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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浣溪沙·西沙河清淤感怀
权广庆

纵贯城区利泄洪，多年淤积盼疏通。
砌墙段面固坡冲。

观景提升新品位，清河改变旧时容。
涝排旱灌惠工农。

甲辰端午节感怀
李林秋

遥望南天年复年，端阳节至祭先贤。
荆湘永继忠良志，汨水长存锦绣篇。
君子修身贞若玉，诤臣守正洁如莲。
欣逢盛世除阴翳，国泰民殷大梦圆。

建党节忆“两弹一星”元勋
孙玉专

环伺群狼乱象生，良才领命踏征程。
抱薪冻毙谁人忆，旋磨求珠举世惊。
秋水关山埋烈骨，飞舟银汉起歌声。
此身既已许家国，何计身前身后名。

送儿赶考
王广峰

老树抽芽向密林，几经霜雪始来今。
何须探首谢家院，犹自怜儿寸草心。
辗转三城千里远，奔忙两地五年沉。
贤愚已是浮云散，从此天涯展逸襟。

昙花
戴奎华

蕾动清香淡，花开夜半明。
流光虽瞬逝，溢彩透真情。

礼赞城市绿化工
张如国

妆靓园林待客来，巧铺霞彩染亭台。
扶锄笑看牡丹艳，培土还期芍药开。
汗淌篱边肥绿叶，梦圆垄上育青苔。
小城谁美何须问，花木丛中任意猜。

游魏氏庄园（新韵）
白维海

巍峨不减旧时形，槐叶年年落又生。
梁栋空虚犹可赏，炮楼坚固已无声。
墙高能拒盗贼乱，家败非因钱谷丰。
运命浮沉谁做主，如烟往事尽随风。

无棣古城新貌
于大恒

历史曾经千百年，春风杨柳赋佳篇。
一泓碧水金鳞戏，两岸朱楼紫燕旋。
目断白云连寺塔，神驰落日醉乡关。
四时广场人欢笑，五彩华灯夜不眠。

步韵兼答朱法旺先生
《七十述怀》

宋来喜
七秩芳华未老翁，天伦蔼蔼玉莲蓬。
曾闻书画笔犹壮，更喜诗文囊不空。
尘事往来觞咏外，清愁归去笑谈中。
班荊小聚何为重，三径探幽寻雅风。

忆夏收
郑振秀

人到南田弯月明，镰刀落处草虫惊。
细尘作伴周身满，圆捆为邻一地横。
但喜凉云愁急雨，虽烦烈日盼长晴。
新粮丰稔谁言累，总是颜开笑语生。

西江月•北戴河帆船出海
苑小红

千顷波涛涌雪，半空云雾成霞。扬帆
游艇似浮槎。鸥鸟相随玩耍。

耳畔只闻风动，余晖曼笼平沙。苍茫
尽处是天涯。醉此河山似画。

郑其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市
中医学界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医术
高超、医德高尚，深受群众信任。
为深入推进中医妇科学术研究和
临床实践，郑其国先后创办了滨州
市中医妇科研究所、滨州中医妇科
医院，继承并开拓了其父郑长松创
立的齐鲁郑氏妇科事业，使其名列
山东中医妇科界三大流派之首。

父亲引路学习中医，
打下坚实中医理论功底

郑其国（1959—2018），祖籍
滨城区三河湖镇河南郑村。他出
生时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困难
时期，儿啼之年靠着祖母、母亲从
嘴里省出来的地瓜面干粮勉强存
活；读小学时，遭逢“文革”，不得不
半学半农。1973年初，考入北镇
中学读高中，是时教学秩序混乱，
其父郑长松为帮孩子谋条安身立
命门路，遂决定亲自教他学习中
医。

郑长松以精选的历代医家典
籍为主要学习材料，以背诵、抄写
中医典籍为主要方法，引导其入
门：先由郑长松疏通典籍字词之
义，再由郑其国抄录背诵，不允许
在抄写本上出现一个错别字，背诵
时亦必须字正腔圆，不得含混一
字。到高中毕业时，郑其国已可将
《伤寒杂病论》《傅青主女科》一字
不落地背诵出来。

高中毕业时尚未恢复高考招
生，郑其国只能先到建筑工地当小
工，以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当时，
他忙完白天的工作，每晚都会读书
背书到深夜。很多同事钦佩他执
着的学习态度，有些小病都愿意请
他治疗。当时，一位李姓师傅患夜
盲症一年有余，请他诊治。郑其国
开了一剂夜明砂煮猪肝的方子，两
天即愈。

