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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中元节

临近，株洲城区湘江段岸边，祭祀活动接连出现，

江边随处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现象引发关注。8

月 27 日（农历七月十二日），记者发现，位于芦淞区

一水厂上游方向的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江边，出

现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祭祀活动产生大量垃圾，

烧毁不少草皮。

本报于 8 月 22 日对江边“任性”烧纸现象进行

了报道。有市民建议，采取在江边设集中祭扫点、

摆放焚烧桶等方式，应对中元节期间的不文明现

象；引导市民在集中祭扫点开展祭祀活动，减少对

风光带的影响和破坏。

8 月 25 日，市民政局、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联合发

布《株洲市 2023 年中元节文明祭祀倡议书》，倡议

广大市民树立文明意识，倡导文明祭祀方式，不在

道路、河岸、居民区和其他区域焚烧纸钱冥币、燃

放烟花爆竹。

“引导工作不到位，监管有漏洞。”在河东湘江

风光带，休闲市民余女士称，不清楚临时祭祀点的

位置，江边找不到相关指示标志，未见到工作人员

或志愿者进行引导；不少市民的祭祀活动在晚上

进行，这段时间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状态”。希望

相关部门继续对中元节祭祀活动加强引导和监

管，加强对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保护。

常将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是我

生。这是谭文剑对徒弟们的要求，也

是对自己的要求。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8月 25日，谭文剑为徒弟们

安排的晚课上传来朗朗读书声，徒弟们

诵读的这句古文，出自古籍《千金方》。

每朗诵一句，谭文剑便讲解其中含义，

他要求徒弟们诵读古籍既要牢记药方，

也要领悟古贤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

今年 23 岁的周正涛来自湘西，在

谭文剑年轻一辈徒弟中成长最快，谈

及对师父的印象，他用了四个字概括

——又敬又怕。

周正涛说，在日常生活中，忘记关

灯、关风扇这样的小事一旦被师傅发

现，免不了挨骂，背诵中医古籍中的药

方如果出现漏写某一味药，或者剂量

搞错，还要面临罚抄的惩罚。“有一次

我背错较多，被罚抄了一个通宵。”

谭文剑招徒弟不看地域、也不看

年龄，他有两个徒弟年龄比他还大 10

岁，如果被发现诊病不细致、生活中丢

三落四，他照骂不误，丝毫不留情面。

谭文剑介绍，中医药方剂量不同，

药 效 天 差 地 别 。 例 如 桑 叶 ，小 剂 量

（10g）发汗，大剂量（30g）止汗；黄芪小

剂量利尿，剂量超过 30g反而使尿量减

少。古往今来，一些名中医害怕徒弟

学会师傅看家本领，从而压师傅一头，

故而有传方不传量的说法。

“我收徒只为老祖宗的智慧能代

代相传，唯愿中医发扬光大，不搞‘传

方不传量’这一套，可想要在我这里学

艺，我不容半点马虎。”谭文剑说，医者

以人为本，最讲究心细，若没有养成细

致认真的好习惯，诊病开方少写一味

药或剂量多写一个零，轻则加重患者

病情，重则致死。

“神农尝百草，实践出真知。”谭文

剑坐诊时，常让徒弟们先为患者诊病

开方，自己再诊，他自己身体不适时，

甘 愿 充 当 徒 弟 们 的“患 者 ”。 收 徒 7

届，谭文剑的徒弟遍及五湖四海，也将

公益做到了五湖四海。

“无愧于师、无愧于先贤、无愧于

心，我只是做到了一名中医的本分。”

谭文剑这样评价自己。

民间中医谭文剑传医术、弘医德

从医36年，带35位徒弟走上公益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8 月 24 日，2023 年“株洲好人榜”第二季度榜单揭晓，14 人获“株洲好人”称

