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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自己的经济条

件好了，经常服一些补益中
药或保健品，可以达到“有病
治病，无病养身”的目的。这
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其实服用补益中药在养
生保健方法的排位中属于最
后一位。位居第一的是精神

养生，第二是饮食养生，第三
是运动养生保健方法。在身
体已虚弱到采用以上三种方
法无效，或已患有慢性疾病
的情况下，方可以进行药物
养生方法。

补益中药并不是像有些

商业宣传的那样“纯天然药
物，无毒副作用”“适用于各

类人群”，而是主要适用于中
老年人中体质偏于虚弱的人
群，身体强壮的人没有必要
服用补益药。

补益中药不适用于儿童
及青少年人群。儿童为幼稚
之体，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

应按照人体的正常规律成
长。儿童时期如果服用过多
的补益药，有如揠苗助长，非
但无益反而有害。我们常见
到因儿童时期服用过多的含
有补益药的保健品而出现性
早熟及发育异常的报道。青

壮年时期气血方刚，身体强
壮，也没有必要服用补益中
药。青壮年人如果因为某些
原因而引起身体虚弱的情

况，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酌
情服用补益药物。

所以说，补益中药主要
适用于体质虚弱的中老年
人。传统中医学认为，中老年
人的体质虚弱属于虚证范
畴，主要是指机体的正气不
足而出现生理机能减退、抗
病能力低下等一系列机体虚

弱不足或衰退的现象。
中医虚证的主要表现

是：面色苍白或萎黄，精神委
靡，疲倦乏力，心悸气短，形
寒肢冷，五心烦热，口燥咽
干，盗汗潮热等。

虚证的主要原因有：先

天不足；后天失养；七情所伤
（中医所讲“七情”是指喜怒
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变
化，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正常
的精神活动范围，为正常的
情绪反应，并不会引起疾病。
当事件出现过于突然、过于

激烈时，情志波动过大则耗
伤气血，引发疾病或虚弱。）；
饮食所伤；慢性疾病；衰老。

大体来讲，中老年人的
虚证可分为气虚证、血虚证、
阳虚证及阴虚证四大类，其
临床表现如下。

气虚证，是指机体的脏
腑功能衰退、元气不足而出
现的全身性虚弱症状。中老
年人气虚证多因先天不足、
后天失养、大病久病或衰老
所致。临床表现主要为：神疲
乏力，少气懒言，面色苍白，

头晕目眩，心悸自汗，纳差
等。适合于补气中药进行滋

补，如人参、西洋参、黄芪、灵
芝等。

血虚证，是指机体内血
液不足、肢体脏腑百脉失于
濡养而出现的全身性虚弱症
状。中老年人血虚证多劳倦
内伤、思虑过度、脾胃虚弱、

失血过多等所致。临床表现
主要为：面色无华或萎黄，唇
色淡，头晕目眩，心悸失眠，
手足发麻，舌淡等。适合于补
血中药进行滋补，如当归、阿
胶、何首乌等。

阳虚证，是指机体阳气

不足、机能衰退而出现机体
反应性低下、代谢活动减退、
热量不足等症状。中老年人
阳虚证多因先天不足、后天
失养、劳倦内伤、久病虚损所
致。临床表现主要为：畏寒肢
冷，面色苍白，倦怠乏力，少

气懒言，自汗，小便清长等。
适合于补阳中药，如鹿茸、冬
虫夏草、淫羊藿、肉苁蓉等。

阴虚证，是指机体内精
血津液亏损而出现阴液不
足、阴不制阳而出现机体功
能虚性亢奋、热量偏多等症

状。中老年人阴虚证多因先
天虚损、久病耗伤阴液或热
病伤阴所致。临床表现主要
为：五心烦热，口燥咽干，潮
热盗汗，舌红少苔等。适合于
补阴中药，如女贞子、麦冬、
沙参、百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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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多又开始犯糊涂心

思，临走时指导员发现他要
带走的人失踪了，哪都找不
着，指导员气得要斩立决，
可找不着人只好怏怏走了。
天快亮时许三多摸了回来，
开口就问指导员走啦？———

他那点心思以为耗走了指导
员便过了这关，全班霍地起

身，老马带头把许三多逮回
了床上，又好气又好笑，不好
揍人便搔痒痒，许三多大笑
道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笑到后来就成了哭了，

