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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的沙湾古镇分外妖
娆， 到处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
纱。 民以食为天，古镇的夜生活
就是从吃开始。

位于安宁西街 4 幢标志性
仿古建筑大茶楼、冠南楼、金龙
楼和青萝会馆，是沙湾特色茶楼
食肆， 各种茶、 茶点应有尽有，

“沙湾姜埋奶”享誉粤港澳，传统
的菜色如鸡丝酿芽菜、沙湾别茨
鹅、豉椒碌鹅、狗仔粥、牛奶宴等
也极具吸引力。 酒吧街的风情引
人入胜，有各种各样的酒，尤以
珠江啤酒、 青岛啤酒为主打，也
有部分酒廊自己现场酿造啤酒，
各家生意非常红火。 逛街逛累了
就找一家酒廊买一扎啤酒，与三
五知己最好是情侣一起坐在僻
静的地方慢慢品酒， 吃小吃，欣
赏轻音乐，什么也不用想，那种
滋味赛过神仙。

夜色中古镇的街景十分迷
人。 手信街售卖的古镇特产、全
国各地的名优产品让人应接不
暇，琳琅满目的商品很容易激起
游人的购买欲望。

古 镇 有 很 多 张 靓 丽 的 名
片。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丰富，大量祠堂、庙
宇等古建筑和商业遗址、 民居
遗址保存完好， 广东音乐、飘
色、龙狮 、兰花 、饮食等民间艺
术和民俗文化长盛不衰。白天看
祠堂、 庙宇等古建筑和商业遗
址、 民居遗址无疑比较清楚明
白，但没有了想象空间，缺少了
情趣。夜晚到这些地方去就有一
种冒险的感觉，这些古建筑的灯
光都不是很明亮，加上这些古建
筑比较老旧，吸光性强，因此给
人阴冷的感觉，那种影影绰绰让
人浮想联翩。

天马行空的思想，满腔的郁
闷，激越的心情，都可以在古镇
得到释放。 留耕堂、何炳林院士
纪念馆， 能让你感受到祠堂文
化、 宗族文化和建筑文化的魅
力。 广东音乐纪念馆、何少霞故
居等能让你感受到原汁原味的
粤剧、广东音乐的乐趣，感兴趣

的话还可以唱上几段粤剧，领略
艺术家的情怀。 炽昌堂展示的一
套国家级礼品瓷器———110 幅
水浒故事瓷画，让你惊叹中国陶
瓷艺术的博大精深。 历经几百年
沧桑的蠔壳墙，让你深深佩服古
镇建筑的奇特。

夜色下四处寻找住宿落脚
点也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 因为
古镇核心区难以找到停车的地
方，我只好把车子停歇在隔中心
区较远的街区，拖着行李，走在
古老青石板路上。 古老的街道透
着现代文明，热闹之中有着几分
宁静，现代商店与古老食肆夹杂
其中。 走在幽深的巷道上，让我
体会到古镇千年文化的底蕴，倾
听到古老历史的回响，遐想在某
个夜晚何少霞也如此徘徊在古
老的青石板路上，那不时闪现的
私塾，哪一间留有何少霞朗朗书
声？ 拐角处突然冒出来的小商
店 、裁缝店 、手工陶艺馆、美术
馆，又让我疑心穿越历史时空。

尽管寻找到的家庭旅馆地
处偏僻，房子老旧，空间狭小，设
施简陋， 但满足了我猎奇的心
理，捕捉到古镇千年的精灵。 单
看这三层楼的古建筑就是一道
风景线，如果不是富人如何能建
这样的豪宅? 豪宅建在什么年
代？ 豪宅在当时的地位？ 豪宅的
主人是什么身份？ 这都让我产生
了许多猜想。 一楼进门是小客
厅，并有两间卧室，二三楼各有
三间客房。 小客厅布置得很温
馨， 就如同平常人家的摆设，有
红木桌椅、茶具，靠入门窗口摆
有花盆和书架，可以让客人会客
或者看书、喝茶、聊天。我选择住
在二楼靠巷道的那间客房，可以
看到街景，又比较安静。 原以为
古宅的楼梯应该是木制的，没想
到楼梯居然是砖砌的。 楼梯和房
间的窗棂都是木格彩花玻璃做
成，房门应该是装修客房时新换
的。 由于房间的装饰风格有些仿
古， 而床和卫生间用品又很现
代，有一种混搭的感觉。 好在一
夜都是美梦。

