多没下过床。冯荣汉回忆，初见王女士是在一个大夏天，她把
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一年四季只能靠抹药
膏缓解疼痛。冯荣汉仅靠一副中药，就解除了她三年多来非人
的疾病痛苦。

现在，冯荣汉坐诊的中医馆一开门，就挤满了人。很多病
人是在老患者的介绍下特地找来的，还有慕名从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专程坐飞机赶过来找他看皮肤病的。当记者问他退休了

为什么还要开中医馆时，冯荣汉坦言，自己看病不是为了钱，是
想让患者早点远离疾病痛苦，这是一名医生最大的心愿。

一副中药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冯荣汉告诉记者，皮癣看
似病在表皮，其实病因在血液，病根则在脏腑。心火、肝郁、脾湿、
肺热、肾虚，会伤及神志，损伤元气。中医讲肺主气，外合皮毛，肺
气失调则皮毛不润；肝藏血，肝阴血不足，则皮肤血燥不荣；脾为
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若脾失健运，则气血化生乏源，肌肤失
养则邪毒入侵而生疮疹。所以，治疗顽固皮肤病必须养肝强肾以
补升元气，健脾润肺以滋养皮肤，清除邪毒以退疮消疹，并辅以
润燥凉血、活血化瘀之药，使气血畅通，才能解决病根。

老中医的养生之道

对于养生，冯荣汉有三宝：运动、饮食、养心。“不善养生，
难为大医”，医者若自身健康堪忧，怎能有高超的医技。冯老
说，欲为“大医”者，当善保己身，正养生之心态，究养生之学
术，行养生于毕生，同时精求医道，爱己及人。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冯荣汉有一个独特的锻炼方式：提肛。
每天做个三到五次，每次五到十分钟，坚持一年，肺活量、声调、精
神状态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说着，冯老便示范起来，还时不
时的问记者，你觉得我现在在干什么，能不能看出来我正在练习
“提肛”。看着冯老精神矍铄的样子，记者不禁感慨：生活中许多
不经意的“小动作”，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

对于饮食，冯老说：“饮食要细嚼慢咽，多吃有机食物和粗
粮，要吃时令蔬果，讲究均衡营养，食物搭配必不可少，但饮食
也要有节制，七八分饱就行。冯老还尤其提到要多喝粥，并引用
了陆游的养生名言“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但冯老
熬粥有一套自己的“功夫”：用砂锅炖粥，小火慢慢熬，可以加薏仁、
百合、山药、枸杞、小米、红米、芝麻等，每顿食材都可以不相同。

闲来无事的时候，冯荣汉便会拿起毛笔练字，至今练习的
纸张叠加起来有三层楼高。“练字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一
得空就拿起毛笔写字。”对于“养心”，冯老说：练字讲究静心，
心静则神清，心定则神宁，心虚则神浮，心安则神全，有利于身
体健康；生活中，要少一点私心杂念，降低对名利和物质的欲
望。如此，“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方能真正体会
养生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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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10条
1、公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插

队、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
2、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逆

向行驶、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
放、不占用盲道。

3、净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烟头、不乱丢垃圾。

4、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

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
5、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

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
广告。

6、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
污损破坏。

7、爱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
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
民、不无绳遛狗、不让宠物随地粪便。

8、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践
踏花草、不毁坏树木。

9、理性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
谣、不诋毁中伤他人。

10、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
刻、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