老马和李梦心里难受，不好
再下手。老马说你干吗不去，
啥叫命令你知道吗？许三多
知道，可他离开过家，他不愿
意再离开这个家。李梦说你
必须得去，这是个机会，这个
机会有多难得你知道吗？

五班是没什么机会的，许
三多就愣了，“机会”这词他
不懂什么意思，可听着吓人。

吃完早饭，许三多将由
老马和李梦押送去团部。老
马提前给连里打电话，跟指
导员说没啥事，这孩子心眼

实在，他还真把五班当自个
家了。老马笑着说，说着就
落泪了。那边暴跳如雷的指
导员也有点傻了，过会说我
没跟上边说，带过来吧，就
当他昨晚在红三连过的。

老马和李梦押运，连踢

带骂带拽的，许三多三步一

回头到了连部，站指导员跟
前认错。指导员说算了算

了，咱们连军事训练排第
三，文娱可是排第一的，你
在这保证不比在五班差，再
说你不是还在红三连嘛！
———昨晚的闹剧让指导员
对这傻兵有点改观，他现在
愿意接受这往常绝不愿要

的孬兵。团长是说过要和这
完成他修路愿望的兵叙叙
的，就由指导员带着去团

指，到了团指再移交给团里
干事，把个不知所措的许三
多领到团长跟前。

团长从不愿坐桌子后，
说话也要满屋子踱来踱去，
很平易近人，可对许三多这
见了连长都噤若寒蝉的乡

下佬来说，他简直是个
神———许三多吓得够呛。

团长问修路，问完修路
问许三多家，又问许三多愿
不愿意来公务班。公务班是
团直属单位，主要业务是团
部的卫生勤务传送文件，轻

松惬意且很多跟领导接触
的机会。许三多问明白公务
班不配枪却不愿意来，团长
很好笑，问你打枪很准？许
三多就在新兵连打过十发，
全跑靶，可他觉得当兵的没
有枪就很亏。他认真地告诉

团长他想学打仗。团长皱眉
说当兵就为打仗，虽然没
打，可咱们时时准备着。

团长哈哈大笑了，行伍
一生的团长喜欢有斗志的

兵。他想成全这兵，全团最
会 “打架” 的自然是侦察

连。该团的装甲侦察连是钢
七连，团长说你去钢七连，
我瞧你能把路修好就能去
钢七连，不过我希望你除了
“打架”还能学会点别的。

许三多出团部，指导员就
想带回红三连，干事说他去钢七

连。指导员傻了：他？钢七连？
钢七连是全团的骄傲，

整个机械化团的刀锋，训练
最严苛的连，也是淘汰率最
高的连。指导员、老马、李梦，
任谁也不能把许三多跟那个
目高于顶的连队搭上边来。

钢七连连长高城看着许
三多，转了个大半年，胡汉
三又杀了回来。高城对这投
降兵没法不记忆犹新，军人
世家的高连长为了他的连
队荣誉，是有足够勇气也有
足够背景跟团长顶着干

的———那就是把许三多给
打回去。班长史今嗫嗫嚅嚅
地跟了连长半天，终于提出
要求：他要这个兵。没什么
理由，他不能不要这个兵。
高城终于有点犹豫，他在钢
七连从排长干到连长，可以

不给团长面子，却真不能不
给史今面子。

于是许三多终于将就被
安插在钢七连一排三班，班
长史今和班副伍六一麾下，
老乡成才住在三班对面的
三排七班，见他便欢天喜地

挤眉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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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

只能说谎。谎言能暂时平息
从下午直到黄昏的混乱。我
站起来，终于开口说话。我
说：既然我们想做一家子，那
就先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会
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来。混乱
的局面为之一改。小朱老师

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转忧
为喜的希望。我叫大师傅赶
快做菜。我们大家都饿了。凑
热闹的人们也散去了。
“我放下筷子，迎着小朱

老师和她母亲与姐姐期待的
目光，说：我晓得你们等待我

的回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们，今天你们辛苦了。那么远
找过来，吃完饭你们就在饭
店里好好休息。明天我们来
仔细商量我和朱小瑛结婚的
事，好不好？
“朱小瑛说：‘真的吗？

