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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的的问问题题都都是是父父母母的的问问题题》
——— 不不是是孩孩子子的的问问题题，，是是父父母母用用错错了了方方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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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沟通也
就自然免不了中国特色。自从我做医生以
来，几乎每次出门诊的时候，都会被不同的
患者反复问同一个问题：需要忌口吗？

这个问题有时候真的很麻烦。根据我
的经验，如果你干脆利索地回答不需要，那
后果可能会很糟糕。轻则患者会半信半疑
甚至一遍遍地反复追问，严重的话甚至会
对你的业务水平产生严重的怀疑。

忌口在中国民间和传统医学中有极其
悠久的传统，但在现代医学中，这些林林总
总的忌口基本都没有什么依据。固然，对于
特定的疾病，医生有时候会给出一些饮食
方面的指导和建议，比如，糖尿病患者需要
限制含糖食物，高血压患者需要控制盐的
摄入量，但这种医学建议和中国传统的“忌
口”完全不是一回事。

作为烧伤科医生，我从患者那里了解
到的忌口要求包括：不能吃各种肉类，不能
吃海鲜，不能吃酱油醋，不能吃葱、姜、蒜，
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深色食物等。我曾经
感慨：如果把各种传说中的忌口都严格执
行下来，不饿死也得严重营养不良。

在烧伤患者种种“忌口”传统中，不能
吃深色尤其是黑色食物，是比较普遍的一
种说法。这大概和浅度烧伤患者创面愈合
后容易有色素沉着有关，可能古人以为这
种色素沉着是吃黑色食物吃出来的吧，既
然吃啥补啥，那吃黑肯定也补黑吧！

有一次，在急诊处置一个面部烫伤的
孩子，交代完各种注意事项结束诊治后，听
到奶奶在诊室外教训小孩子：“叫你不小
心，看吧，以后不能吃巧克力了。”听到不能

吃巧克力，小朋友急了，立即表
示极其强烈的抗议和不满，而奶
奶寸步不让：“烫伤后不能吃深
色尤其是黑色的东西，否则伤口
不长，长好也会很黑，和黑脸包
公一样黑。”

我忍不住把老太太叫回诊
室，告诉她这短短一句话里有三
个错误：第一，包公的脸其实一点儿都不
黑；第二，深色食物不影响创面愈合；第三，
深色食物不会让愈合后的皮肤变黑。

包公，在民间已经是个成圣成神的人
物。按照民间传说，他自幼父母去世，由嫂
子抚养成人。他聪慧无比兼勤奋过人，最终

金榜高中，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忠臣和能臣，
御赐三口铡刀，可先斩后奏。传说包大人尤
善断案，夜断阴，昼断阳，连阎王爷都害怕
他。以包大人为主角的《狸猫换太子》《铡美
案》等，至今长盛不衰，时不时就被拿出来
翻拍一下。

包公号称铁面无私，既然是铁面，那当
然得黑了。传说中和艺术作品中包公的形
象就是大黑脸，黑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包公
有个外号叫“包黑炭”。除了黑以外，包公额
上有一个月牙，据说是小时候放牛被牛踩
的，这月牙同时也是他能穿梭平行空间去

“夜断阴”的特异功能标志。
其实，真实的包公，和这些艺术形象八

竿子打不着。
包公小时候家境其实非常好，他父亲

包令仪是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死后追赠刑
部侍郎，家里就算不是大富大贵，至少也不
会穷。包拯有兄弟三人，但两个哥哥都死得
早，家里就他一根独苗。所以包拯根本用不
着寄人篱下，更不可能去放牛，人家是标准
的官宦子弟，从小在蜜罐里长大，接受了良
好的教育。

28岁那年，包拯考中进士，那时父母还
都健在。宋朝讲究孝道，包拯辞官不做，回
家赡养父母，待父母去世守孝期满，才于36

岁那年出来做官。
包拯的官宦生涯说实话很平淡，他不

是贪官不是昏官，也确实做了一些值得称
道的事情，但远远没有民间传说的那么神
奇。历史上没有王朝马汉，没有南侠展昭，
没有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没有三口铡刀，
也没有杀妻灭子的陈驸马。陈世美倒是有

一个，但人家是清朝官员。清朝这位陈世
美，得罪了自己的一个叫胡梦蝶的同乡，被
对方恶意报复，编出一个《秦香莲》来败坏
他名声，后来演着演着又把包公搬了进来，
成了后来的《铡美案》。

如果没有民间传说和各种文学作品的
神话，包拯在历史上就属于一个不怎么值
得一提的人物。同时代的欧阳修还曾批评
他“素少学问”。

至于包公的长相，正史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这么一个养尊处优的人物，基本上不
太可能脸跟炭一样黑。安徽合肥包公祠里
供奉的包公像，是一个白面长须的清秀书
生，而故宫所藏的包公画像也证明包拯并
不是黑脸。所谓的黑脸，更多的是民间因其

