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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六旬的杨松林出身三
代中医世家，是我国著名耳病
专家，同时任我国某军医大学
博士生导师，曾以“几服药让
数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患
者康复”，被称为“治耳奇人”。
一些企业名人、政府要员为治
耳病，不远千里，登门求医。

杨老军医指出：无论神
经性、老年性、突发性、药物
性或是中耳炎引起的耳鸣，
最终由两个原因造成：一、耳
神经受损；二、耳神经群(耳

脉)紊乱。杨老中医以升麻、
葛根、蔓荆子等药材组方，能
直接修复耳神经，调理连通
“耳脉”的肾、肝、脾、
心，只要能听到一丝声音，
都有很好效果：当天耳朵温
热除湿，干爽通畅； 7 天耳
朵痒痛爬蚁感、耳闷耳沉等
消失；快则 15 天、最慢 45
天消除耳病。为表彰杨老军
医的突出贡献，国家相关部
门直接批复这一奇方为“益
气聪明丸”。

“我今年 68 岁了，一
辈子就只在研究这一个药，
若药效不明，愿烧毁全部学
术论文、出版书籍，放弃个人
26 项名誉头衔，并甘愿从此
走下讲台，不再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益气聪明丸”获国
药准字 Z20043238 后，杨老亲
口承诺，表达了让耳病患者
摆脱痛苦的决心。

多年医治无效的耳病患
者不妨拨打热线 8078506 进
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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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耳病研究中心主任、
著名老中医、我国某军医大学博士
生导师、益气聪明丸研发人杨松林

●国家药监局审定 OTC 目录药品

●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中医

内科学》教学示范处方

●国家九五重大医药科技攻关项目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耳病研究中

心、中国中医药学院联合推荐产品

20 年聋母听见我喊“妈”
1986 年， 50 岁的母亲因药物中毒而患上了耳聋

耳鸣，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我们几个孩子和母亲

已经没有什么语言交流了，只能是听着母亲絮叨。

我们说什么她也听不到。为了母亲的病，买了无数

药，收效甚微。就在我们将要绝望的时候，《中国

医药报》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我们，报道了杨教授的

“益气聪明丸”。俗话说：“有病乱投医”，我们

就寻思着试试看吧，没想到用了一个多月后，奇迹

发生了，我们大声和她说话能听清楚了，叫“妈”

答应了。感谢杨教授给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母亲又

回到有声世界，也是我们子女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服用 1 天-10 天：内耳循环加快发热、耳窝干
燥通畅、耳痛、耳沉消失；

▲服用 15 天-45 天：突发性、神经性、年老性、药
物性、混合性、病毒性及各种炎症
引起的耳鸣消失，耳聋减轻。

▲服用 2-3 个疗程：除耳鼓膜
破损以外的各种耳聋，只要还能听
见一点声音，均可逐渐康复。

0536-
指定经销：华潍力生源大药店(东风街与潍州路交叉口东北角、福寿街与虞河路交叉口东南角) 青
州：金天地大药房（老火车站南邻）寿光：佳乐家超市药品专柜 昌乐：金通大药房(佳乐家正门东
临) 诸城：家佳乐药店（人民商场北邻苏宁电器南侧）高密：仁德大药店（人民大街中段）安丘：富
康药店(一马路银座南 100 米路西) 临朐：全康药店（县人民医院向西 50 米路北）昌邑：仁和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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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晚清清民民国国民民居居群群初初现现昌昌邑邑
49 处民居保存完好，昌邑丝绸老字号建筑群国内罕有
文/本报记者 林媛媛 李钢 韩杰杰 本报通讯员 刘洪波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29 日，国家文物局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复核组来到昌邑卜庄镇姜
泊村。此行的目的，是对“姜
泊民居群”进行复核的。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
查中，姜泊村晚清民国时期
的民居群“浮出水面”。这片
49 处民居组成的群落是国
内罕有的昌邑丝绸老字号
建筑群。因为它的价值，更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古老村
镇的历史，所以上了申报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推荐名单。

30 日，记者探访了这片
历史已近百年的古老民居
群。

探访：
这里有座“姜家大院”
本地建筑融合“外来风”

走一路问一路，直到当
天中午，昌邑卜庄镇姜泊村
才终于和记者“见面”。这个
拥有 49 处“清末民初”民居
建筑的村落被层层农田包
围，悠然静谧。

姜泊村民居委会就设在
一座民国时期的二层碉楼式
四合院中。推开沉重古旧的
门，记者看到村民口中“古
楼”的真面目。整体完整，两
层 36 间，据称这是现存古民
居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一座。走进堂屋，人们便感觉
一股凉意袭来。房子的墙壁
厚达 50 厘米，“冬暖夏凉还
安全”。