那年保安说了一句“快跑”， 没有犹
豫，拔腿就跑，没想到这一跑，跑了十一
年。 那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

也许之前没有经历过，震动来的那一
刻，有些愣住，耳膜中除了吼叫，就只剩
下一句“快跑”， 满头白灰的保安第一次
凶神恶煞，来不及回答，拔腿就跑。 回过
头， 平日空旷的操场显得那么的拥挤，可
我还在跑着，这一跑，我跑了十一年。

我看见墙壁的砖瓦在脱落，我看见家
长一个个冲进学校，我看见了我从未见过
的充满恐惧的脸，而后我在父亲的臂弯里
流泪。 很多年后，再回忆，除了一句撕心
裂肺的“快跑”，就只剩那一片废墟。

之后的十一年，我都在“快跑”，只是
比那年跑得更加有安全感。跑过了懵懂的
年纪， 渐渐成熟。 只是这条跑的路上，我
付出的比我得到的少，可以说是运气。

偶尔回想起那年的点点滴滴，仍心有
余悸。 墙壁瞬间开裂，砖块掉落，一声一
声撕心裂肺。 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可怕，当
那一刻真的到来，我没有办法动弹，甚至
是哽咽。 一个月的帐篷生活，一个月不间
断的吃泡面，除了新闻中死亡人数不断地
升高，就只剩一声声的叹息。 不知道从哪
里传来的消息，水坝溃坝了，大水来了。那
时候，我们在乡下，是个平原，如果大水来
了，我们走不了了。 外公当时显得格外淡
定：“没事，这种事想逃也逃不了，如果真
的来了，让这两个孩子去院子里那棵大树
上，我们就看命吧。 ”大水没有来，我们睡
得很香。

时间不会停止， 源源不断的外地人来
到四川援建，新建的房屋，新打的路基，日
子开始恢复正常，我们也从帐篷回到家里，
只是时间能带走的只有表面， 没办法带走
内心的创伤。 那句“快跑”，我记了很多年。

也许那一次灾难给了很多人阴影，给
了很多人不安，但是它的确从另一个角度
带给我动力。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很多
人也许并不能体会那“快跑”这两个字对
我的意义。 我们一生中除了最后一刻，都
会在奔跑的路上。 跑过了生死，跑过了青
春，跑到了现在，还得继续跑下去。

越长大，越觉得孤单，却一直不愿承
认。 以前是父母牵着你的手奔跑，到后来
只有你一个人奔跑。 村上春树说：谁都不
喜欢行李重啊，但是不知不觉行李会变得
越来越重，这就是人生。

现在的我， 并没有害怕跑道上的尖
刺，哪怕满身泥泞，我依旧满腔热血，因为
我经历过， 所以我明白奔跑对于我的意
义。 但愿在任何角落的你们，也能够继续
奔跑，没有负担，只有憧憬。

一地有一地的美术特色。
虽然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
异，“天涯若比邻”已经不再是
远古的梦想，从而引发的地域
差异越来越微乎其微，但当我
阅读邝文强的绘画时，还是不
自觉地想到了美术的地缘因
素与区域特色。 在邝文强的花
鸟画中， 有着浓郁的岭南特
征。 不仅因其题材来自物产丰
饶的广东各地，也不仅因其长
期居住于广东，更重要的是在
其画中表现出的从“岭南画
派”高剑父、高奇峰等人以来
所形成的光影变化与雅俗共
赏的艺术品格。 他的花卉，游
离于形似的质感中，对空气与
明暗对比的渲染尤其着力，且
富有色彩与视觉的多元化。

近年来， 邝文强以虔诚之

心，进京问道。 在工笔与写意
之间、 在形似与神似之间、在
装饰与制作之间，邝文强试图
在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当
下的花鸟画坛，呈现出回归传
统，工写结合的倾向。

