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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神医扁鹊与长清
大众讲坛预告———

吴光教授讲

黄老之学

4月14日（周六）上午9：
30，由山东省图书馆和齐鲁晚
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
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著名学者吴光教授，做题为

《道家黄老学的来龙去脉与历
史评价》的讲座，为读者解读
黄老学派的相关知识。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
期，发源于齐鲁大地，是齐国
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该流派
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
始人，所以得名。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
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
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
潮，则是在西汉时期，这一派
的代表们假托黄帝和老子的
思想，实际上是道家和法家思
想互相结合，并且采纳了阴
阳、儒、墨等学派的观点。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
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
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
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
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
时”，“公正无私”，“恭俭朴
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
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
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
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
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上述
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
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
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
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
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老学
派的代表作是《老子》，学说的
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
息。

吴光，浙江淳安人。1944

年10月生。现任浙江省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
馆馆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
学院特聘教授暨专家委员会
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
学术委员、《中华文化研究集
刊》主编、《儒学天地》主编等
职。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
家哲学片论》、《儒道论述》、

《古书考辨集》、《黄宗羲与清
代浙东学派》、《儒学百问录》
等多部学术专著和个人论文
集。

时间：2012年4月14日（周
六）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青岛百年樱花路
□王浩

青岛素有“樱花之城”
美誉，樱花栽培具有百年历
史。

上世纪伊始，德国人在
今中山公园处辟建植物试
验场，从日本引种两万株樱
花，是国内唯一大面积栽培
的纯种东洋樱花。当时的学
部大臣、逊清遗老劳乃宣遗
诗《日本樱花会》道：“暮春
天气尚披裘，山外茫茫海色
深，霞绚朱樱乾树密，径循
翠柏两行幽。”戊戌领袖康
有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题
诗中山公园樱花路：“落红
盈寸铺三里，夹道樱花散似
云。碧海蓝天景如画，纷纷
游人画中来。”

1914 年日占青岛后，日
本人在会前公园旭公园（中
山公园）扩大了樱花种植，
逐步形成今天一条长 660

米的樱海花街，1922 年我
国收回青岛改称“第一公
园”，1929 年更名“中山公
园”。1915 年，日本人还在
贮水山辟建“若鹤公园”，在
山上遍植樱花，成为“青岛
第二大樱花公园”。

上世纪 30 年代青岛开
始有了大规模的樱花盛会，

1935 年，青岛市首次评出代
表青岛风光特色的“青岛十
景”（琴屿飘灯、飞阁回澜、汇
滨垂钓、东园花海、会崎松
月、穹台窥象、湛山清梵、燕
岛秋潮、丹丘春赏、登瀛梨
雪）。1937 年出版的《青岛概
况》将“东园花海”列入“青岛
十景”，成为青岛著名景观。
日本占领青岛时期，
每年举办盛大“樱花
会”。

文人们这样描
述上世纪3 0年代青
岛的樱花会：

梁实秋《忆青岛》一文
中曾经提及：“第一公园里
整条街的两边都是樱花树，
繁花如簇，一片花海，游人
摩肩接踵，蜜蜂嗡嗡之声震
耳……”

吴伯箫散文《岛上的季
节》赞叹：“（樱花）成行的盛
开了起来，真像一抹桃色的
彩云；迎风摆动着，怪妖冶
的，像泡沫一样的轻松柔
软……醉眠樱树下，半被落
花埋……”

闻一多《青岛印象》这
样描述樱花和繁花争艳的

“东园花海”和樱花路：“过
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
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

迎春花和连翘，成篱的雪
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
兰，轻风一吹来就憩了。四
月中旬，绚丽的日本樱花开
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
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
下走，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
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
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

点亮了，还有踯躅在
山坡下的山踯躅，丁
香、红端木，天天在染
织这一大张地毯。”

臧克家在《青岛
樱花会》写道：“汽车接成一
条线，只听见汽车的叫声，
马车的蹄子声，人力车的铃
铛声。（樱花路）往上看，只
见樱花不见天……傍晚的
时候，樱花路上，残红满地，
夕阳染在花瓣上。”