16岁那年，郑其国到滨县轻工
机械厂医务室担任厂医。无论白
天还是晚上，只要有人找，他总是
随叫随到，十分看重医生的这份责
任。一次休班时，一位工友的老人

在老家突发疾病，他冒雨骑行二十
多里地去看病，又给老人拿药、煮
药，直到情况稳定后才返回，前后
用了一天时间。为随访一位患者，
他骑车往返几十里。这样的故事
在工友中广有传颂。

成长为山东省自学成
才榜样，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接见

为提高业务水平，他到市人民
医院进修。其间，他尝试利用《幼
科铁镜》记载的“脐风灯火法”治好
了三例新生儿破伤风症，引起全院
轰动。因为该病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致死率较高，此事作为全地区
粉碎“四人帮”的成果项目之一广
泛宣传。他用自己的医术医德赢
得了工友的尊重与钦佩，也在患者
的交口称赞中逐渐得到了社会认
可。

参加工作之后的8年间，他没
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逛过一次商
场，就是憋着一口气，坚持念书，坚
持学医，将全部的个人时间用来学
习中医。他读书甚为严谨，弱冠之
年，依据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考订
了汉代名医淳于意生年问题，得到
了当时医史学界名宿、湖南中医药
大学周一谋教授的高度赞扬，许多
辞书据此修正了词条。

他逐步成长为黄河三角洲地
区中医界的青年才俊，成为山东省
自学成才榜样，先后被评为“山东
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新长
征突击手”，获“山东省自学成才
奖”。1984年11月，他受邀出席全
国自学青年经验交流会，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青年报》

《中学生报》均重点报道了其顽强
自学的故事，山东电视台据此进行
了新闻报道。1986年，他凭借高
超的医术与细致谦虚的品行荣获

“全国优秀医务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和“山东省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还被选为共青团全国
十二大代表。

擅治妇科疾病，疗效
卓著，一剂汤剂使用三十
余载数万病患受益

郑其国在父亲指引下选择中
医妇科作为学术和临床主攻方向。
他擅治妇女疾病，疗效卓著，因此
门诊繁忙，早上开诊，常到下午三
四点才能完成上午预约的门诊，匆
匆吃过饭后还要接诊至日暮西沉，
天天如此，无休息日。夏天常有患
者彻夜不归等翌日就诊，冬日亦有
患者凌晨三四点钟裹着被子等到
天明。到2010年时，他每日限号
60位，预约也常需要1个月时间。

一位患者结婚七年不曾孕育，
求诊多地皆诊断其无生育可能，遂
返乡请郑其国治疗，前后服药约半
年即顺利得孕，且足月产下一子。
该患者从产房出来的第一句话就
是：“郑医生保住了我们这个家庭
啊！”

郑其国临证验案积累甚为仔
细，做到每位患者有记录，每次就
诊有记录。这样的病案积累现已
成为山东省世家医案手稿的珍贵
文献。他善于临证总结，验方亦
多，如其临证中总结并善用聪壮保
胎汤一方，使用三十余载，治疗复
发性流产而保胎成功的验案达数
万例，在鲁北一带甚得群众信任。

一生恪守“靠疗效说
话，凭本事吃饭”家风训诫

郑其国为人谦虚，学术上强调
博闻强识，兼学百家，不攻讦同道，
更不炫耀学问，一生恪守“靠疗效说
话，凭本事吃饭”家风训诫。曾有西
医同道在聚会中对其学术及中医理
论颇有微词，他不争辩，仍待之以谦
虚有礼。此后，此医之女因不孕求
诊于他。郑其国主张中西医协作，
尽心尽力诊治，此医之女顺利得孕
产子。此医羞赧至甚，登门鞠躬道
歉并致谢，并由此重视中医学术。

他心地善良，不阿谀逢迎。21
世纪以来，因医名渐远，许多外地
病患前来求诊，其中不乏家世显赫
者。某官员请其诊病，郑其国先请
年长且由偏远乡村赶来的老者诊
治后，再按照候诊次序为该官员诊
病，这在候诊的群众中得到一致赞
赏。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诸
人视君为官家上级，我则视君为一
病患，秉持平和，不顾个人，方能药
得奇效。”当得知某患因丈夫与孩
子下岗而情志不遂患病时，他托多
方友人协助解决了患者家人的就
业问题。患者对此感激涕零，郑其
国去世后常去墓地祭奠。

