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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仙子
（外二首）

□ 郑峰

梦中醒来
窗含明月，
像一颗硕大的白珍珠
依稀还有绿叶相伴轻拂
分明是一颗破壳而出的荔枝

我眯上眼睛张开大口
啜一口，神清气爽
咽一口，全身通透
终于饮到了高天之坠露矣

集天地精华的江南尤物
红尘中，
是杨贵妃运荔的快骑
宫殿里，
闪烁着美人期盼的眼晴
从此，
你成了世人的万千宠爱
满载着人生故事和凄美的爱情

朦胧里，披衣下床
月光中，宣纸上走笔描红
手舞春风得造化
笔召幽人饮露华
喜赏满篇红艳凝脂
明朝深巷里我去卖荔枝

喜欢西湖

喜欢江南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总认为写的就是西湖

喜欢江南
总觉得江南就是西湖
后来，读了写她的诗文
又感到，西湖就是白娘子
是白居易、苏东坡、苏小小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几乎成了她的绝唱

真羡慕东坡、乐天
一生能有机会在此为官
修桥、治水，造福一方
世间留下了
千古传诵的苏堤、白堤
诗词流芳千古
政声远播后世
读书、做事、放怀畅游
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人生一世，有此足矣

青梅煮酒

一部《三国演义》
开启了青梅煮酒论英雄
虽然这可能是个质疑
但仍被世人乐道传诵

小说中的故事已不重要
这里寄托了理想和憧憬
盘中有青梅，酒中也有青梅
二人小亭对坐
开怀畅饮，纵论天下
何等的潇洒风流

对饮的主人曹操、刘备
皆为当代后世的大英雄
于是，酒和青梅
升华为一种精神文化
融汇到华夏文脉的江河中

杏杏庐庐把把臂臂
□ 刘培国

端午第二天，气温飙升
到40℃。博山镇朱南村杏山
新庐，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
起。摄影家焦波与清华大学
医学院细胞治疗研究室张明
徽教授，原本毫不相干的两
个人，却在同一个攸关“生
命、生存、生态”的坐标上奇
迹般交会。

这是一次偶然的跨界，又
是一次必然的吸引。

在乐和新医杏山新庐康
复研究基地的一棵银杏树下，
我与焦波、明徽、韶华、新华等
有一次午后长谈。银杏树不
高，却树冠匍匐，翼如凤凰，枝
繁叶茂，铺下一片浓荫，树上
百灵鸣啭，竟然四面来风，遍
体舒爽。

焦波：从“影痴”到“树痴”

焦波、张明徽同为山东博
山籍。

焦波出生于源泉镇天津
湾村，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
摄影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图
片库艺术总监位置退休。摄
影作品《俺爹俺娘》获国际民
俗摄影大赛“人类贡献奖大
奖”，纪录片《俺爹俺娘》先后
获得中央电视台评委会大奖，
中国电视星光奖一等奖，中国
电视金鹰奖一等奖，全国纪录
片大赛特别大奖、纪录片学术
委员会一等奖，中国新闻奖，
法国飞霸电视节、东京电影节
入围奖。他还拍过《乡村里的
中国》《出山记》《淘宝村》《川
流不息》《大歌》等纪录片。
2019年12月，在法国科梅伊
举办的“纪念摄影术诞生180
周年”活动中，被评选为摄影
术诞生180年180人之一。

通过焦波，人们记住了
“俺爹俺娘”，焦波则记住了娘
的嘱托——— 退休了就回家种
地。15年前，焦波从一个典
型的“农夫导演”，彻底回归山
野。2008年，他在岳阳山包
下千亩荒山，拍电影回报的收
入、募捐的收入900多万元悉
数用于植树造林，反哺养育了
自己的家乡土地，这是焦波在
事业巅峰时刻的回归，是一次
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皈依。

“15年的辛苦不寻常！”
初进山，到处荒野秃岭，他盖
起一栋看山房，打一眼300米
深井，开始了他的植树生涯。
十年种树。几万棵树被一一
栽了下去，国槐、银杏、枫树、
玉兰、核桃、板栗、柿树、白杨，
都成了气候。柿树、君迁子等
浆果，养育着无以计数的鸟
类，而大量的栗子、核桃，则成
为松鼠家族的食粮。