“铁面无私”而进行的演绎和想象罢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再谈第二个问题：

深色食物是否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呢？
我们首先看看伤口愈合的过程。伤口

的愈合，其实就是两个平行的过程：
第一是细胞的增生，伤后24～48小时，

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开始有细胞增生，伤
缘上皮增厚，一部分基底细胞与真皮脱离，
向缺损区移行并发生分裂。同时来自动脉
外膜和其他组织的成纤维细胞和来自血管
损伤处的内皮细胞也开始大量增生。细胞
增生形成新的组织，逐步填补创伤造成的
缺损。

第二是纤维组织的增生。新的纤维组
织在伤处起填充、支架和连接的作用。其组
织内胶原纤维是决定张力强度和抗拉强度
的主要因素，而胶原纤维主要由成纤维细
胞、成肌纤维细胞等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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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对陈金芳颔首，压
根儿就没看我，重新发动汽车之
后绝尘而去，气流搅得路边的落
叶旋转着纷飞了起来。夜风渐凉，
再下两场雨，就要入秋了吧。

过了十几分钟，茉莉恰好也
加完班，从国贸那边过来接我了。
回家的路上，她问我晚上的音乐
会怎么样，我随口说“还成”。我又
问她今天忙不忙，她说：“这不明
摆着嘛。”然后车里就陷入了沉
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之间没什么话
可说。

借着立交桥上彩灯的光芒，我偷偷把
陈金芳的名片拿出来看了一眼。刚才没有
看清，现在才发现，她的名字也变了。陈金
芳已经不叫陈金芳，而叫陈予倩了。她的变
化真可谓是内外兼修呀。

我第一次见到陈金芳或云陈予倩，还
是在上初二的时候。

那天刚下最后一节课，教室里乱糟糟
的。大伙儿正准备回家，班主任忽然进来，
宣布来了一位新同学。但我们往她身后张
望，看到的却是空无一人。老师也有点儿诧
异，又探头朝门外寻摸了一圈儿，喊道：“你
进来呀。在外面站着干吗？”

这才从门外走进一个女孩来，个子很
矮，踮着脚尖也到不了一米六，穿件老气横
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老师
让她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她只是发愣，三缄
其口。老师只好亲自告诉大家她叫陈金芳，
从湖南来，希望同学们对她多多帮助，搞好
团结。

学生们随即一哄而散。在我们那所部
队子弟学校，像陈金芳这样的转校生，基本
上每年都能碰上两三位。他们跟随家人进

京，初来乍到时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好
不容易熟悉了环境，跟周围人能说上话了，
但往往又要离开。日子久了，我们这些“坐
地虎”就学会了对这些学生视而不见。反正
他们随时会从教室里消失，与其深交又有
什么意义呢？交朋友也是要讲究成本的。

更何况这女孩一眼而知是从农村来
的，长得又挺寒碜，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非
我族类。我们咋咋呼呼地从她身边拥过，就
像绕开了一张桌子或一条板凳。班上的几
个男生跑到操场打篮球，我则倚着篮球架
子跟他们臭贫。自从一次打球戳伤手指，造
成半个月不能练琴以后，我母亲就严禁我
进行这种活动了。就这么消磨到夕阳开始
下坠，半边操场都被染红了，我才拎上书
包，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往校门走去。

这时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哄笑。我循着
笑声回过头去，看见了陈金芳。她手上攥着
一只印有“钾肥”字样的尼龙口袋，跟在我
身后几米开外。当我前行的时候，她便迈着
小碎步跟上来；当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
着肩膀，紧张地看着我。

面对陈金芳的亦步亦趋，我也有点儿
不知所措。我本想呵斥她两声，让她离我远
点儿，但又一想，那样可能会招来男生们更
加夸张的起哄。于是我尽量让自己眼不见
心不烦，加快速度回家。

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天空还相当通
透，路上也没什么车。大部分机关职工都骑
自行车上下班，前车筐里放着装满萝卜青
菜的网兜，透着一股过小日子的家常味儿。
我穿过当时的铁道部大院儿，到长安街的
延长线乘上4路公共汽车，经五棵松到达西
翠路，下车后再往南步行十分钟，就能看见
从小居住的那个家属院了。一路上，共有三
尊毛主席塑像扬着手跟我打招呼。这天我
的步伐格外快，还像个没规矩的坏小子似
的挤到排队乘客的前面。看见院门口那几
栋红砖板楼的时候，我的身上微微冒出了
汗，而一回头，陈金芳仍跟在我身后。

