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中众好汉个个身手了得，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武松打虎的威
猛，还有花荣的射箭绝学。花荣射箭是水
浒三大绝学之一，梁山射雁，祝家庄射
灯，他的箭法出神入化，准确率极高。每
到梁山危机，花荣神箭必显威力，据笔者
粗略统计，花荣在战场上出手21次，只有
一个人躲过了3箭。那么没被射中的高手
是谁呢？原来是丑郡马宣赞。

花荣和宣赞的第一次交锋，花荣选
择用箭来战宣赞，没想到花荣一时半会
占不了优势，宣赞竟然躲过了他的三箭，
三次躲箭他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
次用刀隔，第二次镫里藏身，第三次是最
危险的一次，因为箭是从背后射来的，宣
赞应该听到了声音，随即低头俯身，结
果，箭射在护心镜上，宣赞躲避箭头的能
力在水浒中可以称第一。

宣赞也是射箭高手，只是低调些，不
会包装自己，叫什么丑郡马。你看花荣和
庞万春，一个自称小李广，一个自称小养
由基，那都是先朝的神箭神手，名气大得
很。其实在箭术上，他们三个是同一个水
平，水浒中能射连珠箭的只有三个人，那
就是花荣、庞万春和宣赞。

宣赞的连珠箭赢了番将，能来宋朝
比赛连珠箭的一定是番邦第一高手，看
来宣赞的连珠箭水平是一流的，连郡王
都被他的箭术征服，招为女婿。宣赞高超
的箭术征服了番将，征服了郡王，但是却
没有征服郡主。宣赞有一个像锅底一样
的大黑脸，还有两个朝天鼻孔，一头卷
毛，估计算大宋朝第一丑。郡主按父母之
言嫁给宣赞，估计婚前也没见过宣赞，只
听信了父亲夸他箭术了得，谁知嫁过来
一看，奇丑无比，郡主比潘金莲还绝望。
郡主每天面对一个丑八怪够郁闷的，改
嫁没希望，最后“怀恨而亡”。郡主的死让
宣赞内疚，自此一直到死在苏州城下，就
没见宣赞发过一支箭，更别说那传说中
的连珠箭了，这也许是对郡主的思念吧。

对前途和家庭失去希望的宣赞迎来
来了转机，宋江为救卢俊义，率领大军攻
打大名府，蔡京急请枢密院官员来商议
军情重事，童贯等三衙太尉都有惧色，大
小官员一筹莫展，这时任衙门防御使保
义的宣赞感到机会来了，出来推荐浦东
巡检司关胜。

关胜不愧是关圣人的后代，对梁山
来了个围魏救赵，直扑梁山老巢，宋江忙
撤军去解救梁山，在山下和关胜的政府
军干了起来。第一仗就是宣赞出马，最起
码武艺高强四个字不是吹嘘，宣赞和花
荣来了个高手对决，花荣连射两箭都让
宣赞成功避开，第三箭也只射中宣赞后
背护心镜。能够躲开花荣神箭的人书中
只有宣赞一人而已。

关胜初战告捷，但随后中了呼延灼
的诈降计，遭到伏击兵败被捉，投降梁
山，秦明和宣赞大战不分胜负，遭孙立夹
击，被捉上梁山。关胜投降梁山，宣赞只
能和关胜一起投降，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宣赞多次出现在出征的队伍里，但是每
次都没见有上佳表现，特别是张清连伤
梁山好汉，宣赞主动出马说：“今日将威
风折了，来日怎地厮杀！且看石子打得我
么？”宣赞拍马舞刀，直奔张清。宣赞的豪
言壮语是建立在对躲箭的能力上的，结
果石头不是箭头，一石子正中宣赞嘴边，
翻身落马。

梁山大排名，上梁山不久、没有寸功
的宣赞排名40，位于地煞星的第四位，排
在降将副职系列的第一名，不能不说与
躲开花荣三箭是有关系的。

在平定方腊的战役中，宣赞只是一
个配角，只有卖命的份儿。在苏州一战
中，宣赞看到自己的兄弟死伤多半，知道
自己也不可能回到东京了，一改在梁山
岁月的低调，在苏州城外和敌将对阵时，
跟对方同归于尽在饮马桥下，葬于吴王
阖闾墓所在的风水宝地虎丘山。精忠报
国，算是宣赞对自己背叛国家的一点补
偿吧。

在艰难漫长的8年抗战岁月里，有许
多为救亡图存尽绵薄之力的爱国知识分
子、企业界和宗教界人士，他们虽然无党
无派、无枪无炮，然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的民族大义，或呐喊、或资助、或捐
献……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他们一
样值得今天的我们敬仰和怀念。比如我的
祖父王长平及其兄弟王长泰就曾为抗日
奔走呼号、捐款捐粮。

