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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之名，源于唐朝常州刺史孟简拓浚
河道而来。孟河在武进奔牛西北，由浦河
（旧名浦渎）一路贯穿养济河、午塘河、小横
河等十余条河流而成，是南接京杭大运河北
达长江的通江河道之一。在明清时期，孟河
镇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镇上的不少读书
人开始弃儒从医，他们或承其家学；或受于
师门，且受儒学之影响，同业相互切磋，阐
发古典经籍之奥义；或承诸子百家之说，涌
现出许多杰出的医家，逐渐形成了孟河医派。

孟河医派在我国中医界享有盛誉。“孟河
医派”名称的由来，见于丁甘仁《喉痧症治
概要》中的丁仲英跋言:“吾乡多医家，利济
之功，亘大江南北，世称孟河医派。” 中国
医史学家陆锦燧在《香岩经·序》曾说:“江
浙间医家多以治瘟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
出，并不专治瘟症，由是有孟河医派、叶派
之分。”又指出了“孟河医派”的来由。据传
孟河医派鼎盛期，200余户人家的孟河小镇，
就有十几家中药铺。《武进阳湖县志》有记：

“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
“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可见当时孟河医派
医事之盛。清初以来，费伯雄、马培之、巢
崇山、丁甘仁四大名医，赢得了 “孟河四大
家”美名。

孟河医派与镇江医家的关联

孟河与镇江地缘相接，医脉相通，孟河
医派的形成与镇江的医家亦有关联，镇江的
医家曾迁徙孟河，在那里助推了孟河医派的
崛起。孟河医派起源于明末清初的费氏，原
籍江西锴山县，后落户镇江，曾为明末朝
臣，入清不愿为官，隐迹从医。到四世费尚
有时，因避战乱，迁居孟河，秉承家业，擅

长内科杂病辨治，由此，开创了孟河费氏医
学生涯。代有传人，以九世费伯雄最著。费
伯雄先儒后医，24岁时受知于镇江名医王九
峰，悬壶执业不久，即以擅长治疗虚劳驰誉
江南，曾为林则徐家人治病，与林则徐是至
交。道光年间曾两度应召入宫廷治病，先后
治疗皇太后肺痈和道光皇帝失音证，被称为

“活国手”。咸丰时，远近求医者慕名而至，
门前时常舟楫相接。其诊治除“醇正”外，
又以“缓和”为特点，是孟河费氏学术思想
的结晶之一。《清史稿》 称：“清末江南诸
医，以伯雄为最著。”

孟河医派领军人物丁甘仁与镇江弟子章次公

孟河后起之秀丁甘仁与费伯雄有间接
的师承关系。他曾跟其兄丁松溪学习脉
法，而丁松溪为费伯雄之弟子。丁甘仁，
字泽周，1865 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
孟河镇。幼年聪颖，曾从业于名医马仲清
及其兄丁松溪，后又从业于名医马培之。
他刻苦学习，勤学深研，对马氏内外两科
之长 （包括喉科） 能兼收并蓄，尽得其真
传。学成之后，初行医于孟河及苏州，后
至上海，道乃大行，名震大江南北。他创
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着手创办沪
南、沪北广益中医院门诊和病房作为实习
基地，培养中医人才，成绩卓著。期间为
全国培养了程门雪、黄文东、丁济万、秦
伯未、章次公、曹仲衡、刘佐彤、陈耀
堂、张伯臾等一大批中医骨干。有“医誉
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称颂。孙中山先
生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
字匾额，以示表扬。

丁甘仁的弟子章次公是我国杰出的中

医教育学家和临床学家。章次公 （1903～
1959年），名成之，字次公，号之庵，以字
行世。镇江丹徒人。早年就学于丁甘仁创
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
仁、曹颖甫及国学太师章太炎先生。1955
年冬章次公赴京工作，历任北京医院中医
科主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
院院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他还兼任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曾多次为毛
主席看病，为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国
家领导人调理过身体。章氏编著有 《药物
学》 5 卷，收常用中药 95 味，每一味均介
绍名称、科属、品考、产地、形态、修
治、性味、成分、用量、方剂名称、作
用、效能、禁忌、编者按，具有内容丰
富、用语精炼、中西合璧的特点，其中不
少内容被收入 《中国药学大辞典》。另著有

《诊余抄》 一集，曾陆续发表于当时的医学
杂志，门人将其部分验案整理成 《章次公
医案》 刊行。章次公重视医德淡泊名利，
从不为名利而争，但为学术、为真理，却
常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对于中西医相互
诋毁，各自固步自封的状态，章次公提出
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指出中医和西
医应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章次公先生
在中医界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富有同情
心，对于贫困者不收诊金，并免费给药。
对患重病不能起床的贫民，邀之即去。每
天只看三四十号病人，病人药到病除，基
本上不会再来。人们称赞他“是一位诚朴
质直，胸中毫无欺诈城府的大学问家”。

