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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整理书籍，霎时眼前一亮：三本黄颜色的书籍像
魔术师变戏法一样蹦跳出来。

小心翻看这三本已存世60多年的书籍，我“悟”到了
我家与中医的“缘分”。

其实，这几本黄颜色的软皮书是外公留下来的，准确
地说是父亲年轻时替外公誊抄的药书。书籍用传统的二
元纸制成，大小如小学生课本，厚度如手指厚，字体是父
亲用小楷毛笔工工整整抄写的。不知父亲花了多少个日
日夜夜？书籍还是线装本，书页是从左翻到右，古色古
香，较为考究，只是书壳有破损，不十分完整了。

我清楚地记得软皮药书是四本。现保存的三本，一
本书页上写着医学入门；另两本写着医理觉原上和医理
觉原下；还有一本写着“药方药例”的书不知什么时候搞
丢了，遗憾得很。

外公罗贯一，又名罗诗咏，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
年），外公年轻时考取了“秀才”，算是当时罗氏家族中文
化水平较高的。我那当教授的二表哥的名字就是外公给
取的，外公晚上做梦时十八罗汉从自家房屋的上空渡过，
翌日二表哥就呱呱出生了，因此，外公取“罗汉渡（度）过”
之意给二表哥取名“罗汉度”。

我对外公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见过我们的“全家
照”，我那时仅几个月，母亲用襁褓裹着紧紧抱着我，而我
只露出了一张小脸。已过古稀的外公则是长须飘飘，仙
风道骨。

外公什么时候学的中医，师傅为谁？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他是梁山县（今重
庆市梁平区）城的名中医，在县城南正街开了一间名气
响亮的药铺诊室，悬壶济世，生意一直很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马平川的梁山
机场（现梁平机场）成为大后方离日军前
哨最近的机场，中国空军进驻梁山县。
据长辈回忆，有一名年轻的空军飞行员
得了“怪病”，在其他地方医治无啥效
果。后经人介绍到我外公“罗先生”的诊

室，我外公亮出平生所学，药到
病除，妙手回春，这位空
军飞行员又重返了鏖战

日寇的火热战场。为此，一些空军官兵成了我外公药铺
诊室的常客。我漂亮的大姨、二姨一个嫁给了一位赵姓
的中国空军工程师，一个嫁给了姓林的空军飞行员。可
以说，还是我外公的中医诊室牵的“红线”呢！

外公医术精湛，前来找他看病的人，病很快就被治
好，名声口口相传，附近的仁和场、马家场很多人慕名
而来找他看病，生意很快好起来，外公还带了 3个徒
弟，手把手教他们，徒弟都很敬重他。外公医德高尚，
看病时收费很低，遇到有困难的人有时就不收费，经常
有人把自家种的蔬菜、粮食送来表示感谢；病人病情重
无法自己来看病，他就出诊到病人家中去，哪怕是刮风
下雨都要穿着特制的钉鞋，拄着拐棍去出诊。在一次
夜晚出诊中，外公摔成了重伤，于1967年农历正月离
世，享年75岁。

外公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了宝贵的“财产”——父
亲年轻时帮外公誊抄的药理书籍。

再“细说”一下这几本书籍。《医学入门》记载了外公
行医的医学入门问答、五脏六腑问答和五脏开窍、五脏之
声、六经见证等知识和体会。

《医理觉原》上下册，分序、凡例、目录，阐述了四诊总
论、十脉提纲说、阴阳篇，其中还有肝脏歌、肾脏说等医理
参悟。如《诸脉提纲体象论》中将脉象分为了浮脉、沉脉、
迟脉、数脉、细脉、短脉、长脉、洪脉、濡脉、弦脉等29种，齐
全而细微，十分难得。

《药方药例》中则穷尽了外公杏林一生的行医良方和
行医案例，十分珍贵。

我中学之时，曾经看过《药方药

例》。对其中两药方啧啧称奇。一是治狂犬病方。由十
多种中药材加上药引制成的药丸子。父母曾说，此药丸
效果神奇，治好的患者不在少数。二是治狐臭方。依稀
记得是用生绿锈的古代铜钱，用火煅之，再用外公泡制的
药酒擦刮腋下，反复一周左右擦刮，一天四五次，就能断
根不反复。你说珍贵不珍贵？