焦波把包下的千亩山林
称作“焦山”。他在山半位置
围了一个湖，湖边造了一个

“巨石阵”，人们说那是“图
腾”，我说那是焦波与野山交
流的“语言系统”，他告诉大
山，我来了，不走了，要通过余
生奉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绿水青山。

张明徽：
免疫治疗
一定是癌症终结者

而张明徽，则是博山西冶
街走出去的免疫学博士，清华
大学医学院细胞治疗研究室
主任，致力于肿瘤免疫学理论
及创新性免疫治疗技术研究。
他是乐和新医的奠基者。20
年前他在一瓶即将丢弃的细
胞培养瓶中，无意发现了癌细
胞的“超级杀手”——— 免疫细
胞里的NKT细胞，并将之实
践于癌症的治疗。率先在国
际上建立了NKT的大规模扩
增方法，确认了NKT的双向
抗肿瘤效应，创立了基于
NKT的新一代抗肿瘤免疫细
胞治疗技术，系中国抗肿瘤免
疫细胞疗法创始人。随着癌
症研究的深入，张明徽教授认
为，以癌症、代谢性疾病、心理
疾患为代表的慢性疾病，是当
今困扰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
单一某种方法只能解决一部
分问题，不能解决系统问题，
要想“天下无病”，就必须具备
全局观、整体观，在解决系统
问题上下功夫。由此，张明徽
不懈地探索疾病之源，又从一
位癌症免疫学研究者成为系
统医学和新医学的探索者、大
众健康的科学布道者——— 创
立了新医学体系“乐和新医四
法”，致力于现代医学、中国传
统医学、积极心理学和营养学
的融汇研究。利用现代免疫
学、中医能量医学、未来信息
医学的方法，建立了安身、安
心、安神的新医治疗次序，实
现了慢病的非化学药物治疗
与治未病的本愿。越来越多
的研究使他意识到，科普和教
育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解决自
己在实验室和医院门诊解决
不了的问题，他要从医学科学
研究的最精微处——— 细胞免
疫学领域，走向大众，走向最
广阔的乡野。

乐和新医，践行和实验的
就是明徽“不药而愈”的理念，
也是他未来医学研究中心的
理念。选择博山杏庐建立康
养基地，就是这一具体实践的
积极尝试。

深厚的乡土情结
与农民关怀

两年前的秋天，由焦波组
织发起的“中国·淄博天津湾
乡村影像大集”举行。焦波与
全国顶尖摄影家的精彩摄影
作品，每一幅都是中国乡村历
史进程的真实记录，展示的是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变
迁史。

10月27日下午，一场聚
焦“三农”的影像论坛在焦山
柿林开讲。这是一次鲜见的
乡野论坛，四五层弧形梯田构
成着世界罕见的巨大论坛场
景，每层梯田上都生长着巨大
的柿子树，讲台设在最下一层
的中心，一块几吨重的石板是

天然的讲桌，多位艺术名家、
影像名家在央视主持人敬一
丹的主持下轮番上台，数以
千计的艺术家、摄影家在柿
树间的蒲团上席地而坐，上
下互动，畅谈“乡村影像助力
乡村振兴”“文化如何带动产
业发展”“如何用产业化思维
做好农文旅融合顶层设计，
构建农文旅产业链，以更好
的方式触达受众”“如何系统
解决要素投入”的精彩故事
与生动阐释。

论坛参与者从各自专业
角度畅谈了乡村影像如何记
录中国的变迁，专家教授们放
谈焦波的《俺爹俺娘》影像直
击心灵，让很多城里人通过镜
头了解乡村，发现乡村之美，
也激发村里人用影像记录乡
村，分享乡村故事，影像大集
助力乡村振兴大有可为，希望
未来可以“影像与自媒体”结
合直播乡村，打造乡村品牌，
吸引更多资源集聚乡村，活化
乡村，重塑乡村。半汤乡学院
院长陈民利教授重点阐述了
影像艺术如何带动乡村产业
发展，认为影像艺术带动乡村
产业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村
庄与村民协同发力，推进影像
大集这类艺术文化活动常态
化，以促进衍生产业与乡村资
源的融合发展。