上世纪 90 年代，樱花
路两侧引进了荷兰郁金香，
后来发展到几十个品种、一
二十万株，郁金香成为继樱
花之后，深受青岛人喜爱的
第二大花卉。

今天，樱花路两边，分
布多个名花专园，多数位于
樱花路两侧，玉兰园、桂花
苑、市花园、花卉苑。另外还
有紫薇路、海棠路、梅花路
等等多条花街，以樱花路为

主轴中心，辐射四周，构成
条条花街和各个花园格局。

樱花路西“玉兰园”，遗
有一株独特的白花望春玉
兰，又名法氏玉兰。紧邻樱
花路西的市花园，有几十棵
青岛市花青岛耐冬，是樱花
路春天最早盛开的名花。樱
花路东，遗留一株 100 多年
树龄的紫藤，是中山公园的

“紫藤花王”。23 株 80 多年
树龄的金桂，位于樱花路会
前村遗址旁。一株 200 多年
树龄的国槐，是樱花路会前
村的见证，高 1 0 米，树围
2 . 2 米，冠幅 8 米。樱花路西
一株日本丁香，是 1 9 1 4 -
1921 年期间由日本引进，现
在的树形呈扇形、粗枝分
展，高约 2 . 5 米，东西冠幅 3

米，属稀有品种。樱花路东
牡丹亭前，曾栽植牡丹，现
为几株树冠高大的桂花。樱
花路中段，一株多彩的绣球
花，颇值观赏。樱花路旁百
年德国楼前，一珠百年雪松
盎然参天。两株樱花树树龄
近百年，堪称“青岛樱花
王”。

自上个世纪初至今，樱
花会一直是青岛赏春的重
大节日，春天美丽的樱花是
青岛人的骄傲。

□李贞寅

扁鹊是战国末年齐国
卢 (今济南市长清区境内 )

人，姓秦，名越人，字扁鹊。
他是我国载入正史的第一
位大医学家，是中医科学的
奠基人。

为争医学始祖扁鹊这
张“名片”，不少地方建起了
扁鹊庙、扁鹊墓。历年来对
扁鹊里籍问题，争议颇多，
主要有两说，一曰山东济南
长清人，二曰河北内丘人。
为论证扁鹊里籍问题，全省
和全国论证会分别于1985年
9月和1987年5月在长清五峰
仙庄和长清灵岩寺召开。经
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
传》中扁鹊自言：“臣齐勃海
秦越人也，家在于郑。”西汉
杨雄《法言·重黎篇》：“扁鹊
卢人也。”东汉高诱《战国

策·秦策》注：“扁鹊，卢人
也，字越人。”《汉书·高帝
纪》三国韦昭注：“扁鹊，太
山卢人也，名越人。”此汉魏
时人明言扁鹊为卢人之证
据。

扁鹊里籍在长清，最权
威的依据来自唐朝张守节

《史记正文》，其引《黄帝八
十一难序》说：秦越人与轩
辕黄帝时的扁鹊相似，所以
人们称之为“扁鹊”，又家于
卢国，所以称之为“卢医”。
但让神医魂归故里的重要
证据“卢城”，如今被当地人
称之为“坟台”，已难寻神医
踪迹了。不过，在卢城西南
的孝里镇孝堂山郭巨祠中
的壁画上，有个人首乌身者
为人治病的画面，正是扁鹊
行医的艺术表现。

我省著名学者徐北文
明确指出：扁鹊就是济南

人！济南自古就有扁鹊活动
的大量传说。徐先生说，扁
鹊来药山，当为阳起石，到
了明代后期，阳起石基本挖
没了，但药山之名和扁鹊的
传说却一直流传下来。国家
邮政局于2002年8月20日发
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
邮票一套四枚。图案为扁
鹊、刘徽、苏颂、宋应星。上
面介绍：“扁鹊，原名秦越
人，齐国卢 (今济南市长清
区)人。”

现在的长清区中医院
副院长李盛长向我介绍说：

“自从全省、全国在长清召
开两次讨论会，确定扁鹊是
齐国卢人(今山东省长清人)

后，长清县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将医院更名为‘扁鹊医
院’。”

1997 年扁鹊医院迁址，
又请全国著名书法家武中

奇题写了“扁鹊医院”四个
大字，立在主楼顶上，后来
因种种原因，忍痛摘下“扁
鹊”二字，现在主楼顶上立
着“长清区中医院”和“济南
市第三中医院”的牌子。但
医院楼前出厦上，立着“神
医扁鹊”四个大字，扁鹊塑
像依然在楼前广场上矗立
着。

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
该医院国医堂的几位老中
医，都从医三四十年了，他
们都在继承中医传统医术、
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疑难
病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
经验，获得了一批科研成
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在扁鹊故里，有这样继
承传统中医的名医、名院，
如果扁鹊在世也会感到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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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像

青岛樱花路南段“百年
樱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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