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追求长寿之心人皆有之。君
不见，现在养生节目风起云涌，真可谓家家
讲养生，人人求长寿。

然而，如何养生却见仁见智，最令人惊
愕的莫过于享年98岁的著名学者周谷城先
生的那句耐人寻味的名言：“我的养生之道
就是不养生。”

无独有偶，同样享年98岁的国学大师季
羡林先生晚年也写过一篇《养生无术是有
术》的文章。季老的文章与周老的名言有“异
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两位“老寿星”的话
不无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盲目追
求养生，有的吃补药吃出了毛病，有的练气
功练得走火入魔，有的练长跑累坏了身体，
这都是养生过度之故。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定为健康四大
基石(笔者对此也非常认同)，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却有不少长寿者“另弹别调”，他们有着
自己的一套养生之道。

“合理膳食、荤素搭配”是养生专家们最
为津津乐道的养生法则。然而，享年98岁的
季羡林先生的饮食却十分简单：早餐几片
烤馒头或面包片，一碟花生米和一杯清茶。
午、晚两餐也是以素菜为主，较少肉食。

另外，笔者还曾读过一份资料，说吃素
不但能抗癌，还能增强人的免疫力。该资料
还举例说，牛、马、大象等都是吃素的动物，
但都健壮有力。拳王阿里也是茹素一族，他
却是力大无比。资料还批驳了“吃素不聪明”
的观点，并举出“诺奖”得主泰戈尔、爱因斯
坦、萧伯纳、史怀哲和著名艺术家达文西，发
明家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全都是终生吃
素。

生命在于运动，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
养生之道。然而，当记者问及季羡林先生的
长寿之道时，这位老寿星却语出惊人：“不锻
炼。”当然，季老也并非一点不锻炼，他反对
的只是那些为了锻炼而锻炼，除了锻炼之
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的所谓“锻炼主
义者”。事实上，在家时，季老就将写作时间
固定在每天凌晨4时到7时30分，早上或晚饭
后到户外散步。散步期间，就在途中构思文
章。

季老一生勤于思考，笔耕不辍，著作等
身。笔者认为，他的长寿或许更多的是得益
于他的勤用脑。在从事写作、科研的“动脑”
者中，“老寿星”不乏其人，如现年107岁的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依
然思维敏捷，谈吐自如。然而，在长期从事剧
烈运动的人群中，却鲜见有长寿之人。

无独有偶，一天到晚叼着烟斗的黄永
玉先生的养生之道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这
位90岁的国画大师自称他的长寿之道是“抽
烟、熬夜、不运动”。但笔者认为，黄老的运动
大概就是作画。

古今中外，人人都追求健康长寿，这
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千万不要认为健康
者就一定长寿、体弱者就一定命短。柳宗
元有句名言：“精壮暴死，久病延年。”环
视周围，体弱多病者往往长寿，而一些看
似强壮的人却突然而去或英年早逝。这
究竟是为什么？

对此，福建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中医
内科主任医师许仕纳大夫给出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解释。他说，那些一辈子都去不
了几次医院的“健康人”对于上天赐予的
健康财富反而不屑一顾，肆意挥霍，结果
过早地将健康财富挥霍一空。而那些体
弱多病者，因为失去了健康，对健康的渴
求远比健康人强烈得多。因而他们持之
以恒地锻炼，注重保养，内心充满与疾病
顽强斗争的信念，乐观积极地直面自身，
因而最终步入长寿者之列。

另外，许大夫还宽慰众人：多病并非坏
事，有时还会因祸得福。在对抗慢性疾病的
过程中，人体往往会获得一系列防御、适应
和代偿功能，对于自身免疫力的提高有帮
助。因此，许大夫得出了一个令众人欣慰而
又振奋的结论：体弱多病者也能长寿。

最近，美国医学研究人员也得出了“多
病长寿”的结论，他们发现，人体患某些疾病
痊愈后，反而增强了对该病的抵御能力。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昧用者
夭，善用者延。”可见，一个人的生命主动权
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养
生得法、保健有方，便可延年益寿。坊间也有
句名言：“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这话不无
道理，养生更是这样。你要按照自己的具体
情况安排饮食和锻炼，休要盲从他人。“不养
生才是养生”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始终保持
乐观心态，一切顺其自然。凡事要有个度，任
何事做过了头都会适得其反，养生亦然。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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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随想】