这座故居所用的洋灰、
洋瓦、玻璃等材料，在当时当
地是没有的。当地房子全是
两面坡的屋顶，但是这处故
居屋顶很平，上面还有垛口，
门窗有铁皮包裹，防御功能
比较强，显然是借鉴了外地
建筑的特色。而当时两层建
筑也是少之又少。

整个楼都是青砖砌成，
除了北楼是坡式屋顶外，其
余三面楼房都为平顶，顶上
建了垛口。拾级而上，一个楼
梯台阶只有一掌宽度。站在
二楼的廊上扶栏下看，隐隐
有“乔家大院”的感觉，不似
当地建筑风格。

而后来的介绍证实了这
种感觉。昌邑有后人津津乐
道的“五大功”，指的是姜治、
浴、汾等兄弟五人开创于清
代中晚期的功泰、功裕、功
增、功茂等五个商号的俗称，
姜泊民居群大都是“五大功”
商业集团的故宅。

现年 65 岁的姜亦速是
“五大功”之一功泰号的后
人，他说，上辈是经商发的

家，父亲长年在外地经营生
意，见识了当时其他多个城
市的建筑样式，因此设计房
子时“融会贯通”了多地特
色。

姜亦速告诉记者，这楼
建于 1930 年，父亲 30 多岁
时起建，整整盖了两年时间。
“大工一天工钱 2 个大洋，小
工 1 块半，加上材料钱，家
里存款就花在这上面了。”
据介绍，这个楼用砖 10 万
块，耗资数万银元。

价值：
民居见证昌邑丝绸时代
目前已申请“国保”

据史料记载，姜泊村始
立于元朝，是潍坊古老的村
庄之一。目前该村人口 468
户，绝大多数为姜姓。在第
三次文物普查中，此处民居
被发掘出来。据昌邑市博物
馆副馆长王伟波介绍，该民
居群主要分布于姜泊村中
心的十字街周围，核心区有
31 处民居，外围有 18 处。

昌邑市博物馆副馆长
王伟波介绍，该民居群主要
是姜泊村“五大功”商业集

团的故宅，建造精良，保存较
好。其风格在保持昌邑传统
民居特色的同时，还融合了
诸多外来建筑因素，极具时
代特色。为当地罕见的保存
较为完整的传统民居。

姜泊乃至昌邑人津津乐
道的“五大功”，是姜治、浴、
汾等兄弟五人开创于清代中

晚期的功泰、功裕、功增、功
茂等五个商号的俗称，发展
到民国初期，资本雄厚，成为
山东民族工商业界的翘楚。
对以昌邑丝绸为代表的中国
茧绸业黄金时代的开辟，做
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该民居
群融入了深厚的商业文化气
息，成为国内罕有的昌邑丝

绸老字号故宅建筑群。
王馆长介绍，该民居群

对研究当时该地区的历史、
传统建筑及风土人情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些房子
中，人们也可以一窥当时昌
邑工商业发达时的盛况。且
这些民居能在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保留下来，实属罕见。

百岁老屋保护遭遇尴尬
年久失修，无奈资金匮乏

在姜泊民居群，绝大多
数的建筑都有人居住。部分
民居的青砖房已嵌上了不锈
钢玻璃窗，镂空花瓶状的烟
囱里冒出缕缕黑烟。曾经的
洋瓦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
大红砖的屋顶。细节处可见
沧桑。
“现在就希望能筹点钱

把老屋修一下，看看这门锈
的，看看这瓦破的，屋檐上的
雕刻也被戳坏了，你说疼不
疼人。”姜亦速一边看一边叹
气：“虽然房子早已归为公
有，但是自己对这座房子感
情颇深，看到它年久失修，心
里很难受。”

姜泊村书记姜福明说，
以前这些民居没有人管，也
没钱修，在经济困难时期部
分村民还将古宅改拆变卖
了。2007 年以后意识到这些
民居有价值了，才开始保护
起来。由于该村以种地为主，
村里也没有什么企业，收入
有限。虽说文物坏了就得
修，但缺乏资金，也没有修
葺的技术人员，只好一直这
么搁着。“现在申请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希望
能争取点资金，把这里保护
一下。修好了，开发一下旅
游，能给村民增加点收入是
再好不过了。”

此处民居群被发掘出
来，下一步将如何保护或利
用？昌邑市博物馆副馆长王
伟波介绍，目前该民居群正
在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这是中国对不可
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
级别。下一步将对此处进行
合理保护、科学规划，看一下
如何发展才能将文物保护与
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据悉姜泊村这些保存比
较完整的古民居群，曾吸引
《大决战》等剧组来此取景
拍摄。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李
钢 韩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