我的祖父王长平（1883-1962）字鸿猷，
山东济南人，祖籍泰安县肥城乡安驾庄。
1904年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1909年（清宣
统元年）王长平考取庚款首批留美学生，
是其中唯一的山东人。

王长平进入密歇根大学后主修教育
心理学，1914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和教育
心理学博士学位，是庚款首批留美学生中
的首位博士。同年留美中国大学生协会成
立，王长平当选为协会首任会长。王长平
在任期间为中国留美大学生学习、生活奔
走，协调留学生与校方的关系，维护留学
生的合法权益，获得了学生和校方的信任
和尊敬，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916年王长平回国后在多所高等学
府任教，曾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第一师范
的教育心理学和英语老师，直至1918年6

月毛泽东毕业。1920年后王长平在上海圣
约翰大学任教。其间译述美国利克著《实
业教育》一书，把美国先进的教育介绍到
了中国。

以后王长平又去北京大学任教，1930

年与老舍先生及多名知名学者一起去山
东齐鲁大学及青岛高校执鞭五年，1935年
被北平民国大学聘为教授，1945年在天津
津沽大学执教。王长平回国后几十年先后
在十几所高等学府任教，学生遍布全国，
可谓桃李满天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从记述王

长平生平的《社会名人录》中得知先生滞
留北平，乃多方查找，欲笼络为其效力。先
生得知后四处躲藏，声明不当汉奸卖国
贼，不当亡国奴，出于民族大义辞去北平
民国大学的教职，秘密潜回原籍隐居。其
间与其弟王长泰多次为山东地方抗日组
织筹集粮款和药品，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王长泰（1887-1945）为王长平之弟。
1908年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后赴美留
学，就读美国神学院，获学士学位。

回国后，与留美同学关文清在江苏南通
创办电影公司，曾拍摄第一部国产纪录片

《全国师范培训班》。该片反映了全国师范学
校校长的培训情况，旨在宣传和推动师范教
育，支持兄长王长平的教育事业。

王长泰后进入齐鲁大学神学院任讲习
牧师，在山东各地传教。1931年山东基督教
各派联合组成《山东中华基督教灵恩会》，
总会设在济南，王长泰被推举为总会长。

日本轰炸并占领济南后，公然大肆干
涉教会工作，给教会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以致无法运转，王长平兄弟认为只有抗日
才是爱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毅然决定利用
王长平在齐鲁大学的人脉和王长泰在教
徒中的影响，联络师生和教徒共赴国难。
他们以齐鲁大学医学院为掩护，筹款捐
献，为地方抗日武装提供了大批粮食、药
品和器械，参加到全民抗战行列，历时五
年，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长泰不幸病故。
王长平、王长泰兄弟在抗战期间放弃

相对安逸的生活，以他们的一腔爱国热
血，用特有的方式和方法积极支援抗战，
为中国的胜利尽了绵薄之力。虽然他们没
有拿枪拿炮浴血奋战在第一线，但他们在
血雨腥风的战争环境中的作为仍值得后
人称道和怀念。

（本文作者为王长平之孙）

□王启运

王长平、王长泰兄弟在抗日岁月中

躲过神箭手花荣

三箭的是谁？

□乔鸿儒

【忆海拾珠】

□刘天航 刘传录

大德至善 护佑民生

忆一代名医李乐园
济南著名中医李乐园先生爱国、爱

民，非常敬业，已离开我们14年了。他生前
就职于济南市中心医院，先后任内科主
任、主任中医师、副院长。社会兼职颇多，
曾任省人大代表、省中医学会副理事长
等。他擅长中医内科，为中医事业奋斗了
一生，是国内知名的中医学者和爱国民主
人士。

李乐园先生系梁山县人氏，生于1914

年，7岁入塾，少年即能诗文，博闻强记，聪
颖过人。曾熟读十三经，对《易经》致力尤
勤，为深研中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出道前
曾游历南方数省，最后选择从医。我与李先
生相识于1951年，当时都在济南市医务进修
学校学习，但不是一个班。我仰慕他的才
名，当时他已是济南名医。因为我年轻学
浅，不敢贸然接近他。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
我也调到先生所在的单位，见面交谈，都很
惬意，遂有“相交恨晚”之感。李先生器重
我，常把自己的临床心得、体会介绍与我，
并向我讲解风土人情、交往时的谦词及文
学作品等，使我受益良多。交往多年，我与
先生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情感。

