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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反曹派的大将，

他写到曹操的儿子及自己生病，悔杀华佗

时，得意之色，纸不能掩。不过我们知道，

《三国演义》里的许多故事都是杜撰的，比如

关羽刮骨疗毒，这个事是有的，但不是华佗

所为。

古时，医人不为时所重，著名的张仲景，在

正史中就无传，华佗有传，却在《后汉书》的《方

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欲为名医，

得给名人看过病，张仲景医中亚圣，而且做过

太守，但论政事，他大概没什么可传的，论医

术，他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不过是文人王粲，

所以百代医师，史竟无传。华佗给曹操、司马

懿看过病，得入《方术传》，已经算幸运了。

华佗被曹操召至身边，身份是术士。曹

操前期，对道术在半信半疑间。除华佗外，

魔术家左慈，通房中术的甘始，能藏在壶里

的费长房，会辟谷的郗俭，身子能发光的东

郭延年，他都罗致到都中，既是好奇，也是防

范这些人在外面生事。华佗医术虽高，在曹

操看来，大概也是方士者流，并不真正看

重。把华佗下狱时，也有人劝他，说华佗的

医术着实不错，人命所系，应该宽宥。曹操

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

华佗身份是术士

老同志说历史之三

另眼看历史之华佗

刀尔登刀尔登

《三国演义》中，华佗是名医，他提出治病的方法惹怒了曹操，一气之下杀了华

佗。后来，曹操头痛不已，后悔自己杀了华佗。我们不禁要问，名医华佗真能治好曹

操的病吗？

建国初期，干部调动只需一张证明
今天的人员调动，有很复杂的程序。建国

初期，只需一张纸（供给转移证）就能够调动，并

且吃穿也是靠这张纸。本文回忆了自己调动

情形，让我们感受特殊时代的特殊生活。

建国初期，干部（几乎是所有工作人员

的称呼）待遇实行供给制。所谓“供给制”

是在战争状态下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

的一种形式。到1951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供

给制演进成包干制，但实际仍是供给制另

一种方式的继续。人员调动，只要带一张

“供给转移证”就没有别的手续了。

我的一张发了黄的只有现在A4二分之

一大的纸，上面盖的公章、私章的颜色还是

鲜红的，这是“皖南区（当时的安徽分皖南、

皖北两部分）人民行政公署池州地区专员

公署”发给我的“供给转移证”。凭着这张

“供给转移证”，到新的单位就可以享受“包

干制”待遇了。

1952年，池州专员公署和安庆专员公署

奉命合署办公。根据安庆那边意见，就设备

条件而言，安庆那边只能接受池州这边三分

之一的人员。我所在的池州专署工商科，科

长耿表曾到太平县当县长去了。我和胡竹

君、汪贞基三人都是不满20岁的“小鬼”，算

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安庆自然去不了的。

当时，池州地区有个中心工作，就是“划

乡建政”。因为当时的政权建制是沿用解

放前的即“保、甲制”，“划乡建政 ”就是按自

然水系和人口居住情况，将原来的保、甲打

破，重新组建成一个新的人民的乡一级政

权，在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我们一批

不去安庆的包括党、政、工、团、妇等“富余”

人员，编成几个“划乡建政”工作队。我们

同科三人便随着“划乡建政”工作队一行40

余人浩浩荡荡开到了铜陵县。下去之前在

池州影院开了个动员大会，动员会后，我便

收到了这张“供给转移证”