养生别样论
□曹务堂

在莒县大地上行走，脚掌不敢轻易
落下，担心一脚下去，无意中亵渎了安睡
地下的伟大先民。一块栖息着凤鸟的陶
片，一只形若凤鸟的陶器，一个刻有图形
文字的尖底陶尊……凤图腾，幼年的汉
字，创造力的不朽证明，上面或许栖居着
一个聪慧的灵魂。

史接远古，文化煌灼，今日的莒县，
地表下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

文化如一棵树，根愈深，干愈壮，枝
愈繁，叶愈茂。齐鲁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树
主干上的重要一枝，而齐鲁文化的源头
和莒文化有着从并存到融汇的血脉关
系。

新建不久的莒州博物馆，外观古朴
凝重，内中设施一流，庄肃的大门如时光
隧道入口，包括200多件国家级文物、总
数超万件的莒地出土文物，引领当代人
走向7000多年前，去认识一片古老璀璨
的文化——— 莒文化。莒县，古之莒地，两
度为国，后为郡、为州、为县……西周至
春秋初，莒国拥有城邑31座，疆域东临黄
海，北至今胶州、高密，西及昌邑、蒙阴，
南到苍山、郯城、临沭及江苏省赣榆等
地。莒国地处史前东夷文化的中心区域，
莒文化为东夷文化的一脉。远古时的东
夷部落首领系少昊，羲和部落后裔，黄帝
之子，其国为凤凰国度。龙与凤，构成华
夏文化初始的两翼。

莒地是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发祥
地之一。公元前1046年，齐鲁两国同时受
封立国。斯时，莒虽为子爵国，却是东部
强国，与齐鲁两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
种文化并存于今山东大地。“莒虽小国，
东夷之雄者也”(《春秋大事表》)，莒国曾
数度与鲁、晋等国会盟，对周边弱国小国
用兵，可见莒文化为开放的强势文化。公

元前686年夏，鲍叔牙护齐公子小白奔莒
避乱，留下一个齐国版的卧薪尝胆故
事———“毋忘在莒”，次年小白返齐登基，
有了一代霸主齐桓公。莒虽强，终系子爵
国，而非齐鲁那样的“大诸侯”，随着中原
列强争雄，特别是齐国崛起东方，莒国日
渐式微。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31年，莒为
楚灭，很快又并入了齐国版图。秦灭六
国，中华一统。汉文帝二年(前179年)，莒
地再度置国，称城阳国，东汉末年复改莒
县，莒文化自此完全融入齐文化，三大文
化变成两大文化，即齐鲁文化。

齐鲁两国初建时，属地都处于东夷
文化的覆盖区或辐射区。“少昊生穷桑”
(曲阜)，最初立国今日照一带，后来建都
曲阜，擅治水、长农耕，以鸟命官名。伏羲
为太昊，少昊因继承伏羲德行而得名，是
嬴、秦、谭等数百个姓氏的始祖。少昊时
期凤文化繁盛，凤系百鸟之王，故华夏族
(汉族)既是龙的传人，又是凤的传人。鲁
都曲阜乃少昊出生地，虽近中原，始文化
仍属东夷文化。时空疏离了血缘，周灭商
后，周室宗亲“尊王攘夷”，姬鲁建国后对
封地原文化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政
策，改变民风民俗，推行周王朝的礼制标
准。姜齐亦称“攘夷”，但对属地原文化的
实际态度却是“因其俗，简其礼”，承袭、
沿用本地民风民俗，简化原有礼制礼仪，
换言之，更多地吸纳了东夷文化。以开放
的东夷文化为基础，齐国日益强盛，重农
允商，开办“国立大学”稷下学宫，百家争
鸣，博采众长，富国强兵，开疆拓土。鲁因
行旧制、复周礼而累贫积弱，早于齐国30