不仅在花鸟画方面游刃有
余，在山水画方面，邝文强也
充分展现出独到的艺术技巧。
他喜欢描绘南国水乡，也钟情
于北方的名山大川。 有豪放之
气，亦有婉约之情。 他将寓目
的山水，通过笔墨解构，成为
胸中山水，挥洒于纸素，成其
别具风情的山水模式。 他用笔
有粗犷，也有细腻。 有文人画
倾向，亦有非文人画意境。 在
其勤奋的笔耕中，我们能看到
他在砚田探索和奋进的轨迹，
也会有一个未可限量的未来。

□范 昕

十一年，
我都在“快跑”

□魏捷仪

沙湾古镇

□王 元

泮塘五秀（国画） □邝文强

寓豪放于婉约 □朱万章

乡 间 的 大
蓟 、小 蓟 、泥 胡
菜 都 是 菊 科 的
野花 ，都是紫色
的 ，花型看上去
差不多 ，几乎没
法儿区分。 但是
叶子不同 ，大蓟
有刺有裂 、小蓟
有刺无裂 、泥胡

菜无刺有裂。 花谢了以后柔软
轻盈的样子比蒲公英有诗意
得多。 在老家，大、小蓟统称为
“萋萋菜 （音 ）”，去地里薅草最
不喜欢遇到它，扎手。

构树， 小时候大人们告诉
我它叫“初桃（音）”。 不知道什
么缘故，它总也长不高，没个树
的样子， 又比小灌木高了一大
截。 人迹罕至的地方它会无拘
无束地长一大片， 橙红的果子
熟透了就吧嗒吧嗒掉在地上 ，
染得树下脏兮兮的，一片狼藉。
长大后进了几次山，才知道，有
了适宜的生长空间， 它也可以

长得很高大。这几天翻植物志，
打开 《救荒本草校注 》，最前面
的插页就是很大的楮 （chǔ）桃
图，就是构树。 呀，原来我们质
朴的乡土， 悄没声息地就潜藏
了厚重的文化。

现在看来石榴太艳俗 ，小
时候还是很稀罕的 ，莫名其妙
总喜欢掰它的花托 。 韩愈有
《题张十一旅舍 》： “五月榴花
照眼明 ，枝间时见子初成 。 可
怜此地无车马 ，颠倒苍苔落绛
英 。 ”《红楼梦 》中有谜语一样
的诗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
开处照宫闱 。 三春争及初春
景 ，虎兕相逢大梦归 。 ”“照眼
明 ”，“照宫闱 ”，都是说的石榴
花红得明艳。

蔬菜的使命是果腹 ，开花
是捎带的 ，不过也会令人过眼
难忘。 茼蒿花像野菊。 萱草有
金黄和橘红色 ， 土质不同 ，花
的颜色会有所变化。 萱草是一
个大家族 ，其中的一种 ，就是
大名鼎鼎的黄花菜。 土豆花朵

洁白 ，气味清新 。 黄瓜花很招
蝴蝶 。 天天浇水 ，黄瓜就会长
得特别快 。 白菜也会开花 ，跟
油菜花类似。 遗忘在土地里的
萝卜也会忘乎所以地开起花
来，小小的，竟然也很漂亮。

豌豆荚和豌豆花都可以摘
着玩。香菜长老了会开花，淡粉
色。 红的紫的牵牛随随便便就
能开得像匹花布。 荞麦花开白
雪香，其实荞麦也有粉色的花。
柳树是在开花呢，还是发芽？没
人理那么多， 只把柳絮捋了做
菜，树皮拧了做柳笛，脆生生地
吹半天。 谁家偶然种盆马齿菜
花，很让人眼前一亮。大葱也开
花，淡紫色，看着很清爽。 漂亮
的睡莲我小的时候其实没见
过。 从老家去开封爷爷奶奶家
的路上倒是总看见大片的荷
花，只是不能下车，很遗憾。

大概是我刚上小学 ，或者
那之前 ，家里种了好大片的西
瓜 ，还请了个王老头儿专门指
点种瓜。 瓜的味道早已没印象
了 ，只记得爸妈经常带范小弟

去邻村或者更远的地方走街
串巷地卖瓜。 有一次给我带了
几个红红的小果子回来 ，我简
直要怀疑他们出去每次都会
有奇遇 。 为什么不是带我呢 ？
我也不知道 。 或许是他小 ，搁
家里不放心吧。