完 成 国 内 首 部 系 统
论述中医月经病学的学
科专著

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沉潜
研究中医妇科学，将其父开创的齐
鲁郑氏妇科推向新高度，闻名鲁
北。他用十年左右时间，将父亲的
妇科诊疗经验作了整理总结，仅发
表在省级、国家级学术期刊上的成
果就达40余篇，并独立完成了惠
民地区中医学会安排的《郑长松妇
科医案选》整理工作。

郑其国一生恪守“靠疗效说
话，凭本事吃饭”的家风训诫，保持
每日临证、每日读书的习惯，勤于
笔耕，善于积累。他重点探究了历
代妇科医家的学术精粹，结合自己
的认识和临床经验完成了国内第
一部系统论述中医月经病学的学
科专著《实用临床月经病学》。此
外，他还著有齐鲁郑氏妇科家学经
验集《郑长松妇科》，以及《月经病
防治280问》《更年期综合征》等20
余部书籍，更主编《名老中医之路
续编》。其积累验案40余年，妥善
保存黄河三角洲地区医学手稿文
献数百册。

自学成才榜样 中医妇科名家
——齐鲁郑氏妇科第二代传承人郑其国

郑书翰

贾赦，字恩侯，荣国府第三代
“文字辈”的长子。他老爸是第二
代荣国公贾代善，老妈是金陵世勋
史侯家的小姐、后尊称史太君的。
老爸去世后，自然是他袭了爵位。
虽然按照清代爵位逐代递降的规
则，他袭的爵位不再是公爵，而是
降为一等将军，但在我们普通干部
群众看来，依然很牛。

贾环，是荣国府第四代“玉字
辈”公子中的一位。他爸爸贾政，
因不是长子，未袭到祖传的爵位，
但好在皇帝对他家很照顾，额外赏
了他一个处长一类的官儿。贾政
清楚自己这一枝儿往下，再无沾祖
宗光当官的可能，要想撑住场面，
只能走应试科举的路子，便发了疯
似的逼着三个儿子读书考大学
——当然，读的都是《四书五经》那
类“仕途经济学问”的书。爱之深、
责之切。因在“读书”上用力过猛，
不仅把自己弄成个书呆子，大儿子
贾珠之早死，也很可能是让他给逼
的。贾政灰了心，回头看看老二宝
玉、老三贾环，似乎都更不是这块
料，便爱咋地咋地了。

贾环比不了宝玉。宝玉的妈
王夫人是正妻，亲舅舅王子腾是年
羹尧式的大官，同母的姐姐贾元春
是皇帝的贵妃。他只有一个笑话
似的亲妈赵姨娘。舅舅赵国基不
过是贾家的奴仆。一个娘肠子里
爬出来的姐姐贾探春，眼里只认王
夫人王子腾，烦他娘儿俩烦得不
行，连做双鞋都只给宝玉做，根本
不搭理他这个亲兄弟。小丫鬟们
都瞧不起他。成长、生活在这样一
个谁都不大待见的环境，这个孩子
的心态、性格就肉眼可见地不太健
康。

贾赦虽然是袭了爵位的荣国
府嫡长子，但在他母亲那里也抬不
起头来。比起他弟弟贾政的读死
书、死读书来，他更“放飞自我”，一
大把年纪的人，“左一个小老婆右
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放着身子

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去，成日
家和小老婆饮酒”。当然，他也有
雅好，比如收藏古扇。但他的收藏
手段是通过无良政客贾雨村强取
豪夺平民的私产，害得石呆子家破
人亡。老太太眼瞅着她这个大儿
子一步步成长为混蛋中的绝品，失
望之余，采取了措施：把祖上留下
来的爵位、爵产一分为二。爵位只
能是老大的，但家务、财产的管理
支配权给了老二贾政两口子。更
让贾赦感觉屈辱的是，他袭着爵
位，做着大官，在家里不仅不能当
家，成了在野党，就连住处也只是
在荣国府花园隔出来的一个小院。
而他那个书呆子老弟却堂而皇之
盘踞在皇帝亲题匾额的“正经正内
室”——荣禧堂！

莫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
疏”，却是个心里做事的小人精，蔫
儿坏，并不全随他亲妈赵姨娘那般
整天“没头脑和不高兴”式的肤浅。

他灵机一动信口胡诌、在父亲
面前“小动唇舌”陷害他哥哥宝玉
的事迹，因耳熟能详，我们不再赘
言。真正值得我们“罕异”和深思
的，是这个小反派对他们家格局形
势、派系斗争的清晰认识以及果敢
举动。