兴许是我家与中医的缘分割不断。日历翻到1968
年，又一个早春来临，我的弟弟呱呱落地。但很快我细心
的母亲发现，弟弟吃奶后没隔一会就呕吐，并且愈发严
重，并且又吐又拉。在医生那里看了也无多大效果。眼
看弟弟一天天瘦下去，又听说与弟弟同样病的一小孩去
上海做手术，最终也没医好，“走”了。父母亲心急如焚
……“去找刘三先生吧！”母亲想到了我外公的师弟刘殿
候。

我母亲心中的“刘三先生”刘殿候老先生像我外公一
样长须飘飘，在县中医院坐诊。刘老先生望闻问切后，肯
定地说，不要紧，这是小孩“不开窍”，西医叫“幽门狭
窄”。结果老先生刘殿候仅开了一味中药——麝香，吩咐
母亲打成粉，回去取一些麝香粉末倒在蒸熟的热饭上，倒
扣在弟弟的肚脐上，用帕子扎紧，医治弟弟的病。

真是奇了，用这个办法两三次后，弟弟吃东西就利索
了，再几回就不吐不拉了，很快痊愈。

聪明的弟弟时常回忆他与中医的缘
分。他说：不得不感谢刘老先生，不得不感
谢中华传统瑰宝——神奇的中医。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话用来形容路阳坝的仙人
寨，似乎也不算言过其实。仙人寨据说是众寨之首，其余
六个寨子分别是：麒麟寨、三星寨、佛亭寨、红岩寨、望儿寨
与双包寨，如“七星望月”。

秋阳正好，兴之所至，一行五人前往仙人寨。车子顺
着盘山公路一直绕到寨子脚下就需要步行了。

石梯尽处，一堵高大的石墙拦住了脚步。石头的拱门
上端呈倒扣的碗底，两只雕刻玲珑精致的石狮子对称地俯卧
于门楣，门楣上方同样的一块石匾嵌在石墙中。“西柄呈
祥”——几个雕刻的大字赫然在目，字体苍劲雄浑。仔细一
看，石匾左右边框上还分别刻有一行小字——右：光绪二年
重修，左：云邑刘海鳌题。想必此寨年代久远，于光绪二年重
新修葺、完善，可见清朝的云阳也被称为云邑，跟邑有关的大
都与地名和邦域有关。紧挨石门右侧外与左侧内，两棵苍老
的柏树高耸入云，不知是石护着树，还是树依偎着石；古柏森
森，山风轻拂，舔舐着额头细密的汗珠，略带凉意。

跨过石门坎就是一个石院子，整栋房子全石结构，中
间高、两边低，石墙、石窗、石门框，地坝边散落一个圆形石
器，跟地面紧贴着；唯一两扇黄中泛白的木门紧锁，门楣上
方两根长形木条风化成石头一样的颜色，上面钉着一张摇
摇欲坠的蓝色门牌号：石人村14—14，门上贴有电子监控
设备的警示标志；中间高房梁前面是灰色的彩钢复合板，
与两旁的石头瓦房显得格格不入。瓦片上青苔覆盖，杂草
丛生，房前屋后林木葱茏，于荒败之处又显得生机盎然。
石人村不见石人，看来，这里的山与石头分不开，石头与村
庄分不开，村庄又与寨子分不开。

石屋过去，穿过竹林，步道渐缓，逶迤起伏，林木幽深
处又峰回路转，扶着简易铁栏杆顺着陡梯子往上爬，山势
愈发陡峭，感觉仙人寨就在前方。一堵残缺的石墙内被恣
意生长的几棵灌木覆盖，枝叶繁茂，天然盆景的造型。一
座方形的单层矮石屋，木门和木窗相连，门扉紧闭，窗也是
长方形木板封闭起来，应该是旧时的杂货铺。