小学毕业后爸爸送我去爷
爷奶奶家住一个暑假。 第一次
离家那么长时间， 那时电话又
不普及，我倒也挺自在，假期过
完就回了，对想家这回事，完全
没概念。 只是推开院门的一刹
那，只见满地桐荫，几棵大丽花
垂着脑袋，沉甸甸地怒放着。心
里一惊，呀，花儿都开了。

杏花 、 臭椿花 、 梨花 、楝
花 、罂粟花 、凤仙花 、苘麻 、仙
人 掌 花 、葱 兰 、鸭 跖 草 、小 麦
花 、玉米花 ，乡间的花 ，多得是
数不完的 ，回忆起来 ，总是繁
华满地 。 隔着几十年的光阴 ，
回头想这些色彩斑驳的花草
和往事 ，感觉时光飞逝 。 我站
在时间里 ，风声鹤唳 ，影子生
出一层锈。

花草往事
的夜

本版制图/黄文倩

杜甫诗篇传颂千古，影
响了后代无数文人墨客。 杜
甫的作品能大量流传于世，
北宋“两王”———王洙、王琪，
功不可没。

《旧唐书·杜甫传》 称：
“甫有集六十卷”。《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杜甫六十卷，
小集六卷”。 小集 6 卷，即晚
唐樊晃所编之本。 杜集 60 卷
本今不传。

北 宋 宝 元 二 年 （1039
年 ），官员王洙开编辑杜甫诗
集的风气之先， 他是宋代编
订杜集的第一人。 他全面收
集杜甫诗歌， 参考了古本二
卷、 蜀本二十卷、 集略十五
卷、樊晃序小集六卷、五代孙
光宪序二十卷、 北宋郑文宝
序少陵集二十卷、 别题小集
二卷、北宋孙仅一卷、杂编三
卷等。 王洙精心整理，最终编
成了 20 卷的《杜工部集》。除
去重复篇目， 他收录了杜甫
1405 首诗歌和 29 篇文章 。
这与现今流传的杜甫诗歌数
基本一致。 此外，王洙还为杜
甫集作注，是最早注杜之人。

王洙，应天府（今河南商
丘 ）人，少时聪明博学，记忆
超常，成年后考取进士甲科，
补任舒城县尉。 王洙的私人
藏书甚富， 仅其家藏书目著
录，就有 43000 卷，而类书之
卷帙浩繁者，如《太平广记》
之类，还不在其间。 他每得一
书，必求别本参校无误后，以
鄂州蒲圻县生产的棉纸，抄
为书册，每册厚度不超过 40
页， 此本专门为借人和子弟
阅览之用； 另抄一本以黄绢
裱后，称为“镇库书”。 仅镇库
书就达 5000 余卷。

嘉祐四年 （1059 年 ），苏
州知州王琪对王洙的《杜工
部集》加以重新编订，雕版印
刷。 这本《杜工部集》共 20
卷，半页 10 行，每行 20 字。
从此， 该书成为后代杜甫诗
集之祖， 后世一切集注、补
遗 、增校 、注释 、批点 、分类
等，均直接、间接从此本出。

王琪，华阳（今四川成都
市双流区 ）人，后登进士第，
任江都主簿。 天圣三年（1025
年 ）上时务十论，得到宋仁宗
嘉奖。 王琪性格孤介，不与时
合。 嘉祐年间为平江府太守，
曾任舒州、 润州、 苏州的知
州。

王琪之所以刊刻《杜工
部集》，起初是为了弥补挪用
的公款。 为了修建苏州官衙，
他挪用了几百万钱的公款，
这笔钱后来未得到路转运使
的批准。 一筹莫展的王琪只
好拿出自己珍藏的王洙本
《杜工部集》 进行官刻出版，
以 1000 钱每部的价格拿到
市场销售。 恰逢当时杜甫深
受宋人青睐， 市场上的珍藏
本又脱销了， 所以王琪的这
套书卖得十分红火， 获利几
百万钱， 正好填补了挪用财
政的空缺。

王琪的《杜工部集》之所
以获利丰厚 ， 除了上述原
因，还和当时官刻书价比较
高有关。 据近代学者叶德辉
考证，南宋绍兴十七年 （1147
年 ），黄州 （今 湖 北 黄 冈 ）刊
刻王禹偁自编的《小畜集》，
该书正文 448 页，成书出售
价格为 3850 文 ， 利润率达
415%。