镇江名医王九峰与孟河医派的交往

镇江名医王九峰，对孟河医派的形成颇

有影响。王之政，字献廷，号九峰，江苏省
丹徒人。清乾隆、嘉庆年间之名医。祖籍开
沙，居于月湖。自幼聪明，好读书，对于医
学书籍“独得精蕴”。医术极高，“生死吉
凶，一诊立辨”。他曾行医于扬州，当时名
臣如费淳、铁保、陶澍等纷纷与之交，邀请
和拜访的人往来不绝。 为人“磊落慷慨，
有丈夫气”，给人看病不计较诊金，随病人
自己愿意给多少就行，因此每天向他求医的
人极多。他无暇著述，就在诊病时让弟子坐
在旁边，每看完一个病人，叮嘱弟子记下方
子。门下弟子极多，其中虞克昌、李文荣、
蒋宝素、朱致五等均成为清代名医。

王九峰精通内外科，尤以治内科妇科虚
证为多，治法以调理见长。《清代名医医案
大全》 谓：“大江南北莫不知有王先生者，
先生尝至孟河愈奇疾，惊其士大夫……”。
他在诊病时不仅要用到各种煎剂和现成丹丸
剂，还用自制的丸、散、膏、胶等达 120多
种，用以治疗 42种病症。他会根据不同病人
的症状进行适当调整，随机应变。有人将他
称为“诊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之高手”，
曾召为御医，授太医院院监，名重公卿百姓
间，为医者所推崇。今武进县挖掘孟河医家
的医案中，经考证不少是王九峰之笔，可见
一斑。

孟河医派对镇江中医界的延伸

到了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孟河医派的
众医家开始分枝散叶，出现了迁居外地者，
至清末民初，达到高潮，著名者有沙石安、
巢崇山、余听鸿、费绳甫、丁甘仁、贺季
衡、邓星伯等。其中沙石安(1802～1887年)
自孟河迁往镇江大港，以内外科名世，有

“大港沙派”之名。沙家祖籍原在孟河镇，
其祖父沙晓峰和父亲沙景韶是孟河的名医。
后来由于沙家的子孙繁衍，除了有一部分仍
旧留在孟河继续行医以外, 又分出了两支:
一支迁到镇江的大港；一支迁到苏北的淮阴
去行医。直到如今, 在这三处还有沙家的后
裔在行医。以沙石安及儿子沙桐君为代表的
大港沙派精擅内、外、喉科。

贺季衡 (1866～1934 年)，原名钧，号寄
痕，镇江丹阳人。幼年在家塾攻读，天资颖
悟。7岁那年他患肠痈，被孟河名医马培之
治愈，由是奋然有志于医，10 岁便参读医
书，能“撮要背诵并有所领会”。14岁到孟
河随名医马培之学医。孜孜不倦，悉心钻
研，深得马培之器重。学医六年后，业成回
到丹阳挂牌行医，在医道上精益求精。起
初，病家见其年轻，处方又与众不同，半信
半疑。后来，许多医生束手之疾，他连治连
愈，不少疑难杂症，均能妙手回春，以医名
世。贺季衡精内外科，早些善治温热病，晚
年以调理杂病为多，经验丰富。编有《指禅
医案》行世。随着贺季衡医术及其声望的提
高，慕名前来拜师者亦接踵而至，其门生先
后达三十六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
有托，吾亦爱吾庐”……陶渊明的田园诗，充满
着对田园的热爱，平淡而醇厚，深情且隽永。那
恬美静谧的田园，使人惬意，让人迷恋。过去读
这些诗，一直认为陶渊明是个超脱世俗的高人，
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其乐融融。读《晋书·陶
渊明传》 及陶渊明田园诗的众多赏析文章以后，
感到并非如此，陶渊明在田园，乐有乐，愁很
愁，乐时有忧，愁时有乐，生活得既畅爽又纠
结，可谓以乐慆忧。