盂城驿的古典建筑艺术（中）
□ 真启梁

盂城驿正厅。正厅为标准的“三明两暗式
五开间”结构，仍为尖山式硬山建筑，只不过
其体量远比门厅要高、要大、要气派得多，而
且屋面正脊一字儿齐平，没有高低错落、孰上
孰下之分，更显得作为驿站正式厅堂所具有
的严肃性。下面我们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分
别叙述其正厅内厅结构。首先从横向看，正厅
的“三明”由最中央的“明间”和两边的两个
“次间”所组成，共同构成宽敞的大厅。三间的
明间本来应该有立柱支撑各自的檩、椽、梁的
重量，如今厅堂内的两排立柱通过“三架梁”
和“五架梁”（又叫“柁梁”）的形式分解其重
量，从而使厅堂“排空”，这样厅堂中央的“大
厅”，就显得特别的轩敞而又明亮。据记载，这
间厅堂叫“皇华厅”，是高邮州官拜会过往上
级官员的厅堂。作为七品官员的高邮州官，每
遇七品以上的现任官员来邮驻驿，都必须亲
自从县衙坐轿到这里，在此厅堂内举行正式
的拜会仪式。皇华厅两侧的两个“梢间”，为两
暗间，用木板板壁与明间隔开，略显一定的私
密性，是高邮州官举行拜会仪式前静候和休
息的房间，类似于今天的会客厅旁边的休息
室。以上这五间正厅，即为朱熙元先生所指的
五间。朱熙元先生早在1985年文物普查报告
中就指出：“前进为正厅，原五间，现存四间，
首稍间早年被拆。”该文载于同年 3月 25日
《新华日报》，文章的题目是《古代驿站的历史
见证———盂城驿》。再次从纵向看，五间正厅
为六排六列柱式七檩结构。南侧最开外的两
排立柱之间辟成“走廊”，走廊上方的“卷棚”
式顶棚屋顶，尤为俊美，这种内屋顶很像是船
篷，所以又叫“船篷轩”。廊柱粗硕而挺拔，廊
柱与走廊、船篷轩使人在步入正厅之前就感
受到一种官府厅堂的威仪。走廊檐口的檐板
上雕花镌刻着“文光射斗”四个大字，寓意为
文豪之气直射牛斗之星（又称“斗牛”），蕴含
着人们对文曲魁星的崇祀。跨过走廊，便进厅
堂的“大厅”。明间大厅内正中的醒目部位是
“太师壁”。太师壁为厅堂的后壁之前有起遮

挡作用的板壁，一般为木质板壁构成，其左右
两边可供通行，由此可进入后堂。这种太师壁
集中体现厅堂主宰者的权势、衙门最高统治
者的意志，所以布置都极其考究。古雅大气的
大幅挂轴（又叫中堂）和对联必不可少，上方
必配有匾额，匾额赫然向人们昭示厅堂的职
权属性。盂城驿正厅太师壁上方的匾额就是
端庄开张的隶书“皇华厅”三字，条轴中堂则
是紫檀质地的描勾金的扬州漆器《泰山揽胜》
图，对联免不了是“过客相逢应止宿，征途到
此便为家”或“梅寄春风劳驿使，蔚怀秋水托
鸿邮”之类。中堂下方的条案（条台）、八仙桌
和太师椅典雅古朴，精美的木雕处处表现明
代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内容无非是“龙凤呈
祥”“梅开五福”“蟾空折桂”“麻姑献寿”之类，
其雕斫工艺有放有收，藏风纳气；揖让调和，
宛自天开。

盂城驿后厅。朱熙元先生在《古代驿站的
历史见证———盂城驿》一文中还指出：“后进
为后厅，原五间，西首稍间亦早年被拆，现存
四间……架梁雕刻精致，有象征祥瑞的木雕
纹饰，建筑结构严谨古朴。”盂城驿后厅叫“驻
节堂”，是驿丞会见各路使节及过往贵宾的场
所，卸任官员、社会士绅的会见也在“驻节堂”
内进行。该后厅同为六排六列柱式的三明两
暗五开间建筑。其格局与正厅基本相同，只是
体量稍小于正厅，台基也较前厅稍低罢了。中
国封建社会是个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
那个时代的厅堂建筑当然也不能违背这条基
本原则。“正厅为主，后厅次之”，后厅的一切
营造法式是不能逾越前厅的，这符合源于先
秦的建筑遗制。正是由于后厅体量小于正厅，
设计者在后厅建造上作了精妙的改革，取消
走廊但仍保留精美的船篷格局，将用作走廊
的前两排立柱和船篷轩全部“收”于厅堂之
内，所以后厅在视觉效果上仍不失为“轩敞”。
后厅木构件最大的特点是，后厅大件如梁、
柱、檩、椽，小件如雀替、梁头、月梁、云雾山、
云纹花板等都是正宗的明代建筑物。在修复