当时的供给转移，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人

到哪里都有饭吃，不用掏钱（当时还无粮

票）。供给制就是包括吃在内的穿（衣、帽、

鞋）、日用品如牙刷、牙粉、毛巾、日记本

等。吃的伙食分小、中、大灶。我吃的是大

灶。地区花纱布公司经理招待我吃过中

灶，那可丰盛多了，菜满桌面，鱼肉都有。

至于小灶什么样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供给制是战争环境里军事供给的一种

形式，包干制是供给制的一种延续。实际

就是把实物换成货币的形式供给，平时依

然是看不到现金的。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

我1951年下半年去东流县搞棉花收购工作，

结束回来不几天，与我同阵去的老沈递给

我两万块钱，说是下乡补贴一双鞋的钱。

这在我想象之外，下乡补贴鞋！我在东流

县依然是在办公室，只是相对于专署来说

算是下乡罢了。那时我们好像没有要钱的

概念。年纪虽轻，并不怎么讲究穿戴，衣、

帽都是灰色平布。小病到机关医务室，不

用挂号，不用交钱，医生会对症处理；大病

有地区医院。吃饭八人一桌，开饭时，厨房

里用篾丝罗装馒头，随你吃。

到了1953年，实行津贴制，除统一扣除

伙食费外，到手的大约有十多万元；除学习

资料外，不发什么东西了，也没什么补贴。

我记得1954年，我的津贴费是24万元。同年

实行币制改革，我当年的津贴费每月只相当

于现在的24元；不过，那时的物价也低，火柴

两分（盒），油条两分（根），大米九分（斤）。

到1956年，国家实行工资制了。

名医华佗真能治好曹操的病吗？

曹操对人，是宽容还是严苛？难以定

论。有些人，胡作非为好多次，他也容忍，有

些人，他却因小故杀之。大约曹操以智术自

雄，最不愿受人欺。他有慢性的头痛病，华

佗对他的病，可能说过一点大话，所以曹操

觉得，华佗其实能治好他的病，却不肯给他

去根，欲以自重。曹操心生恨意，宁肯头痛，

也不愿为“小人”要挟，便把华佗杀了。

华佗能治好曹操的病吗？古代的医生，

一半身份是术士，仅治常见病，是出不了名

的，别的故事，也都与此相类。别的名医，也

都有这样的故事。如张仲景，能“穿胸以纳

赤饼”，何等骇人，徐之才治脚病，剖出两只

蛤子，亦属神术，唐代的孙思邈，用疯狗的脑

子治狂犬病，更是想象力惊人。

并非是这些医家有意骗人，而是有所不

得已。那时医学的基本理论没有建立，医生

的地位，也在非医非巫，不仙不道之间，常见

病便是治了百例，人也不以为佳，所以遇到

稀罕一点的病，医生往往隐藏真实的手法，

而示人以异术，又或编造奇事，使人传诵，用

现在的话说，都是生活所迫。只是长此以

往，对医生自己，以及对医学的发展，终是不

利的。

古代医生非医非巫

慢性头痛病，在今天来说，病因花样

百出，有说得清的，有说不清的，治愈很

难。但曹操会想，他既然这么了得，什么

稀奇古怪的病都能看好，怎么会看不好我

的头痛病？一定是有意欺我。

华佗是士人出身，后以医术立身，那

在当时是贱业，他的心里，是不愉快的。

他的脾气坏，不会取悦于人，在都中住了

些年，便生归意。他找了个托辞，回到家

里，曹操召了他几次，他也不出来，说妻

子生病了，无法就道。曹操派人前去看

验，若华佗的妻子果然生病，便赐小豆四

十斛，若是假病，就抓到狱里。不知是他

的妻子果然没有生病，或使者倾害，华佗

被捉到许昌拷问，一代名医，就这么死在

狱中。

古书里说华佗能剖开人腹，湔洗胃

肠，在今天看来，很难相信。他的麻沸散，

处方没有传下来，后人考证，里面或有曼

陀罗花。但即使有曼陀罗，再加上酒的作

用，能使人在刀割肚子时昏无所觉，也是

无法想象的。不过，虽然有夸大其词的成

分，华佗大约确曾发明一种麻醉的办法，

减少手术时病人的痛苦，可惜我们已不知

其详，因为华佗的医书，一本也没有传下

来。后来托名华佗的书有上百种，都是后

人伪托。

麻沸散是什么药？

陈定武

老照片之80年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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