“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
任真自得。”萧统在《晋书》中对其特性的概括，
十分精准。何谓“少有高趣”？意为少时就有很高
的志趣。“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因其少时
博览经书，深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
造福苍生的理想。“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些诗句清楚地
表达了他胸怀四海的志向。但是，他所处的时
代，是一个东晋司马氏皇权与世家大族明争暗
夺、朝政混乱不堪的时代。“日月掷人去，有志不
获骋”。尽管他是为东晋政权建立立下殊功的晋朝
名将陶侃的曾孙，但司马睿被实力强大的王氏家
族压得喘不过气，名义上的朝廷统治者自始至终
掌握不到皇权，东晋朝堂实质上是一个空心政
权。统治者为了皇权根本顾及不到像陶渊明这样
胸怀大志、高趣博学之才的发展空间，而世家大
族为了利益又把家族之外的所有势力视为异己。
尽管陶渊明没有成为社会的弃儿，但绝对成不了
社会的宠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陶渊明踏上
社会，“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只会形成一个他
看不上别人，而社会上层完全不会接纳他的格
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
邪。”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千古名句，典型地反映
出陶渊明的生存状况。被陶渊明称为乡里小儿的
是督邮。督邮是太守派出去监督辖地的官吏。陶
渊明觉得他就是个乡巴佬，自己怎么可能在他面
前折腰。因为曾祖父祖父的关系，他自觉家族显
赫，可整个政治圈子绝对没有高看过他。所以，
出身名门，年纪轻轻，才华横溢，却十几年中只
做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最高职位
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时的彭泽县令，都是些
芝麻绿豆官，而且当得窝窝囊囊。自己的政治抱
负无法实现，而天生“任真自得”“性本爱丘
山”，于是他忧中寻乐，把自己的情趣、才华，倾
注在田园山水之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
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首诗陶渊明
把自己的心迹说得非常明白。

魏晋南北朝政治上混沌不堪，可清谈之风炽
盛。尤其是以阮籍、嵇康、山涛等为代表的晋代“竹
林七贤”，放荡不羁、蔑视礼教、高谈玄论、不拘小
节。这种“魏晋风度”自然会影响到博学善文、颖脱
不群、诗文与他们齐名的陶渊明身上。他不像他们
那样沉溺诗酒、剧烈反抗，但政治上他苟合取容、降
志辱身，却找不到一点乐趣，“清谈如水玉，逸韵贯
珠玑。高位当金铉，虚怀似布衣。”陶渊明一定会有
刘禹锡这首诗中清谈闲逸的美妙感觉，也一定有元
好问“新诗互酬唱，清谈见滋味”的快乐之意。因
此，与其在政坛上闷闷不乐，不如归隐田园，过闲恬
静美的生活。

然而，清谈终究是填不饱肚子的。归隐之初，
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仆人帮他一起耕
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每天喝酒，欣赏白
云、远山、花草，生活非常轻松惬意。然而，43岁时，
家中突发大火，屋产尽毁。清谈闲适的物质基础丧
失了，生活变得穷困潦倒。“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
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
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原先舒适静美
的田园，在夏日抱饥寒夜无被的环境中，却变成了

“螟蜮”的乐场，“田园诗派之鼻祖”，乐中忧来。
我之所以今天来赘言陶渊明愁乐杂间的田园

生活，是感到这种状态对后人非常有启迪意义。综
观陶渊明的一生，田园诗充分表达的怡然自乐、山
水之乐、田园之乐，是真切的，给后世的影响是深远
的。然而，他田园之乐中的愀然、悒悒之感，也是真
实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他田园诗的优美，而不思
其真实生活之苦涩。知其艰辛生活中能充分表达
田园之美的情怀，更觉得这些诗既诗文优美，又意
境深邃，耐人寻味。陶渊明是“任真自得”的，但他
选择归隐田园，又不可以仅仅认为是他个性使然。
这是他面对社会对他的剧烈撞击选择的缓释应对
办法，他用徐缓的力量，让自己的生活丰盈而美
好。知道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在田园里
以乐慆忧的多味感觉。他的生活告诉我们，人生在
世，身处太平盛世是第一大幸。人生价值的实现，
可以有多种环境和多种途径，处世大可不必非此即
彼，苦乐忧喜总是相伴相随的，要紧的是自己有一
种韧长的力量去坚持。

“吃昼饭”是我老家丹阳的家乡方言，意思
是吃午饭，还有一说是“吃下昼”，意思是在午
饭后晚饭前大约三四点钟吃一顿。这里的

“吃”念作“切”，“昼”念“zei”。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家乡方言好玩，各种习俗也很有趣。

在农村，尤其是开春天暖了，吃昼饭的时
候，妇女们总喜欢端着碗去各家串门。盛上一
碗饭，夹几筷子菜，端着饭碗，东家进、西家出，
趁着吃饭，为了拉家常、问农事，边谈边吃中，
不时夹杂着几声爽朗的笑声。

彼时农村条件清苦，地里有什么就吃什
么，家家伙食都差不多，但所谓“隔锅饭
香”，同是青菜豆腐，却蒸煮煎炒各不同，你
家菜端上来了，顺势夹一筷子，主妇们尝着
别家饭菜，心里也暗暗较着劲儿，琢磨着下
次做饭要换个花样。

