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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动宜静，身体好

《吕氏春秋》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静止的是落花，绽放的是新蕊，任何生命的开

始，都会闹出一阵动静。动，意味着欣欣向荣，充满
活力；静，意味着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健康的身体，
需动静结合。

毛大庆任万科副总裁时，曾被诊断为中度抑
郁。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一整天都浑浑沌沌的。
没过多久，免疫力也逐渐下降，身体上的小毛病接踵
而至。

医生给他开了7种抗抑郁的药，他担心会落下后
遗症，便选择跑步。从开始的 800 米、1000 米、2000
米，到最后每天坚持跑完10公里。

静下来的时候，他就抱着电脑，在咖啡馆里坐3、
4个小时，将积攒了7年的100篇散文集结成了书。

就这样，不仅抑郁症不药而愈，身体素质也得到
前所未有的提高。

古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体质的好
坏，或许是先天决定的；但身体的健康，确是后天形
成的。即使你有着强健的基因，若终日懒懒散散，昏
睡无度，钢筋铁骨也会变成一摊烂泥。

想拥有好的身体，三分在天，七分在己。

2
有忙有闲，精神好

梁实秋曾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
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去享受人
的生活。”

人活一世，不是为了成为一枚螺丝钉，而是要活
出自己的精气神。忙，要忙得有意义，闲，要闲得有
滋味，这才是生命最高级的状态。

梁实秋在四川时，曾住在半山腰上的小屋里。白

天，他忙着写小品文，写散文，写专栏，翻译莎士比亚
等名家著作。夜晚，他便与老舍、朱光潜、冰心夫妇等
好友相聚檐下，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欣赏月下山色。

《菜根谭》里说：“忧勤勿太苦，澹泊勿太枯。”困
顿无序的忙，会让人远离幸福；无事蹉跎的闲，会让
人错失人生。真正聪明的人，忙时一丝不苟，闲来逸
趣横生。

徐志摩曾在美国留学三年，后又去英国伦敦学
习两年。在美国时，他上课，听讲，写考卷，十个月便
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英国时，他散步，划船，看闲书，
写出了新月派诗歌代表作《再别康桥》。

人生百年，须臾之间，太忙太闲皆是浪费，有忙
有闲才最精神。

3
“半聪半聋”，情绪好

五台山金阁寺门口有一副对联：“看破世事难睁
眼，阅尽人情暗点头。”

人活一世，“耳聪目明”不见得都是好事，“半聪
半聋”不失为人生大智。

作家苏青在担任《天地》杂志主编时，曾向文坛
新秀张爱玲约稿。张爱玲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可到
交稿时，却迟迟未见她的稿件寄来。

眼看着杂志要去交付印刷，苏青不得不打电话
向张爱玲催稿。哪知对方十分傲慢地回复，“我忘记
了！”，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对于张爱玲的无理，苏青的同事们都非常气愤，
建议她将此事公之于众。但苏青却像没事人一般，
还安抚道：“稿子就是作家的饭碗，她没有按时交稿，
一定是被更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

老子曾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为人处事，不
必看得太透，听得太清，想得太多。

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位置各异，层次参差。他人
的难处，你未必能懂；他人的过失，也无需你来买

单。世事多变，人情翻覆，每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
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话，听一半忘

一半。
为人，半醉半醒最逍遥，“半聪半聋”最开心。

4
能进能退，心态好

《我与地坛》里有一句话：“世上的荣华利禄，不
过是烟火流云。只因我不计得失，所以才永世长
存。”

人生如一条蜿蜒的河流，高处成川，低处成
潭。有时风光无限，有时狼狈不堪，有时万众瞩
目，有时无人问津。没有顺遂的人生，只有看开的
心态。

清代黄宗羲曾言：“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
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
退为进。”春秋时期，“一代商圣”范蠡离楚投越，
辅佐越王勾践，兴越灭吴，一雪会稽之耻，被尊为
上将军。范蠡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到了齐国，
隐姓埋名，在海边的一块荒地，苦身尽力，开荒垦
地，治产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达到“巨
万”，却仗义疏财，三次散尽千金，天下称“陶朱
公”。范蠡深知越王勾践为人，他从齐国写信告诫另
一功臣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可与共患难，不可共享乐。子何不去？”文种在接到
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
而范蠡因为能进能退，懂得“知止”，智以保身，成
名天下。

王维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没有人可
以一直在高处，俯瞰大地，也没有人会一直在深谷，
匍匐前行。

日子的好坏，人生的幸福，不在境遇，而在心态。
当你淡看得失，不计荣辱，放下执念，人生自会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蓁蓁

2023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又是一年。人们依旧在为柴米
油盐而奔波，为至亲至爱而忙碌。不同的是，在忙碌之余，心
底多了份对新生活的期待。

《礼记》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一年，愿我
们都可以拥有好的生活方式，不负韶华，不负光阴。

《药铺年代》是卢俊钦创作的一部非虚构散
文集，他以文为舟，把讲述三代中医药文化传承
者的命运故事作为主要叙事脉络，以生活细节和
朴素意向作为点缀，让我们顺着无限延伸的记忆
河流回溯，重回那个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中药
铺时代，回望传统中药铺在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浮
沉，重温物资匮乏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时

光和被我们渐渐淡忘的传统事物和中医药文化。
一味味中草药散发着迷人的药香味，温暖而

神秘，它藏匿在小小的中药铺里，向岁月讲述着不
为人知的人间温情。《四两黑枣》里藏着一段中药
同行间的温暖故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的
中药材——黑枣飙升至天价，可阿公只需遣年
纪很小的作者，便可以从熟悉的同行处借来急
需的药材。四两黑枣背后的友爱精神，如柴米
油盐酱醋茶一样，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冬令进补是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习俗之一，当
父亲开的中药铺走上正轨，他不仅免费帮低收
入户“补冬”，发动上游同业参与，还注意保护低
收入户的自尊心，不将活动称作“冬令救济”，而
称为“帮大家补冬”。这项义举，体现着中医从
业者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弱者的关爱，也透射出
他们的仁厚胸怀和高尚品德。一张被遗忘在药
柜里的香料配方，造就过一家北京烤鸭名店，可
故事的结局令人感叹信任的缺失，但在中药铺
经营者看来，“吃亏就是占便宜”，只因中药铺是

“对人”的行业，在意的是人情味和相互间的信
任，不会因偶发事件而搁置人情味，这段往事是

“一段美好的回忆”。
中医药的传承不仅仅局限在一张张药方，更重要

的中医药背后的精神和文化传承。《教中医师开药
方》是一个颇具意味的故事，一位刚考取中医师资
格的朋友，毫无实践经验，也没看到过实际的中
药材，当他求教于作者的父亲时，父亲将自己多
年行医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成功为自
己培养一位“竞争对手”。在作者父亲身上，我们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医药文化能世代传承、经
久不息，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一点一滴的研
究和积累，以及对后辈全心全意的“传帮带”和
毫无保留的奉献。

岁月长河里里，中药铺始终如一地传承着中
医药文化，一方小小角落里弥漫的浓浓中药味，浸
润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传统中国文化中温情
脉脉的符号。

《药铺年代》凝结了一段历史，镌刻着一段记
忆，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具有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基
础的中医药，从来不曾远离，一直守护在我们身
边。 李钊

中药铺背后的精神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