多年为楚所灭。齐因开放而走强，尽管也
有过大起大落，江山易姓，姜齐变田齐，
却一直是东方强国，在后来秦统一六国
的战争中，齐最后一个被攻下。齐鲁两国

对待东夷文化的两种态度，决定了两国
的不同命运。以此观之，东夷文化——— 亦
即莒文化，在其同期文化中具有相当高
度。

莒地，深厚久远的文化沃土，人杰圃
园。出过姜尚，齐国开国之君，字子牙，吕
氏，又名望。古代莒、吕互通，姜尚先祖伯
夷受封于吕，吕即莒，姜尚故里在今东吕
乡；出过刘勰，字彦和，今莒县东莞人，若
无刘勰，中国文学史缺憾甚大……古莒
文化的开放特质，注定了随着时间长河
的奔涌，不断涌现代表新文化、先进文化
的杰出人物。进入近代，1898年，大北杏
村(现属诸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优秀组织者和领
导者王尽美，古莒大地从此注入了红色
文化基因。

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内置动力是
文化。

文化是一种奇特物质，有时看上去
仿佛消失了，其实它一直存在并且活着。
比如古老辉煌的莒文化，表面上看像是
被齐鲁文化取代了，其实它一直活着，活
在齐鲁文化的根部。文化如一棵树，人们
看到的往往只是地表上的部分，擎天拄
地的树干、遮云蔽日的树冠，都被深扎地
下的庞大根系擎着。擎着今日莒县这棵

“树”的，是由莒文化、齐鲁文化和红色文
化等多种精神因子复合而成的文化根
系。落成不久的“本色老党员纪念馆”，向
人们展示着现代莒县的红色基调，它和
莒州博物馆相映生辉，一古一今，如两块
文化大宝石，掩不住的精神光华，滋养、
照耀着莒县大地的现在和未来。“毋忘在
莒”的故事，使“当代莒人”常怀忧患，志
存高远，追索的脚步永不停息。

(本文作者为军旅作家)

品读“莒文化”之树
【信口开河】

□朱建信

古老辉煌的莒文化，表面上看像是被齐鲁文化取代了，其实它一直活着，
活在齐鲁文化的根部。

女鬼因爱情复活
【聊斋之爱】

□马瑞芳

聊斋颠覆传统，创造了女鬼特有的凄美、柔弱、寒冷、忧愁、爱诗的存在方式，
似乎比人间少女还俊美灵秀、风雅迷人。

在传统小说、戏曲里，女鬼常是恶鬼
厉鬼吊死鬼，伴随朦朦胧胧、令人毛骨悚
然的烟雾，鬼气森森地出来，大白天也能
将心智不健全的人吓个半死。

聊斋颠覆传统，创造了女鬼特有的凄
美、柔弱、寒冷、忧愁、爱诗的存在方式，似
乎比人间少女还俊美灵秀、风雅迷人。

《莲香》是早期聊斋小说，蒲松龄对
女鬼的总体构思，李氏形象带有导向性。
桑生独居，一位柔弱美貌的少女突然出
现，“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真
妙！李氏有人的形体，行动却像一股烟、
一片云。人能这样吗？不能，灵魂大概可
能。李氏代表着聊斋女鬼常见的模式：花
样年华早逝，呆在阴冷黑暗的坟墓里。灵
魂是美丽的少女，躯体却“白骨俨然”。她
惧怕寒冷，惧怕黑暗，胆怯柔弱，但她求
生意识还在，就到人世间飘动，想摆脱孤
独、摆脱黑暗，回归人间。

聊斋女鬼如何回人间？靠人间书生
与她们共涉爱河，帮她们复归人间。李氏
如此，连琐如此，鲁公女也如此。

杨于畏遭遇女鬼连琐，无任何恐怖
气氛，倒像以诗会友的赛诗会：杨于畏在
荒郊野外的书斋，忽听到墙外有人吟诗：

“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明
知吟诗者是鬼，杨生仍十分仰慕。第二天
再听到同样的诗句后，杨于畏隔着墙续
上两句：“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
上时。”不仅表达了对女鬼的爱恋之情，
还帮她完成总也完不成的绝句。杨生续
完诗，一个美丽的姑娘进门来，坦荡地告
诉杨生：她叫连琐，死了二十多年，她吟
诗描述“幽恨”，只是怎么也想不起后两
句，杨生帮她续上，有了这首好诗，就是
呆在坟墓中，也“欢生泉壤”了。