号，民间中医谭文剑是其中之一。行医 36 年来，谭文剑为贫困患者免去诊费、

药费 110余万元，在他的影响下，35位徒弟全部走上公益路。

年少师从湘潭名老中医、经方大

师欧阳既雨的谭文剑，如今是远近闻

名的中医界大拿，在中风偏瘫病症领

域颇有钻研。不少医学生慕名而来拜

师学艺，还有同行上门求授解疑难杂

症的方子，对于求学者，谭文剑来者不

拒，他只有一个要求——拜师期间跟

着他做公益。

谈及公益，谭文剑忆起自己从医

生涯的点滴往事。

“刚开诊所那几年，我诊金只收 6

角钱。”谭文剑回忆，当年学成归乡，

他在老家渌口区朱亭镇开了一家诊

所，乡里乡亲来看病，不忍心收高价

诊金，遇到家庭条件实在困难的或者

孤寡老人，他分文不收。 谭文剑在

朱亭镇开诊所那几年，前来就诊的患

者虽络绎不绝，但因为诊金收得低、

时 常 倒 贴 草 药 ，有 时 还 让 患 者 住 家

中，开了几年诊所的他经济条件依然

拮据。

2016 年，谭文剑将小诊所从朱亭

镇搬到了荷塘区。尽管前来就诊的不

再是乡亲，但对贫困患者不收诊金，孤

寡老人不收诊金这两条“规矩”他保留

了下来。

2017 年，谭文剑开始走出诊所做

公益，他与“小茨微檬”等公益组织携

手，走访困难患者家庭、独居老人家

庭，为他们义诊。“每个月举办一次定

点 义 诊 ，每 周 上 门 看 望 一 户 困 难 患

者”是谭文剑为自己和徒弟们定下的

规矩。

葛明（化名）是荷塘区一家小诊所

的医生，他分享了拜师谭文剑期间一

个小故事。有一次，谭文剑约好上门

给一位商人治风湿病，诊金不菲。临

行前，一位专程从茶陵赶来的患者上

门求医，搭脉问诊后谭文剑决定先救

治 该 患 者 ，并 给 商 人 打 电 话 要 求 延

期。之后，该商人去了别处就诊。谭

文剑了解到来自茶陵的患者家境贫

苦，免去诊疗费和药费。作为徒弟的

葛明当时不解，师父开门做生意，有钱

不赚？

“看诊以患者病情分先后，非以诊

金分先后。”谭文剑告诫徒弟。

如今，葛明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

受师父影响，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株

洲疫情期间，他捐出了价值 2 万多元

的口罩和药物。

“初时不明师意，学成方知良苦

心。”葛明坦言，自己开诊所初衷只是

养家糊口，跟着师父做了 2 年公益，才

体会到医生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有

仁心、有良心，才能行医致远。

对拜师者的要求：做公益

严格带徒：学医也要学文

谭文剑正在为病人开方。 记者/廖智勇 摄

江边“任性”烧纸钱 饮用水源保护区垃圾遍地

芦淞区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江边，出现“垃圾带”。

记者/刘平 摄

邀请函

金秋助学，大爱无疆！
我 社 拟 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株洲日报
社七楼会议室召开 2023 年大
爱株洲·金秋助学株洲日报社
分会场助学金发放仪式。特
邀爱心单位代表、爱心个人及
接到通知的受助学子或家长
参加。同时，我们竭诚欢迎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拨冗莅临，不
胜荣幸。

株洲日报社
202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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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微信惊悉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

