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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文／心莲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回首往事，人
们往往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概“都是命啊！”言外之意“人算
不如天算”。何为人算？何为天算？人算为什么又不如天算
呢？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村妇得到一篮鸡蛋，心
中欢喜，在回家途中不由盘算起来，这二十个鸡蛋如果能孵
出二十只小鸡，几个月后这些鸡就会继续生蛋，那时蛋再生
鸡，鸡生蛋，蛋生鸡，很快就能发大财了！她脑子里美滋滋
盘算着，眼睛不自主盯着篮子里那好似早已变成财宝的鸡蛋，
结果一不留神被脚下一块石头跌了一跤，一篮子鸡蛋瞬间成
了汤汤水水，村妇的美梦也如鸡蛋般破碎，后悔不已。比起
算计将来如何，倒不如好好走一走刚才的路了。

故事虽小，但蕴含的道理不俗，人总说“计划赶不上变
化快”，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人生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
化，让你喜或让你忧。所谓人算，就是指人给自己安排的未
来，给自己安排的人生道路，或短期或长期，或大事或小事。

但最终会发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甚至大
相径庭，换句话说就是都走了天给安排的人生道路。

人如何算？天又如何算？人有人的人情，所谓七情六欲，
天有天的标准法度，谓之善恶因果循环的定律。人情是为私
为我的，尺度太小，标准太低，而上天是慈悲众生的，其博
大精深的智慧是人念无法揣度的。因此人算，以人情为标准
安排的事物不会使我们生命得到升华，不符合自然运行规律，
也不公平。而天算，以善恶因果为准则安排人生，所有的生
命都能在此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升华的机会。

那人算不如天算之下，人应该如何做？借用《易经》中
的一段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活中往往盘算的
太多，却冲淡或遗忘了原本该自身吃苦付出的部分，自强不
息是践行“天道酬勤”的恩典。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厚德”承载上天的无限赐予和安排，清心寡欲，纯净善良
的人自会有大德通于天地，承载福德，在天命中升华生命，
回归本源。

文／明心

一匹马驼着和尚去西天取经，一头拉磨的驴也想去，
但它觉得此行困难重重，自己只是头驴，比不过马，便
放弃了；而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

驴问：兄弟，是不是很辛苦啊？马说：其实在我去
西天这段时间，你走的路一点不比我少，而且还被蒙住
眼睛，被人抽打。一样的苦，我吃的苦换来了成功，而
你吃的苦得到的依旧是原地踏步。

人世间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留恋红尘、沉溺物欲，
尝尽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痛苦。有的人明白人生真谛，
吃尽世上苦，为的是修心消业、修去多余的欲望执着，
成就了永恒光耀的觉者。

同样是在世间吃苦，结局却天差地别。说明人若不
明白苦的意义，那苦的便没有意义。佛教中形容人世间
叫苦海无边，人意识不到其中的苦，因为人生下来都是
这样忙碌。就像粪坑中的蛆虫，一出生就在粪坑中，它
不会觉得环境肮脏。只有当人觉悟之后，才会发现这人
世间真的是苦海无边。

若想脱离苦海，就要明白人为什么来到苦海，人真
正的生命来自宇宙高层，由于不符合标准了，才降到人
间受苦。所以佛家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还有
句俗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是指人知道了生命的来源，
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才知苦的内涵与妙处，在苦中才能
提升道德，规范行为，使生命得以升华。

世人中有善根之人，常由于经历了一个人生的灾难
而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起有个亲戚，半生劳苦，终
于熬到退休年龄，子孙满堂，儿子还去了国外工作，本
想一起移民展开新的生活，却被查出癌症，昔日一起与
朋友喝酒消遣的闲情逸致顿时没了。去大城市手术就医
后，医生说最多活不过半年，而且因为扩散，每月要到
医院去化疗，每次化疗的费用正好是他的退休金数目。
看着眼前的好日子还没来得及过，又想到自己不知什么
时候就撒手人寰，常以泪洗面。使其不得不思考人生的
意义，无神论的他也开始求各路神仙，在家燃起了香。

有次机缘，我向他讲起大法的真相，人生的意义，
保命养生之法，他很欣然的接受了。我想若不是这次变
故，他平日里喧嚣不安的心怎会有时间听这些道理呢？
医生虽然给他判了死刑，但现在过了几年了，明白真相
的他还好好的。

福祸相依，苦难未必是坏事。现在有的地区暴雨洪
涝，有的地区却遭遇从未有过的烈日炙烤，水火两重天。
这些个异常的天气，是上天降下的苦，目地是给人类消
减罪业，使人类不至于过早的进入毁灭，为人类延续时
间。也是一种警示，给人反思的机会，这个社会发生了
什么？是否是人违背了天意。

