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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狄狄振振声声：：运运河河沿沿岸岸的的中中医医世世家家
爷爷行医济世名扬四方，家中至今收藏大量中医古书

一摞摞泛黄的古书，就像开启一段尘封的历史：在七级古镇，世代枕河而居的狄家是一个中医
世家，80岁的狄振声谈起自己的光辉家史，依然难掩自豪之情。

走进七级古街区，斑驳陈旧
的青砖古房、黝黑的木板门映入
眼帘，仿佛时光穿梭，回到了明
清时期。那时，这里有一家著名
的狄家中药铺———“春和堂”，现
在狄家后人，今年80岁高龄的狄
振声老人，依然住在祖辈留下来
的老房子里。

儿女都不在身边，狄振声一
个人居住，身子骨还相当健朗，
洗衣做饭样样行，每天清晨即
起，走出家门百余步，就来到了
运河边，一早一晚到河边散步，
成为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明清时期，运河从小镇中间
穿过，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运粮
码头，因此繁华一时，成堆的粮
食(主要是小米)堆积如山，因此
有“金七级”之称，那时大街小巷
熙熙攘攘，号称有“七十二座庙，
七十二眼井”。

“我年轻时，运河里还跑船，
每天都到河边玩耍。”如今，每天
走在运河边，前几年新出土的古
码头，斑驳的北大桥，甚至啥也
没留下的一片空地，都能勾起狄
振声的无限回忆。

从阳谷一所职校中医教师
岗位退休后，落叶归根，狄振声
回到了七级镇，热爱书法的他加
入阳谷县书法协会，是七级分会
的会长，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
读书、看报、练字，每月要到县书
协开会，回来后还要召集会员开
会。

八十岁高龄

每天依然忙碌

狄振声记得他爷爷狄大
光在世时，狄家药铺还颇具
规模，现存的古街区，多半都
是当年行医的诊室、药房。

当时的狄家药铺“春和
堂”闻名四方，狄大光在清未
民初时期，为四庄李的清末
武状元李孟悦的母亲治好了
病，李状元感恩戴德，给狄先
生立碑二通，其一是“嘉惠均
沾”，其二是“甏德可风”，使
狄老先生更加闻名遐迩。

抗战时期，狄大光多次
为抗日将士治病疗伤。解放
战争时期，经常与徐翼司令
小酌共饮，为解放军伤病员
治病疗伤。建国后由周参议
员领导组织了“徐翼县人民
医院”。徐翼县迁阿城后，狄
老先生入聊专医院任中医医
师。

相传，有一年，狄老先生
在上海协和医院遇一夫人在
住院治疗，用当时最先进的

西医技术治疗，怎么也不见
好转，狄老先生用七枚枣子，
三天内把病治好了，惹恼了
洋教士，想把狄老先生置于
死地，因此打起一场官司。狄
老 先 生 把 一 部 本 草 倒 背 如
流，本草多少页是什么内容，
七枚枣子为什么能治好病，
他据理力争，对法官提问有
问必答，洋教士闭口无言。这
场 官 司 以 狄 老 先 生 胜 诉 告
终。

狄大光行医济世名扬四方

在古街区其中一间房子的木
板门上，依然贴着“中药房”字样。
狄振声说，这是前几年他侄子开
的中药房，后来为了保护古街区，
原有的集市搬到了前街，这里日
益冷淡下来，药铺就关门了。

狄振声一家六世从医，高祖
父狄贵馨是从张仲景的寒病论
开始，曾祖父狄金召继承父业，
到祖父狄大光发扬光大，狄振声
的父亲狄有庆也行医济世。因是
中医世家，狄振声翻箱倒柜，抱
出一摞摞中医古书，有很多像是
清代手抄本医书，每一页都是竖
排字，密密麻麻布满隽秀的蝇头
小楷。

狄振声说，狄家后人多数从
事的行业跟“医”有关，遍布大小
医院，尽管他没有当医生，一辈
子也是从事中医教学。狄振声细
数家族内几代人从事的事业，然
后告诉记者，“家族从事与医学
有关的职业到我的子侄辈已经
是第六代了。”

晚年的狄振声生活恬淡，是
中医让他更懂得生活。看着狄振
声家一摞摞泛黄的中医医书，听
老人讲述这个家族六代人与中
医、医学的渊源，记者像是跟随
这个家族一路从创业到曾经繁
华，看到了家族内后辈们有些投
奔其它职业，也有后人依然守着
中医这条根脉传承着这个小镇
世家的医学之路。

后人多数

跟“医”打交道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杨淑君 凌文秀

狄振声老人为本报行走运河报道活动题写“行走运河，助力申遗”字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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