先生于 8月 21日在北京不幸辞世，享年 92岁。噩耗传

来，令人痛惜……

沈鹏先生，是 1999 年至 2001 年，我在北京参加中

国书协举办的第七期书法高研班的面授老师。仅凭

这层关系，我有两次向他“求助”。

第一次是 2002 年，我的家乡株洲县（今渌口区）想

把空灵岸打造成一块旅游文化胜地，需请当代著名书

法家题写历代名人歌咏空灵岸诗词，然后刻成碑石镶

嵌在崖壁上，以增强历史文化厚度。他们首先考虑到

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李铎、刘炳森先生等。李铎先生，是我们株洲

醴陵人，家乡的事请家乡的名人支持，这倒有点理由，

而沈鹏、刘炳森，那就没有这个由头了。何况，那个年

代名家的字，相当地贵，没有适当的酬金是不好开口

的，而株洲县又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

家乡的领导找到了我，我也只好随一位领导临危受命

上京了。

我们第一站到了李铎先生处，因为他也是我“高

研班”的书法面授老师，加上他多次回株洲我都陪同

采访，感情算是不一般。到了北京后，我们把这次上

京想请名家题写诗碑的事向他作了汇报。李老师听

后，先是一惊，说：“上京求名家写字，至少要一个数(1

万元)。”他见我们窘态，于是出主意说：“我的那份就

算了。然后把我的那份加刘炳森那份，凑一个数，请

沈鹏主席写罢了。如果还少了，我再补足。”话说到这

份上，我们仍奢望求到这几个人的字。李老师拿我们

没办法，只好取出纸笔，亲自向沈鹏主席、刘炳森副主

席写了封求援信。于是我们携带李老师的信和他提

供的地址、电话，如约找到了沈主席。

那日，他正在室内书写作品，待我敲开门后，他把

刚写完的一张四尺整宣往地上一摊，细察，发现丢了

一字。然后说，马立明，刚才就是你们敲门，使我丢了

一字。我们听了，马上赔不是。

接着，沈鹏主席看过李铎老师的信和书写的内容

后，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隔日再来取字吧。”这时我

说，去年听您的课，您眼睛不好，怕闪光灯，张荣生主

任不许我们和您照相，今天我们想跟您合个影，可以

吗？不想，沈主席高高兴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如今，只要去空灵岸旅游，过山门沿崖腰栈道，第

一块《杜甫诗·次空灵岸》的巨型摩崖石刻，就是李铎老

师书写的；第二块《唐·张叔卿〈空灵岸〉诗》，就是沈鹏

主席题写。此块石刻，宽 2.7 米，高 5.4 米，是由一块黑

金沙大理石镌刻而成。沈鹏主席的字，落笔毫放惊风

雨，行笔跌宕气势雄；风格俊逸清秀美，章法森严很率

真。此幅石刻金灿闪烁，游客无不驻足观赏。

第二次是，长沙市开福区想把位于湘春路西园

北里打造成一条历史文化街区，想把著名金石书画

家李立故居打造成名人故居对外开放。而“李立故

居”四字，找谁题写合适呢？李老师的后人考虑再

三，认为非沈鹏莫属。生前，李立老师跟沈鹏主席虽

然是老朋友，但双方的后人基本没有往来。前年，我

们去李立老师女儿府上看望李师母谈及此事，于是

他们就把这题字的任务交给我了。李立老师，我的

恩师，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回来后，我立马查找旧电话本，毕竟一二十年未

与沈主席联系了，不知他家的住址、电话变更了没

有？找到后，我立即拨通了沈主席家的电话。不久，

一封特快专递寄到李立老师后人手上。“李立故居”，

几个遒劲有力的字终于呈现眼前。他们在收到沈鹏

主席的墨宝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我也为跟李老师

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感到高兴！

可今日，沈鹏主席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怎不叫人

伤心而悲痛呢？

“痴心”小龙虾
熊 燕

傍晚，接到父亲的电话：“你小叔刚送

来几斤小龙虾，明天周末，你过来拿吧。”

我说：“小叔送来给您下酒吃的，您

做了吃吧，别给我了。”

父亲说：“你喜欢吃，你拿回去吃。”

我摇头，我喜欢吃就给我吃？这是

什么逻辑？

父亲喜欢每餐喝点小酒，口味小龙

虾是他最喜欢吃的下酒菜。我打定主意

明天不回去拿小龙虾，心想，我不回去拿

小龙虾，父亲就只能自己吃了。

我喜欢熬夜，睡懒觉。每到周末，我

几乎通宵敲键盘，然后上午补觉。父亲

深知我的习惯，从不在周末的上午给我

打电话。

中午，父亲的电话来了，问什么时候

回家拿小龙虾？我说不拿了，难洗，麻

烦。父亲愣了半秒，说，那我给你洗好，

炒熟，你拿回家直接吃。

这时，邻居过来找我，听到邻居的声

音，父亲问：“你是不是有事忙？”我连忙

点头：“是呢，有点事，没时间回家，小龙

虾您自己吃。”

挂完电话，我想着父亲喝着小酒，吃

着口味小龙虾的样子，眉眼弯起来。哼

着小曲，向图书馆走去。

沉醉书中，时间一晃到了下午四点，

手机响了，是父亲的电话。

父亲说：“小龙虾做好了，我给你放

门岗那儿了，和门卫说好了，你记得拿。”

我吓得赶紧问：“您来家了？您来家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怎么又回去了？”

父亲说：“这不你忙嘛，反正我没什

么事，就给你送过来了。不说了，车来

了，我要上车了，挂了。”