施工的过程中，建筑工人遵循文物修复的原
则，只对木构件用清水清洗，而绝不施加任何
油漆，从而保证了这些明代木构件的文物本
性。后厅木质细部构件主要有：

“雀替”：雀替是互为直角的木构件中转
角部位的托座，它属加固构件，同时又是装饰
部件。盂城驿后厅立柱与“五架梁”“三架梁”
交角部位的雀替做工精细，穿透中空的卷草
纹全部镂空而出。

“梁头”：梁头是木构件中“梁”的端部。如
今的现代建筑是不露梁头的，所有梁头全部
用水泥、砖块裹藏着，而在古建筑中由于室内
梁架特多，古代设计师特地留有梁头全部雕
刻成祥云状，以示美丽吉祥。

“月梁”：月梁梁身两头下弯呈拱形，故称
“月梁”，又因月梁中有不少粗短似冬瓜，故又
俗称“冬瓜梁”。因其粗而短，所以它多用于厅
堂的前檐内的“船篷轩”的支撑梁。

“山雾云”：望砖下正脊檩梁两侧起支撑
作用的三角形木构件，它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但主要功用是装饰，大多雕作云鹤、云彩之
类，故称“山雾云”，工匠们俗称为“三雾云”。
盂城驿后厅的山雾云雕刻精美，似卷云，又似
乱花，它与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皖南棠樾牌坊
群近旁的郑氏宗祠寝殿、歙县建于同期的潘
氏宗祠祠堂的“山雾云”极为相似。

“云彩花板”：江西婺源汪口俞氏宗祠，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婺源属江西省，但与安徽
黄山市毗邻。在建筑学上，汪口俞氏宗祠属皖
南学派。该享堂望砖下，宏大的木构架叠罗汉
似地直达屋顶；檩间饰一排云纹花板，梁和檩
的底面都刻着压地隐起花纹，花纹向着地面。
这些云纹花板，这些压地隐起花，叫人看了似
曾相识。原来盂城驿后厅的三架梁和五架梁
（地方上又叫柁梁）上下两层都满施雕刻，细
看其纹雕确比婺源俞氏宗祠的更富民俗文化
的魅力。大厅西侧柁梁（五架梁）分刻着“双
鱼”和“如意”。双鱼取“连年有余”之意；如意，
则祈求“万事如意”。东侧柁梁刻有银锭和一

支毛笔，银锭是瘦腰身形，其状酷似宋代的银
铤，再配上如意，其寓意十分明了：“必定如
意”。另外，还有两个菱形方块叠加构成“方胜
纹”。“胜”为古时妇女的首饰，又称“花胜”“华
胜”“彩胜”“旛胜”等。“方胜”为方形的彩雕，
相传为王母娘娘所戴发饰，古代以两菱形部
分叠压为装饰纹样。“方胜”以寓吉祥如意。此
外，其上的“三架梁”压地隐起花还刻有蝙蝠
（福）、铜钱（发财），都是祈福祈财的吉祥用
语。

盂城驿皂厅。经查证，盂城驿主轴线的第
四进，即“驻节堂”后面的一进还有一座格式
完全相似但体量稍小的五开间厅堂，名字叫
“皂厅”。“皂”者差役也，差役又叫皂隶。皂厅
是驿站攒典召集棚头、差头及差役们议事的
地方。《高邮州志》记载，盂城驿编制有攒典一
人、棚头一人、差头三人。攒典是驿丞的助手。
差头为差役的头目，属队长之类。至于棚头，
清朝时陆军编制每十四人为一棚，棚头就是
十四人的队长了，类似今天的班长。棚头属正
规军编制，差头属地方警署。可惜“皂厅”毁于
文化大革命后期，今已不存。现在已退休的搬
运一中队的搬运工人们都见证过那个时代
“四人帮”大毁文物的罪行。

盂城驿这几座厅堂建筑绝美，其间精致
的木构件，充分反映了具有明显皖南风格的
明代建筑文化和明显的明代民俗文化。同时，
正是这些梁、柱、檀、椽和细部木构件雀替、梁
头、山雾云、月梁、云纹花板等充满明代风俗
文化的雕刻，反衬出盂城驿的厅堂作为明代
古建筑的时代属性；同时，这也为文物工作
者、古建工作者、历史工作者的“盂城驿后厅
为明代建筑”的考察结论作出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