真的吗？我不相信。’
“她妈妈也说：‘后生，

你不是开玩笑吧？玩笑是开
不得的咧！’
“我说：‘绝不开玩笑。既

然你们找来了，这事就得有个
了断，对不？你们没看见我一

下午没做声吗？我是在认真考
虑这件事嘛。我说明天商量结
婚，肯定就是明天商量。信不
信由你们。我不再多说了。’
“小朱老师目光里又充

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她叫

了声我的名字，说：‘原来你
是个好人！’她妈妈和姐姐也

笑起来。从我见到她们起，这
是第一次她们露出了笑容。
“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

也望着我，我装作没有看
见。我主意已定。我环顾了
一下我的饭店。这生意才做
了半个月，我现在又要对自

己说：别了，我的饭店，还有
我的家；别了，我刚刚开始
的新生活；别了，让我忘记
这一切，因为我不想再看到
这样的场面。
“在安顿好小朱老师

母女三人睡在饭店之后，我
回到了父亲的家。我的哥哥
姐姐也来了。我父亲说：
儿，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啊。
我父亲又说：儿，我看这小
朱姑娘人也不错，我愿意收
她做媳妇。你母亲要是在

世，她也会同意我的看法
咧。我说：爹，我要走了。我
现在就要走。我不能够结
婚。不是说我不喜欢小朱老
师，而是我根本没想过现在
要结婚。现在她逼着要嫁给
我，我只有逃掉。我不逃掉

会被生活整死的。哪怕是人
们说的幸福的生活，同样也
会整死我。
“爹，我要走了。我父亲

和我哥哥姐姐说：小四啊，你
走，你走，你走到哪里去啊？我
摇着脑袋，说：我不晓得。我
想流浪。我父亲眼睛红了，他

说：儿，你等于是丢了工作，又
丢了老婆。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要什么呢？你命苦啊！我说：
爹，我命不苦。并不是说流浪
就会命苦。因为是我自己选
择的流浪。可能我比你们都
过得快乐。你们信不信？
“他们当然不会信。流浪

怎么会快乐呢？只有叫花子

才流浪嘛。我没办法让他们
信。但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匆
匆收拾了几件衣物，把它们
放到一个旅行包里。我说我
走啦，我去车站啦。我只要看
见火车来了就朝上头跳，不
管它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

我父亲说：儿，你这是去哪里
啊？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我会
写信给你，爹，你会晓得你的
小四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那个夜晚

离开了故乡，也离开了贵州。
我一直向北，到了北京。我怀

里揣了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
临时给我凑的八百块钱。我
上路了。流浪的生活开始了。
“我坐在火车上，心里顿

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感。我摆脱了，终于摆脱了。
我不只是指小朱老师，我指

的是我从前整个的不属于我
的生活。”哑马停顿下来，喝
啤酒，望着我。古怪的微笑倒
是消失了。窗玻璃上一些人
影和光斑晃动，也不知道是
屋内的还是屋外的，产生了
一种若即若离的迷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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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

找建文帝，一路就是鼎鼎大
名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
西洋的壮举。下面就让我们
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
澜壮阔的一生。

郑和，洪武四年出生，
原名马三保，云南人，自小聪

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
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
趣，按说在当时的中国，航海
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
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
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

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

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
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
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
有着一个最大的愿望———
去圣城麦加朝圣。

郑和的家庭经济条件并
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

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时
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
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
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
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
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

也正是因此，幼年的郑

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
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
日复一日地背诵圣贤之言，
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
力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
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
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

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
圣麦加。

如果他的一生就这么发
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
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可是
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
过一生的，伟大的使命和事
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被上天
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

是以十分残忍的方式。
洪武十四年，傅友德、

蓝玉奉朱元璋之命令，远征
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
了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
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
郑和的命运。战后，很多少

年儿童成为了战俘，按说战
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
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少年儿
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
惯例———阉割。

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
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

而年仅 11岁的马三保正是
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
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
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
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
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

起点。
悲剧，还是荣耀，只取

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
强。从此，这个年仅十一岁
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
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
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

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

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
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

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
奔。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
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
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
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
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
的就是他自己。

可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怎么能照顾自己呢？我们无
法想象当年的马三保吃过
多少苦，受过多少累，经历
过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
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
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

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
成为了伟大的郑和。

在度过五年颠沛流离的
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
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

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
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

寡言却又目光坚毅的少年，
并挑选他做了自己的贴身
侍卫，从此马三保就跟随朱
棣左右，成为了他的亲信。

金子到哪里都是会发光
的，马三保是个注定要成就
大事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

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
死。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
立刻封马三保为内官监太
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
职，永乐二年，朱棣又给予
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
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

个名字注定要光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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