多可爱的女鬼！真是“以诗为命”。
前人小说写女鬼出现后的常有模式

是祟人，跟人间男子上床，摄取精气，获
得复生，而世间男子因此丧失生命。连琐
跟传统的祟人女鬼不同，当杨生要求跟
她上床时，连琐说：如果您跟我发生肉体
接触，会促寿，“妾不忍祸君子也”。于是，
在《连琐》里出现了寻常小说不曾出现的

场面：一对青年男女在躲避性爱的情况
下，相处、相知、相爱。杨生既像得到“剪烛
西窗”的贤慧妻子，更像得到志同道合的
好朋友。二人的感情超过张敞画眉般的夫
妇情爱。连琐通过一段时间与爱人耳濡
目染，受人气熏染，“日食烟火”，“白骨顿
有生意”，最终，在恋人“生人精血”的帮
助下，连琐复活，对杨于畏说：“十余年，
如一梦耳。”

是连琐在做梦吗？不。是亿万读者被天
才作家蒲松龄牵着鼻子，听从他艺术魔杖
的指挥，做了一场爱情可以生死人、肉白
骨、起死回生的白日梦。

爱情可以起死回生的白日梦常在聊
斋中变着花样出现。《鲁公女》是又一典
型例证。

招远县令鲁公的女儿喜欢打猎，贫
穷的张生在野外遇到穿着华丽貂裘、跨
着漂亮小马的鲁公女，一见生情。后来张
生听说鲁公女暴卒，悼叹欲绝，每到吃饭
的时候必定祭奠一番。张生是个情痴情
种，是一厢情愿的爱。鲁公女年纪轻轻怎
么会死呢？原来是她杀生遭到报应。按传
统小说的模式，男女必得相遇、相悦才能
相爱，而鲁公女生前对比自己大好多岁
的张生一无所知，张生“食必祭”感动了
她，她就以女鬼身份私奔。真是天下无不
可通之诚，无不可感之人。而鬼魂总有再
世为人的机会，鲁公女希望再世为人后
能跟心爱的人再结情缘，张生清醒地说：
我现在三十岁，你再世为人，等你长大，

我将就木矣！张生痴情却清醒，鲁公女的
痴情后来居上，她并没考虑约张生重新
相聚时二人的年龄差距，只认“情”字。她
仍然坚持要与张生再续前缘。

蒲松龄号“柳泉居士”，“居士”者，不
出家的佛教徒也。按照柳泉居士的构思
习惯，每当世间好事难成时，菩萨来也。
张生喝了菩萨给的茶返老还童，变成十
六七岁的翩翩少年，去找再世为卢公女
的生死恋人。卢公女看到年轻美男却不
动心，务求“老张生”，甚至于宁可去死。
一番喜剧性挫折后，是张生和变成卢公
女的鲁公女“生旦当场团圆”。

张生和鲁公女，一个是穷书生，一个
是县令千金；一个是人，一个是鬼。有地位
的小姐可以和没地位的穷书生相爱，人和
鬼可以相爱，还可以再世为人继续相爱，
他们痴迷、执著，认死理，上天入地，今生
来世，只认一个“情”字。张生慕美丽的鲁
公女，情痴至极，女鬼鲁公女感张生之情，
痴情更甚，为了情，可以生，可以死，可以
死而复生，可以再世相聚，可以不计贫富、
不计年龄。蒲松龄用鲁公女这位风雅女鬼
唱响了一曲“愿天下有情人生生世世永成
眷属”的情歌。蒲松龄以“撮合山”的周到
和细致，构思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返老
还童、还魂再生的浪漫情节。

我直怀疑，怎么没人把鲁公女这么
好玩的故事搬上屏幕？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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