玫红色的野牵牛花在太阳底下吹着喇叭，在石阶旁的
杂草里竞相怒放。有一朵特别鲜艳的花扭着藤蔓跑到石
梯上撒欢儿，顺着它所指方向，仙人寨高高地矗立在前方，
坚如磐石，稳稳地端坐于山头。石梯边的树枝上系满了各
种红色的祈福带和红布条。

一尊豹头铜眼的黑脸钟馗塑像立在石门右侧，神像旁
边还有一个石香炉。一块石碑就立在香炉石坎的下方，石
碑边缘的字迹虽有些漫漶不清，但保存还算完好，而仙人
寨的秘密就藏在这块石碑里，碑文是最好的向导。仔细揣
摩了一番，多亏我认字的功夫，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除字
迹模糊的不认识，其余部分半认半猜，应是八九不离十。
内容摘抄如下——

“此仙人寨未详其始”，即不知究竟是哪个朝代所建，
据说始建于东汉末年，已有上千年历史。传说秦末汉初大
将樊桧在此屯军，守望漉阳坝的粮草备军；东汉时期光武
帝刘秀也曾屯兵于此。

“相传明末张献忠入寇，有黄龙二时所左右，贼惧不敢
近，一寨安堵而神之灵。从此著居民每一日相聚作会，为
神生降之庆，远近拜礼者不下数百人。当会之日，往往霹
雳大震、雷火扫殿、以除不祥……”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素

有“米粮仓”之称的路阳坝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就成了兵
家的必争和坚守之地。

“予闻其灵，心马慕之。丙申春进香，初至直上，四面
峻绝，高数千余丈，是盖独得乾坤之秀，而为神亦也。最上
则巨石壁立，当面宛如门形，或曰此仙人室也。”最喜这几
句描述，仙人寨的海拔应在1000米左右。四面峻绝，独得
乾坤之秀，可见悬崖峭壁何其险峻，山寨气势何等恢宏！
据先人所知，仙人寨的鼎盛时期拥有大小殿堂500余间，建
筑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全是石头砌的数层碉楼，有东大门、
南大门和西大门，加上植被丰茂，像一座梦幻的城堡。可
惜在动荡岁月中遭人为破坏、损毁严重。

“予捐金五百缗，置田业一契，每年纳租八硕作香火之
……凡夫子好善名哉……用照仙人之……知某人所为，如
此无不捐宝的踊跃、乐善俾庙……约据存施主家内退押供
租不得稍为推减，荒山熟地功记私行。远来香客务必招付
随缘，募化勿强征，人喜神欢。”署名为：“xx十五年己丑岁
春王月下浣蓬山王崇涛自撰。”

寨子全石构造，主体有两道石门，依旧是拱形结构，巨
石堡垒，固若金汤；石墙上有方形或圆形的孔洞。用于瞭
望、通风或采光；门楣下方的石头上隐约可见精美的浮雕
图案。第一道石门上有“南海廷雅”几个大字，“廷”字模糊
不清，只是揣测而已。大字下面刻有几十个姓氏，可能是
当年重修寨子时所立的功德碑，路阳坝有一个南海村，不
知有无关联。从石拱门进去又石阶直上，门中有门，最后
一道石门矗立在眼前，拱门上方“蓬岛飞峰”几个繁体字更
显雄浑大气；居于上端的雕龙精美绝伦、惟妙惟肖，框形设
计，祥云飞龙护佑“仙人砦”三个字于其中；两名古代官员
的雕像分列两侧，手里各持一物件相对而立，虽有风化剥
蚀的痕迹，仍然栩栩如生。

本想进寨门一探究竟，但绛红色的木门紧闭，无缘见
到仙女娘娘和寨上的各路神仙。

寨门左右各有一堵围墙，右边留一扇门的宽度可以绕
到寨子侧面的露天坝子。半壁石墙上爬山虎贴着石缝向上
生长，太阳的金光正从寨顶洒下来，一群不知名的小飞虫通
体透明，像一团闪烁不停的星子在空中乱舞，那一刻，世界安
静下来，我忘了几个同伴的声音，想到了一句话：“他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理事、副秘书长）

我家与中医的“缘” □徐文峰

探秘仙人寨
□袁久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