论坛举办在博山，其文化
价值却辐射到博山以外，这是
焦波下的一步大棋，他的后手
是打造一个乡村题材电影和
乡村摄影创作交流的国际性
平台。与其说这是焦波的胃
口，不如说是他深厚的乡土情
结与农民关怀，与他把照相机
镜头、摄影机镜头对准乡村，
与他从“影痴”变“树痴”，在逻
辑上一脉相承。

人体第二能量系统的
探秘者

杏山新庐康复研究基地
的运行，受到了无数肿瘤患者
的积极响应。

今年4月，基地开始招募
学员，每期历时两周，迄今已
经举办了五期。来自全国各
地的学员入住，体验“粗茶便
饭”极简生活，其中还有“辟
谷”。明徽对“辟谷”的表述
更科学更专业，即深度饮食
调理。“辟谷”的实质就是“重
启”，恢复“出厂设计”。这个
理念叫人信服。之所以需要

“重启”，是因为人在生活过
程中偏离了原本健康的习俗
习惯，比如违背自然规律、无
休止地熬夜、缺乏应有的情
绪管理、暴饮暴食等。这些
偏差行为都会使我们的身体
作出身心上、技能上的应激
反应，走上与健康相悖的方
向，长此以往，身体就会以疾
病的方式宣示我们必须要做
出某种改变。

选择杏山新庐，也是看中
环境的力量，昔日旅游胜地变
身康养秘境，医学人员承担患
者健康的引导者。内在力量

调动起来，一切皆有希望。

捍卫最后的
“山地石屋”样本

焦波包下的岳阳山上，有
一处远离村庄的“山地石屋”，
从看见它那一刻起，他就下定
决心用生命来捍卫它。

石屋占地不足半亩，两进
院落，有石屋一栋三间，一栋
草屋三间保存完好，另一栋石
屋两间已是断瓦颓垣。这个
石屋群落，几百年里，阚姓家
族兄弟五个在此繁衍生息，他
们下山定居以后，这个院落成
了一个标本。

焦波深谙它的价值，是行
走过太多的中国乡村，看见过
太多的古村落、古民居毁于

“保护性湮灭”。在贵州遵义
仡佬族聚集区，他苦口婆心让
农民一定把最典型的古民居
保留住，但事与愿违，农民不
是给拆了重建，就是给刷上涂
料油漆，认为那样好看，是“乡
村振兴”。

我两次上焦山，焦波两次
带我参观石屋。石屋被巨大
的柿树、核桃树、槐树掩映在
浓荫下，转过两面高矗的石堰
夹道的山路，绕过巍峨的柿树
左转，就进入了一个场院，这
是农家场景标配，山岭薄地打
下的谷子、高粱、玉米，在这里
打场、晾晒，然后归仓。

“保留这一份样本，就能
知道我们祖先自给自足的智
慧，领会其‘法于阴阳，和于术
数’，与大自然和谐统一，这不
是很有意义吗？”焦波的感悟
竟然与明徽“乐和新医四法”
理念不谋而合。

胃肠道菌群“重启”
旨在“不药而愈”

人体常规是靠营养维系，
人还有第二套能量系统，可以
双向切换，直接利用外部的能
量，专业背景下的“辟谷”就是
寻找切换点。找到切换点，就
找到了能量切换的拐点，然后
循序渐进，引发基因层面的变
化，达到整个身体“重启”的目
的，很多病会迎刃而解。明徽
去年就提出胃肠道菌群“重
启”概念。人生下来肠道菌群
都是相对恒定的，从母亲身上
遗传而来，但人一旦接触外部
的食物环境，各种吃喝，饮食
习惯不一样了，肠道菌群就会
失衡。肠道菌群可以“重启”，
人体其他能量系统也可以“重
启”。这些研究和方法就是尽
可能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
化学药物治病不治本，“不药
而愈”空间巨大。

张明徽、焦波轮番分享
他们的案例，我想，他们的行
为艺术才是“能量切换”的精
彩案例。回归生命初始，回
归事物本源。同时，两人的

“巅峰回归”，让我们领略了
“大道至简，殊途同归”的
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