王洙、 王琪对杜甫诗文
的编纂、刊刻，不管其主观动
因为何，客观上都保护、传承
了传统文化， 大大促进了杜
甫作品的流传。

近日看了一档相亲节目，男
选女。上来一位女子，搭眼一看，
年轻、漂亮、时尚，穿着得体，一
瞧就让人喜欢。 果然，所有男士
都对她表示很有好感。 可是，待
女子一介绍自己，顿时所有男士
都沉默了，亲友团的表情也是冷
淡的。 为什么？ 因为女子虽然看
着很年轻，但实际年龄已有三十
多，关键是，她离过婚，是位单亲
妈妈。 我不由得感慨，旧观念害
死人。

而一提到古代女子，很多人
总会一厢情愿地认为，都是好女
不嫁二夫。 其实，在很长的历史
时间里，古代女子在婚姻中的地
位并没那么不堪， 离婚再嫁、丧
偶再嫁的也不在少数。

战国时赵悼襄王娶了位倡
女，又立为王后，而这位王后不
只是倡女出身， 之前还嫁过人，
是个寡妇，她生的儿子后来还成
了王。历史上不少君主也都娶过
寡妇。 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本是
魏豹的妾， 魏豹被韩信打败后，
薄姬充入汉宫织室，又被选入后
宫，可很长时间也没被召见。 因
为两个年少时的好友相继得宠，
又因为几人曾有过“苟富贵莫相
忘”的约定，刘邦得知后生出恻
隐之心，召幸了薄姬，于是有了
汉文帝。 汉武帝的母亲王皇后，
嫁给汉景帝之前也结过婚，还生
了个女儿，她妈因为算命的说这
闺女有富贵命，硬是让闺女离了
婚，并送进太子府，成了景帝后
宫团的一员。

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 ，
开始嫁给卫仲道，卫仲道死后，
成为寡妇的蔡文姬回到娘家，
后因战乱她又被掳去北方 ，在
那里生活了十二年， 跟匈奴左
贤王生了两个孩子。 后来，曹操
用重金将文姬赎回， 将她改嫁

给屯田都尉董祀，后来董祀因故
犯了死罪，还是蔡文姬向曹操求
情才得以免死。 三国时的孙权、
刘备， 都娶过寡妇， 曹操也娶
过，娶的还是何进 （汉灵帝何皇
后之兄 ）的儿媳，这个儿媳和前
夫生有一子何晏，捎带着被曹操
收养，后来成了魏晋玄学的创始
者之一。

可能历史上最有名的再嫁
女子就是唐朝的武则天和杨贵
妃了。 武则天开始是唐太宗的
妃子， 才人一当就是十二年，太
宗死后，她按规定进了感业寺为
尼， 因为之前与高宗有了感情，
因此， 她抓住机会再度入宫，最
终不但成了皇后，还成了中国唯
一的女皇帝。 唐玄宗的儿子寿
王本来娶了杨玉环为妻，可几年
后，杨玉环却被玄宗看上，几番
运作，杨玉环成了历史上赫赫有
名的杨贵妃。 而唐太宗本人也
娶过寡妇， 就是《武则天传奇》
里的大反派韦贵妃。 历史上的
韦贵妃先是嫁给隋朝的户部尚
书李子雄之子， 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丈夫死了， 李世民就娶了
她。 皇帝娶寡妇， 儿子娶小妈，
老子娶儿媳， 听来不可思议，甚
至荒唐违反伦理，但从中也可看
出，那时的人和社会，并没有那
么多约束。

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任
妻子柴氏，之前是后唐庄宗的妃
嫔，庄宗死后，继任皇帝为节省
开支， 将庄宗的嫔妃都遣散出
宫， 柴氏回乡途中遇到郭威，二
人一见钟情结成夫妇。 柴氏死
后， 郭威听闻杨氏女美貌贤德，
又娶了她。而杨氏在嫁郭威之前
嫁过两次， 第一个是后梁的赵
王，第二个是平民百姓，两个前
任都死了。 杨氏死后，郭威又娶
了张氏女， 张氏女也嫁过人，死