我有点气急败坏地站住，等着她走近。
陈金芳面无表情地朝我挪了几步，像直立
的豚鼠似的两手捏着“钾肥”袋子，置于胸
前。她突然对我开口：“我们家也住这里。”

我“哦”了一声，她又补充道：“我姐夫
是许福龙。”

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许福龙就是食堂
里那个特会和面的胖子。他是山东人，靠着
一手做面食的手艺，志愿兵期满之后又留
在了我们院儿，而且还结了婚，把老婆也弄
了过来。这么说来，陈金芳她姐我也见过，
就是在窗口负责盛菜那位。那是个丰满的
少妇，长着一对相当霸道的胸部，夏天不爱
穿胸罩，两个乳头很显眼地从迷彩短袖衫
里面凸出来。

《世世间间已已无无陈陈金金芳芳》
——— 农农村村女女孩孩北北漂漂暴暴富富后后的的迷迷途途人人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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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卦卦医医学学史史：：不不生生病病，，历历史史也也会会不不一一样样》
——— 穿穿越越时时空空的的超超级级诊诊断断 医医生生也也不不一一定定知知道道的的历历史史真真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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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院院士黄永玉曾经讲过一个
寓言：螃蟹、猫头鹰和蝙蝠去上恶习改正
补习班。数年后，它们都顺利毕业获得博
士学位。不过，螃蟹依然横行，猫头鹰仍旧
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蝙蝠还是倒悬。这个
故事的寓意非常简单，就是行动比知识更
重要。再多的知识也不能自动帮助一个人
变得身心更健康、品格更完美，只有付诸
行动，在一言一行中对孩子进行适当的教
育与引导，让孩子能够自发地承担起应有
的责任，才是真正的父母之爱。

责任感是一种必须从小培养的品质。
作为家长，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小事做起，随时随地教育孩子承担自己本
应承担的责任，让孩子在责任中成长。

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父母需要注意的
是：

该孩子自己做的事就一定不要包办
和代替。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负
责。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独
立解决问题、独立处理自己事情的能力。

让孩子明白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
的结果，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会承
担责任。比如，在外游玩时，要告诉孩子环
保是每一个社会人的责任，让孩子把垃圾
分类扔进垃圾桶，不向河里乱扔东西等；
在家里，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做力所能及
的家务来承担责任；当孩子因一时冲动伤
害了别人时，要让孩子主动道歉并承担损
失……当孩子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
他们就会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
该做，就会养成凡事慎重、冷静、认真对待
的好习惯，这将对孩子的人生产生很大影
响。

让孩子学会承受磨难和挫折。很多孩
子做事往往凭兴趣，当孩子选择做某事的
时候就一定要让孩子负责到底，清楚地告
诉他要求，并要有相应的处罚。比如，如果
孩子特别想学某件乐器，家长就需要提前
约法三章，告诉孩子不可以半途而废，如
果不好好学就要处罚。这样，孩子为了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会承受住学习中偶尔
的枯燥无味并坚持下去。

当然，要使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
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承担起自己的责
任，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都能从小事
做起承担责任，从平常做起对行为负责，
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成就孩子的责任心，使
孩子逐步成长为一个对家庭、对他人、对
集体、对社会负责的人。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总习惯于
为孩子安排好一切：督促他学习、催促他
练琴、提醒他画画……殊不知，我们的行
为给孩子创造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的生活状态。在重学习、轻劳动的过程中，

他们也失去了承担应有责任的
机会。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一
而再，再而三地剥夺着孩子承担
责任的权利，一次又一次错失了
对孩子进行责任教育的机会。久
而久之，孩子就会形成这样的看
法：所有的人都应该为我着想，
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别人来承
担。

作为家长，在为孩子安排并
代劳一切的同时，你是否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孩子责任感
的缺失，责任感的缺失又会给孩

子的成长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影响呢？
研究发现，缺乏责任感的孩子通常都

具有以下特质：
总会抱怨父母没为自己准备好优厚

的物质条件，总习惯怨天尤人，对父母和
他人的要求过多。当自己的要求无法得到
满足时，往往会表现出极端的不满，甚至
会以死相要挟，却唯独不去考虑自己对父
母、对家庭、对社会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不敢直面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
难题，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绕道走，却从
不去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长此以
往，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会浅尝辄止，也终
将一事无成。

心胸狭窄且过分自私，时时处处都只
为自己考虑，从不为别人着想。这样的孩
子，人际交往能力必然很差，因而也就
很难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真正的友谊。

心理很脆弱，稍遇不顺就会心灰意
冷，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甚至动辄自
杀，根本不会去想自己还没有报答父母
的养育之恩，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的轻率
举动会给亲人带来怎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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