十八回，元妃省亲这么辉煌荣
耀的场合，这个家族没有让贾环出
席，给他请了“病假”。贵妃赏赐的
物品，贾环得到的，不仅比宝玉差
得多，甚至还不如侄子贾兰。这让
人情何以堪？续书第一一九回，贾
环曾对着大伯母邢夫人恨恨地说：

“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他们有了
元妃姐姐，便欺压的人难受。”

贾环出身差、年龄小、长得丑、
学习也一般——但他不傻啊。他
身上承袭流淌的，和你贾元春、贾
宝玉、贾兰一样，也是荣国公的高
贵血脉！

不用人帮，他一个人开始反
击。

二十二回“制灯谜”，别人出的

谜语，传到宫里，元妃都猜了，有的
猜对了，有的没猜对。只有贾环出
的，贵妃猜都没猜，只说不通，叫太
监带回来，问贾环谜底是什么。

看贾环给元春出的这个引得
大家哄堂大笑的“灯谜”：

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
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
上蹲。

贾环给的谜底是“一个枕头，
一个兽头”。“兽头”是古代建筑雕
塑在屋檐角上的两角怪兽，也有的
说是龙之九子中的“螭吻”。

但这么两样东西，为何偏要用
“大哥”“二哥”指代？这么形象这
么好猜的物件儿，为什么聪慧的元
妃不予理睬？

哈，这原是贾环在作怪呢！
“只在床上”整天和小老婆玩

枕头的“大哥”，不是贾赦是谁？
既非长子又无爵位，却仗着有

个“真龙”女婿、鸠占鹊巢假模假式
“蹲”在荣国府正房的，不正是“二
哥”贾政吗？

这个缺德带冒烟儿的“灯谜”，
叫元春咋猜？一眼就看出这是老
三环儿发坏，给自己出难题。

这嫡庶姐儿俩的矛盾隔阂，只
能是日益深刻。

说到贾环和他大伯父贾赦的
交集，先看这个细节：二十四回，贾
赦偶感风寒。宝玉乃是奉老太太
之命来应景式礼节性探望。贾环却
是带着贾兰，小叔侄俩主动来请安
的。同是伯侄关系，赦、环间的亲
情，与赦、宝的生分、淡漠，形成反
差，引人联想——同为荣国府“在野
党”“弱势群体”的赦、环爷儿俩，其
利益、特别是“对立面”很一致嘞。

真是奇观：贾赦的儿子贾琏，
随着媳妇凤姐效忠于贾政王夫人
的“执政党”；贾政的儿子贾环，却
好似加入了贾赦的战队。

贾府中亲昵微妙的叔（伯）侄
关系现象，还不只上述。还有珍

蔷、琏蓉、宝芸等。其中，环兰小叔
侄的因都不受王夫人待见而致结
盟，格外值得细思。

赦环伯侄那奇异的亲昵，终于
在第七十五回“中秋赋诗”一节中，
以令人咋舌的方式大摇大摆表现
出来。

中秋家宴上，贾政吩咐宝玉、
贾环、贾兰作诗助兴。宝玉、贾兰
的诗得到贾政赞赏。贾环的诗却
遭到贾政嘲讽。按说这有点儿显
失公平。

这时，当着贾母等一大家子的
面，从不读书写文章的“一等将军”
大伯父贾赦忽然出人意料地跳了
出来，硬从贾政那里单要过贾环的
诗看了一遍，偏“连声赞好”，大大
地给了赏赐。夸贾环那“带着不乐
读书之意”的“诗”，“竟不失咱们侯
门的气概”，热情鼓励他以后作诗
就这么作，不用那么“寒酸”“书呆
子”气。更雷人的是，贾赦越说越
来劲，说到兴起居然还拍着贾环的
小脑瓜儿，说将来咱们家“这世袭
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

这一通胡言乱语，摆明就是打
贾政的脸，顺带向偏心的老妈撒娇
示威、刷存在感！

偏这一回的回目叫作“赏中秋
新词得佳谶”。而此回中，既赋“新
词”又得“佳谶”者，似乎除了贾环，
不像是还有别的人或别的事。

最搞笑的，在程高本续的后四
十回中，荣国府的爵位最后还就真
的落到了贾环头上。

原来贾府抄家后，贾赦获罪，
荣国府的世职转由贾政承袭。贾
政三子，长子贾珠早亡，次子宝玉
出家，家里只剩了贾环，那将来可
不就……

是耶非耶，真乎假乎。呵呵，
这老贾家的事啊——子曰：没法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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