由于受大人们的影响，小孩子们也学着
大人，盛上一碗饭，夹上各样的菜，跟在大
人的身后跑来跑去。但小孩子端着饭碗串
门，纯粹是活泼好动、图个热闹。

那个年代，大部分的人社交都不出村，
有时细算下来，半个村都是亲戚。生活虽艰
辛单调，但人情味浓。平日里吃昼饭吃得平
淡，到过年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从正月初二
开始到正月十五，吃昼饭是轮流到各个亲戚

家里做客，谓之“走亲戚”吃“磨盘饭”。
至于为什么要说“走亲戚”，估计是因为过

去交通条件不像现在，出门基本是靠走。我曾
听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去舅舅家拜年（家乡习
俗，初二拜娘舅是雷打不动的），刚开始还好，
走着走着路上就化冻了，新棉鞋走成两只“泥
坨坨”，实在走不动了，就喊姐姐（我姑妈）背，
可是姐姐也累啊，只能背一段走一段，用我父
亲的话说“真是活受罪！”

“磨盘饭”是很正式的宴请，好酒好肉几
乎专用于春节期间的待客，老一辈人有所谓
的“六碗头”“八碗头”“十二碗”，都是指席
间的菜品数量。

过去，种田人条件并不好，过年走亲戚
的时候，农村人朴素的人情世故就展现得淋
漓尽致了。昼饭时桌上的菜品，大人们只是
象征性地动动筷子，因为置办一桌待客的酒
席不容易，对于有的人家可以说是竭尽所能
了，但是正月里来的并不只有一家亲戚，你
要是不管不顾放开了吃，等后面再有亲戚
来，主人家不一定有能力有条件再置办一
桌，所以大伙儿心里都“有数”，到你家吃昼
饭的亲戚们也一样。当然现在条件好了，没
有这么多讲究了。

走亲戚拜年，肯定不能空了手去，总要

带点东西。以前都是用红纸包，包点红枣、
白糖之类，从我记事开始，便是商店里包装
好的麦乳精、蜂王浆等玩意儿。亲戚有富
穷，饭菜有好坏，但是亲情却是浓烈的。我
记得以前，有一家亲戚家里条件不太好，大
家虽然平时走动得少，但是到过年吃饭的时
候，却是大包小包往他家送，个个长辈都给
压岁钱，而且给的很多 （比给自己小孩的
多）。我想，平时送东西送钱，怕伤了人家的
自尊，借着过年走亲戚的由头，对方心里也
许会轻松一些罢。

吃“磨盘饭”，小孩子最开心，清大老早
就爬起来，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穿穿好，早
饭都没心思吃，便催促大人赶路。小孩子是
喜欢热闹的，可以见到表哥表妹们，一起玩
耍，吃饭倒是其次。

到了亲戚家，没吃昼饭前要先吃“茶”，
一般是煮的茶叶蛋，省事的就直接是白水煮
蛋，配红枣甜汤，没吃早饭的可以先填填肚
子。近年来，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磨盘
饭”的规格档次也越来越高，猪牛羊肉早已
不值一提，鲍鱼海鲜也是“家常便饭”了，
大家有“年饱”一说，大概意思是说过年时
每天有好吃的，油水太足，看看满桌大鱼大
肉就起腻，但要是桌上有盘青菜豆腐、清炒

菠菜，一会儿就夹没了。
“吃昼饭”除了吃喝，还是一次重要的信息

交流活动。男人们在一起聊些生产经营之道，
哪个行业趋势好，能赚钱、谁谁有门路，能带
人；女人们聊些小孩教育、家长里短，理理亲戚
脉络。一顿饭，不仅维系亲情纽带，而且让各
人对来年的生计，也有了大致规划。

吃完昼饭，隔一会儿便要“吃下昼”，一
般就是昼饭剩下的酒菜，再添一点，但有讲
究的亲戚家，会做“脂油团子”，乡间传统
中，这是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脂油团子”
是用纯糯米粉包的，里面的馅材是用白糖腌
制的黄豆大小的猪板油，有的还放桂花瓣或
芝麻屑，包出各种花样，上锅蒸熟，喷香扑
鼻。吃这个“脂油团子”须像吃汤包一样，
先咬个小口，慢慢把里面滚烫的甜水吸干，
再慢慢咬着吃。

酒足饭饱，日头偏西，就要回家了，临别不
忘跟亲戚邀约“年初几到我家来吃昼饭”。

陶渊明归隐田园
以乐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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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老家的吃昼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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