我后悔了，不应该用“忙”做借口。

回到家，打开父亲给我的两个特大

购物袋，一个袋里是铝锅，锅里是香辣小

龙虾。一个袋里装的是水果零食，都是

我喜欢吃的。

父亲总将我当馋嘴小孩，每次来都

给我买水果零食。也许在他心里，不管

我多大，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看着小龙虾和水果零食，想着父亲

坐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车 过 来 ，连 口 水 都 没

喝。又想起每次回家返程时父亲都会将

我的车厢塞满。我的心酸酸的，胀胀的，

眼眶渐渐湿润……

三毛说，父母对女儿的心是痴心石，

只一心一意为女儿着想。老人们常说，

一个女儿三个“贼”，家中好吃的好喝的

都给“偷”走了。母亲在世时曾说过一句

话：“儿女无论怎么爱父母，都不如父母

爱儿女的十分之一。”当时我噘着嘴不服

气地争辩了许久，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的

父母。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做了母亲，我

才知道，儿女对父母的是爱，但父母对儿

女的却是痴。

什么是痴？极度迷恋，不能自拔谓

“痴”。父母“痴”心儿女，是付出，也是幸

福。现在，痴爱我的母亲走了，我生命中

的“痴心石”痛失一块，余生只愿父亲健

康长寿，痴爱我的时间能久一点，再久一

点，更久一点…….

对昔日特定情境下的一些物、事、人，我总是怀着深

深的眷恋之情。究其原因，我是个骨子里很传统且又十

分念旧的人。

“老公，挂在墙上的老古董钟不走了。”一大早起

来，妻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在我耳边聒噪。“正好我想

换一只新的，今天它罢工了，天遂人愿啊。你快点把

它丢到垃圾桶去。”

我默然不语，从墙上取下钟来，目不转睛地打量

着它。枣红色的边框使它看起来显得古朴大气，椭

圆形的造型又让它美观而流畅。面对这位陪伴了我

二十二年的忠实朋友，我实在是不忍心一丢了之。

这座钟是 1998 年我和妻结婚时买的，其中搬了几次

家，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从老家到柏市中学再到

县城，它默默见证了我从青春年华到年近知天命的

二十多载光阴，它用公正的步伐丈量着这二十多年

的世事变迁和沧海桑田。它虽无语，但心有情。我

岂能漠然待之。

“ 我 拿 到 钟 表 店 看 看 能 不 能 修 好 。”我 话 语 平

静地对妻说。

“买一只也只有几十元，修一下也要二三十，你不

会算数吗？”妻似笑非笑地揶揄我。

“你不理解我对它的感情。文人的情怀你不懂

的！”我舒了口气故作深沉地说道。

我骑上摩托一溜烟似的来到了钟表店，修理师傅

说是钟的机芯坏了，换一个要 30元。我爽快地说：“换

吧。”换好后，它又恢复了平时稳健而铿锵的步伐声，

师傅又把它的外表擦拭了一番，看起来更显得光洁如

新。我捧着它，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挂在摩托车

的布袋里，我心里好像盛满了春之暖阳，满足而欣喜。

重新把钟挂在墙上，一些久违的往事又扑面而

来。记得女儿高中三年的一千多个夜晚，每当夜深人

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女儿在挑灯夜读，我在沙发上静

静看书，妻在织毛衣。墙上那座钟恬淡而又深情地陪

着我们度过了三载春华秋实。记不清多少个这样温馨

而又宁静的夜晚，那座钟滴滴答答而又步履从容的脚

步声成了女儿前进路上嘹亮的号角声。它仿佛在时刻

提醒女儿:曙光在前，坚持就是胜利！它默默地见证了

女儿高中三年的最美花季:奋斗过、努力过、拼搏过、欢

笑过、流泪过、惆怅过，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张青春集

结号。未来的岁月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踏踏实

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日子将是一道最值得回味永

远挥之不去的最美风景线。

此时，用仓央嘉措的诗句来描摹这座钟与我的关

系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

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

不 去 。 你 爱 ，或 者 不 爱 我 ，爱 就 在 那 里 ，不 增 不

减。……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

相爱，寂静欢喜。”

修闹钟
陈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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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求助 永志不忘
——深切怀念沈鹏先生

马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