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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联合国发行12种濒危动物邮票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17日发行了与《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合作推出的第27版濒危物种系列邮票。

该套邮票所展示的12种动物均被列入《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

由葡萄牙设计师桑德拉·马西埃拉设计的这套邮票展示了世界各地多种动物，包括大锤头鲨、安第斯火烈鸟、达尔马提亚鹈鹕、埃及秃鹰、西藏野驴等。

这套邮票的发行日期为2月17日至22日。其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在印度举行。

目前，联合国邮政管理局是发行美元、瑞士法郎和欧元三种货币面值邮票的唯一邮政机构，自1951年成立以来已发行1000多种各类邮票，主题涵盖全世

界普遍关心的各种议题和问题。 据新华社

疫情当前，就是大敌当前，对于普通人来
说，这不是一个“迎面而战”的敌人，而是一个
需要“躲避”，才能将其消灭的敌人。

于是，听从政府的号召，多数人就“蛰居”
在家——蛰居，就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可是，蛰居，并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
更不等于隔断人情的交流；恰恰相反，正因为

“蛰居”了，人们才更加大了对国事的关心，对
家事的关注，对个人感情的交流。

只是，不能面对面的交流，不能聚在一起
交流了。人们，是通过电视、电脑，尤其是手机，
进行交流。

最重要的，还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疫情的
发展，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地方政府的重要
指令，抗“疫”的进展情况，出现的好人好事、英
雄人物等等。

政府的运筹帷幄，统一调配，让每一位中
国人放了心，也增强了自信心；地方政府的具
体擘画，让每一项国家政策，落实到具体的行
为细节中，使“防疫”有了切实可行的实践保
证。世界各国、各地对中国防疫的物资或者精
神支援，让每一位中国人感受到了友谊的温
暖；全国各地对武汉的支援，让人们看到了政
府指挥的力度，看到了中国人“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美好精神品质，更让人感受到了中国
人“团结的力量”。

“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是口号，更是
信心，是力量，是希望。

对国事的关心和支持，是一种“浓挚的国家
情”——尤其体现在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中。

地方政府，有什么新的具体“防疫”措施出
台，人们即可纷纷在微信圈中传播开来，都想
在第一时间内，使更多的人知晓。

某县医院的医疗设备告急，发出“求助
信”，微信圈中的朋友们，就纷纷将“求助信”发
布于自己的微信圈，一传十，十传百……问题，
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某感染者“藏匿”了，人们在微信上纷纷发
出“追索”，很快将“藏匿人”找出，交给相关部
门处理。

那些不畏“疫情”，迎难而上的逆行者：医
生、护士、军人，以及环卫工人等等，他们在前
线舍生忘死地奋战的同时，也受到全国人民的
关心和挂念，人们在送上物质支援的同时，也
在内心中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血浓于
水，人间真情在。

“蛰居”在家中，分享，便成为一种很重要
的情感交流方式——分享国事家事，分享自己
的生活。

乡村，分散而偏僻，所以，防疫就成为了一
个难点。但农村干部们，自有其“妙法”，许多
人，就把农村干部们在大喇叭上的讲话，分享
到微信圈中。天南地北，南腔北调，一些讲话，
甚至很粗鲁，但他们朴实，他们“真诚”——真
诚地落实国家政策，真诚地关心和爱护乡人。
所以，这种分享，并不仅仅是“博人一笑”，而是
在笑中，让人们看到了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落实
情况，和村干部们的务实精神。

“蛰居”家中，生活，还要继续。
一些人，就把自己家中的生活情况，分享

到朋友圈中，如做饭、吃饭，室内运动，乡村风
景等等。总是那么难温馨，总是那么亲人；事情
虽小，却带给人们一份小小的欢乐，让人们明
白：生活，总是美好的。

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不时，互相问一
下；人虽不见，但心相连，浓浓的都是人情味。

只要人间有真情，战胜了“疫情”，就又是
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原来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艺
术家，在诗、词、文、赋上达到一个高
峰，在书法和绘画上有着很高的造诣，
而且他还对中国医学颇有研究，在医
药、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他在
少年时期，不仅苦读经史，而且也读了
不少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
《别药性论》等。他在进士及第入仕后，
利用在京城和各地为官的便利，拜访
御医、医学大家和民间郎中、僧道，收
集到不少宫廷秘方和民间偏方。他运
用所学医学知识，义务为百姓看病，救
死扶伤。他在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看
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就把在京
城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誊写出
来，张贴于市，供百姓采用，得到民众
称赞。有一年，苏轼专程到老家眉山拜
访当地名医巢谷，寻医问药，恳求防治
瘟疫的药方。巢谷有一祖传秘方“圣散
子”，但是其家规规定不得传于外人。苏
轼言辞恳切，再三请求。巢谷被苏轼的
真诚所感动，答应将药方传给他，但是
要苏轼指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发誓
后，得到了“圣散子”。《伤寒总病论》记
载此方为：“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
菖蒲、茯苓、高良姜、独活、柴胡、吴茱
萸、附子（炮）、麻黄、浓朴（姜炙）、藁本、
芍药、枳壳（麸炒）、白术、泽泻、藿香、吴
术（蜀人谓苍术之白者为白术，盖茅术
也，而谓今之白术为吴术）、防风、细辛、
半夏（各半两，姜汁制）、甘草（一两）。”
此方到底有什么作用？苏轼在《圣散子
叙》中盛赞说：“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
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
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
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止尔无恙
……。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
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
入其门……。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

苏轼是政治家，胸怀黎民百姓，
他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也顾
不上曾经的毒誓了，将药方献出来。
得了瘟疫的百姓用了“圣散子”后，大
多数人转危为安。“谪居黄州，比年时
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圣
散子叙》）。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弟
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
盐酒税期间，也遭遇了一场大疫，苏

轼得知后，也将“圣散子”交给子由，
救民于倒悬。后来，蕲水名医庞安时
到黄州拜访苏轼，二人相见恨晚，结
成好友。苏轼将“圣散子”传给了他，
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收录
此方，苏轼专门作叙记之。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52岁的
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得以东山再
起，到达杭州任太守。赴任后的苏轼也
是春风得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
场。他利用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向朝
廷争取资金4万贯修缮官衙、城门、粮
仓等。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上任
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嚎，
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
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
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立即上
奏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
之一，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
以换取粮米救济饥饿的人，向贫病交
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以
解饥荒。这才稳定了物价。他还命令官
府做了很多饘粥，救济饥民，又拿出
“圣散子”，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
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
救活了很多人。苏轼在《圣散子后叙》
说：“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
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
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
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
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
久。”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
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
常多”，于是苏轼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
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自己又
慷慨解囊，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
中心众安桥，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
名“安乐坊”。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
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风
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

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
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
“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
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
袍”，使其具备了“公务员”身份。宋徽
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
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郑学富

苏东坡的抗疫

秘方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上任湖州

知州才三个月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

狱。在众人的营救下，苏轼得以从轻发落，被

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此职相当

低微，并无实权，而且还受当地官员的监视。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和长

子苏迈离开京城，前往黄州。父子两经过一个多

月的跋涉，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暂住在定惠

院。此时的苏轼已是心灰意冷，心情郁闷，在黄

州游山玩水，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赤

壁怀古》等名作。他还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一块

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由此而来。

就在这一年，一场瘟疫在黄州大爆发，气

势汹汹，迅速蔓延，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身

处逆境的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是想

到自己的利益安危，而是惦念着水深火热中

的百姓。他手中正好有一秘方可用，此方名曰

“圣散子”。苏轼何来此方呢？

“疫情”下的

人情美
◎路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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