了丈夫。 张氏之后，郭威又纳董
氏为妾， 巧的是董氏也结过婚，
后来董氏又被立为正室。一代开
国之君， 先后娶了四位妻子，居
然都是寡妇， 也是绝无仅有，而
郭威一点没有嫌弃的意思。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妻子唐
婉因为不被婆婆喜欢而遭到强制
离婚，离婚后二人分别再婚，并不
是男可再婚女就不能再嫁。

很长时间里，公主们再嫁也
是很普遍的，汉代大将卫青的妻
子平阳公主，嫁给卫青之前结过
两次婚。汉武帝之女卫长公主先
嫁曹襄，后嫁方士栾大。 汉宣帝
有个女儿敬武公主，先后嫁了三
个丈夫，也三度守寡。 汉光武帝
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后，刘
秀很积极地替姐姐挑选夫婿，因
为湖阳公主看上的人有老婆，刘
秀还劝那人，什么显达富贵了就
应该换批朋友换个老婆。结果人
家坚定地表示“糟糠之妻不下
堂”，刘秀这才作罢。唐朝是公认

的开放， 公主改嫁的比例不低，
中宗八个女儿，三个改嫁；高宗
三女，一个改嫁。

到了明朝，女人再嫁不再可
能，公主也不能再嫁了，大明律
例规定，女子死了丈夫若再嫁便
要杖责八十，还规定有爵位的贵
族女子不能再婚。朱元璋自己死
后， 就有多位妃子给他殉葬，早
已消失的人殉居然死灰复燃。而
清延明制，对女子的约束更为加
强，愈发看重女子的贞洁，女子
再婚为人不齿，受尽白眼，看女
人的有色眼镜愈发斑斓。虽然现
在封建王朝早已不存在，但鄙视
女子再嫁的残余思想却仍旧发
挥着作用。

人们习惯说脏唐臭汉，大概
也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
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婚
姻自由，尊重女性，开明包容，反
倒是后来者心胸越发狭隘不人
道，不把女人当人看，思想观念
上比之汉唐宋才是真的脏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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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 对人的生理与心理，
都是一大考验。

如今，降温神器遍地都是，可每
到夏天，走在大街上，仍是酷暑难当；
那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 岂非更难
熬？

古时交通不便，住在偏远乡村的
人，若是碰到了什么急病，往往只能
听天由命。 一来，请大夫难；二来，买
药也难。所以，民间盛行偏方。但诸病
皆靠偏方，难免不靠谱，因延误治疗
时机而丧命的例子，比比皆是。

到了宋代，问题有了转机。
这还得从宋徽宗说起。 说到宋

徽宗，多数人的印象，恐怕好不到哪
里去。 有艺术天分，但也是不折不扣
的败家子。 可宋徽宗在位时，也办了
几件好事。 其中之一，就是设立惠民
药局。

当时有官员上了道折子，大意是
说，偏远乡村之人，看病不易，为解决
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宜设立平民药
店。 宋徽宗看了，大笔一挥，批准了。

于是，从宋徽宗开始，一直到明
代，惠民药局都是百姓看病买药的不
二选择。 惠民药局是专门为偏远贫苦
之民而设，所以药价便宜，只有市价
的三分之一，而且可以送药上门。

到了夏天，惠民药局最忙的是大夫。
古时以农为生。 哪怕炎炎夏日，

顶着大太阳劳作的，不乏其人。 而且，
夏天蚊虫滋生， 各种疾病也比平日
多。 所以，每到夏天，惠民药局都会定
时派大夫下乡送药。 这惠民药局下乡
巡诊的标准阵仗是：一名大夫，若干
名兵丁。

这兵丁何用？ 保镖吗？ 非也。 兵
丁的作用，不是保护医生，而是充当
医生的苦力，挑担子。 而担子里头，放
的是各种夏日防暑防病的常用药。 这
些药，说重不重，但一来量大，不轻；
二来， 大夫多是寒窗苦读的读书人，
若是自己挑担子， 别说下乡巡诊，恐
怕 连 路 都 难
走。

夏 日 送
药，足不出户
就 可 以 享 受
医 疗 上 门 的
服务，这可是
宋代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