李先生初来济南时，人地两生，当时
中医属自由职业，行医为业者500多人。为
了了解济南从医的情况和水平，有选择性
地走访了济南的名医，如刘惠民、吴少怀、
韦继贤、赵润生、吕秉钧、张松岩、王玉符
及袁平等先生，每位名医都给他留下深刻
的印象，他亦作了简评。他说袁平先生文
字好，医学面窄，处方小，药味差不多。袁
写了两本小儿科的书，文字流畅。王玉符
(后为山医附院副院长)先生，病人众多，有
的患者夜间去排队。王先生精通一部书，
即《医学心悟》。赵润生先生精通《温病条
辨》，中医考试名列第一，他在济南医务进
修学校任中医进修部主任。李先生还拜访
了全国名医刘惠民先生(曾任山东省卫生
厅厅长、省中医院院长 )，刘先生读的书
多，善开大方，药味多、剂量重，喜用贵重
药。

《内经》上说：“粗守形，上守神。”学中
医名家的经验，一般人只学到形似，须有
上乘功力者才能学到神似。继承名老中
医，除直接学习他的学术研究和经验外，
还需多读书，方臻完善。

李先生强调中医必须熟读经典，“思
求经旨，以衍其所知”，把局限的知识拓
宽，以求发展、创新。李先生认为，家传也
好，师承也好，不足的地方是知识局限，需
要多读书，特别是多读经典，方能拓宽思
路。李先生认为读经可以开智。读经的诀
窍是多读，他说读经百遍，其义自现，穷经
必先专于一经，不可泛骛。经典是中医一
生的必修课，他极力赞成宋代朱熹的“三
到”读书法，即心到、眼到、口到，并赞成

“三贵”，即贵博、贵精、贵通，这样才能把
书读好。

李先生熟读经典，精通《医宗金鉴》，
他背得熟，张口就来，常令人惊叹不已。我
同他一起会过诊，李先生详看病人后，讨
论时先引证经典，次引《金鉴》的诊治大
法，然后再参以个人意见，条分缕析，颇为
精到。听了李先生的会诊发言，无异于是
在接受中医诊治典范教育，令人敬佩。李
先生说过，凡是精通《医宗金鉴》的医生，
都是当地的名医。

1999年2月18日，我向李乐园先生拜年，
我们相谈一个多小时，多涉中医学术与临
床经验，先生强调由博返约，即熟读经典
外，须精通一部书。他说各地的名医大都
如此。他以济南名医为例，著名中医吴少
怀先生精通陈修园的医书，韦继贤先生
精通《沈氏尊生》。他们所读的书多为丛
书，既包括临床各科，也有单尊一科的名
医，如外科专家李廷来先生精通《外科正
宗》，他对中医外科有一定的贡献。现在
的医生都是学院派，今后路子怎么走，值
得研究。

李先生还发现了一个古怪现象，精于
《伤寒》、《金匮》者知名度偏低，而通时方
者病人多。他说，上海陆渊雷先生，著有

《伤寒今释》、《金匮今释》两部大书，在医
界名气很大，但病人问津者少，门可罗雀。
济南的老中医刘子瞻先生，对《伤寒》、《金
匮》深有研究，但病人不知晓，求诊者少，
故生活清苦。

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三，每家都很忙，
他居然一口气给我谈了这么多内容，他多
么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后人。我怕他劳
乏，只得婉言告别。

李先生还长于词联，但留给后人的作
品很少。今举两例，以见一斑。回忆“文革”
时乌云蔽日、群魔乱舞的情形，他感叹生
存之艰辛，不胜凄楚，曾写诗以抒发之：

“过眼云烟，东流逝川。大梦初觉，耄耋之
年。人情阅尽，秋云犹厚。世路行来，蜀道
不难”，道出了那个年代的惨状。

某日济南著名中医王异凡先生去世，
医界多人至殡仪馆告别。在回市内的途
中，我与李先生同车，谈到王先生的逝去，
叹惜济南一位年高德劭的经方派学者离
我们远去了。李先生即得一联，让我记下
来，“学研岐黄，天不慭遗斯老；术究华扁，
当今历下一人。”对王先生一生做了崇高
而求实的评价。

1999年中秋，我拜访李先生，这年他
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但精神矍铄，耳不
聋，眼不花。我问他养生之道，他说一生无
胃病，先天后天均好，一天练两遍八段锦，
坚持数十年不辍。他练的八段锦系是向

《保健按摩》的作者谷岱峰学的。谷先生年
轻时体弱多病，学了功法后身体转好，是
一位教育家，曾参与创办山东大学。李先
生虽在耄耋之年，四肢肌肉仍有弹性，他
自称“瘦不露骨，丰不下垂”，这都是练八
段锦的效果。他思维清晰，记忆力好，经常
背诵中医经典，对过去所学，仍了如指掌，
实乃中医界的奇葩。

先生于2001年12月30日因心脏病复发
驾鹤西去，一代中医学者从此长逝。悲夫！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他的道德学问、治学
精神仍启迪着后来人的智慧。

王长平(右)

与王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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