如果有的地区业力大、不符合做人标准的人比例也
多，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才是真正的可怕。就像高压
锅，被强行堵住了出气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个大爆
发。

对于修炼人来说，苦是修炼的助力。因为苦，生命
常得以想念天外的高洁，佛国的美好。因为苦，在苦中
学会沉稳与自省，学会体谅与宽容，遇到困难不再逃避
抱怨，而能用平静豁达的心态来面对。修炼人在走过魔
难的行程中，不断去掉人的执着看到先天真我的一面。

苦是真福的先知，甘甜的源头。对一个向上的人来
说，劳苦也好，安逸也罢，拴住自己回不了家的，那才
是真正的苦！对于修炼者而言要么回家，要么在人世生
死的苦海中沉沦。

苦中的真意

从“等死”
到出外“打工”的女子 

文／秀秀

她是一个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年轻女子，早早结婚生了两
个女儿，也得了很严重的妇科病；婆婆看着不能下地干活、
盼孙子无望的儿媳成了这样子，也少不了唠叨儿媳的不是、
嫌弃儿媳；终于，才三十岁出头的她，从上千里地之外，重
病住进了省城的大医院。检查结果是“子宫癌”，而且已到
了晚期。这是从我的一位熟人那里知道的。

我的这位熟人是位女性，那会儿五十来岁，是居委会主
任、邪党党员。我是在给她讲真相，劝三退时认识的。那位
住进医院的年轻妇女，早在一两岁时就过继给这位熟人，成
了这位熟人的干姑娘，几十年间，这种干妈与干姑娘的关系
一直没有中断，逢年过节的都有往来。

七八年前的一天，我遇见了这位熟人，看她慌忙的样子
就问：你干啥？忙忙慌慌的。她说：我的一个干姑娘住在医
院里、是“子宫癌”晚期，医院说治不了了，要她出院。我
这是去找儿子商量，怎么找车把干姑娘送回她老家去，干姑
娘的家在很远的农村。说着熟人转身要离开。我“喂！”一声，
她转过身来，我说：叫你干姑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熟人说：“都那样了能行吗？”她接着说：干姑娘的下身已
经肿胀腐烂，连裤子都穿不了用一条裙子遮着。人昏迷不醒，
连饭都不能吃了，医院宣布最多只能活三个月。我说，你就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给你的“护身符”在身上吗？她回答：
“在呀！”我说你先给她，熟人马上扯着脸不愿意。我说你
先给她，保命要紧，我再想办法请一个来给你，朋友马上答
应了。

过了两个月，见到那位熟人时我问：“干姑娘怎样了”？
熟人回答说：“哎约，能吃稀饭了！”我的感觉是“能吃稀

饭”——这样的变化不太明显。我跟她说，你电话告诉干姑娘：
一定要相信大法能救她的命；一定要诚心敬念、多念才管用。
还有，干姑娘的家里人有时间最好一起围着她念。熟人听后
说：谢谢你的好心和善良，我一定电话给她及家人。

又过了一个多月，见到熟人时我又问：“你干姑娘怎样
了？”她回答说：“哎约，能喂猪了！”我一听就觉得她干
姑娘已经出现了奇迹，因为农村喂猪，从打猪草，煮猪食到
喂猪是一个过程，没有正常的身体、是做不了这样的体力活
的。我问熟人：念“九字真言”坚持了吗？她回答说：“念
的哟！不仅干姑娘自己坚持念，她婆婆、丈夫、女儿一家人
都在围着她念。”我一听“挺好！”就想有机会能见见她那
位干姑娘，有可能还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以此
来证实大法。我问：干姑娘过年来不来你家？回答是一定的。

到了过年没见音信，三月，当再次见到熟人时，我问：“你
干姑娘怎样了，过年来你家没有？”熟人说：“哎约，去浙
江打工去了！”。

修大法以来，发生在我自己、周围同修及明白真相的世
人等身上的奇迹不断，但听说干姑娘“外出打工了”，我还
是一下子兴奋和高兴起来，因为干姑娘是已经被医院判了死
刑（只能活三个月）回家“等死”的人；因为干姑娘毕竟是
从一个刚明白真相后不修炼的常人那里、间接的知道、接受
并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的。前后才不到半年，干
姑娘不但起死回生、还完全恢复了健康外出打工了；这样的
结果、还不叫人觉得惊喜和感动吗！？这奇迹让我，再次感
受到大法的超常。

文／破境

人 们 大 都
难 以 置 信： 山
药， 我 们 餐 桌
上 常 见 的“ 生
淮 山 ”， 仅 用
这 味 食 材， 就
能 救 濒 死 之
人， 让 人 生
还？ 这 不 是 在
开 玩 笑 吧？ 如

此唾手可得，简
单易行，古人不早就会用了吗？为何从未听说过呢？

这样的反应太正常了，因为说到中医能起死回生，临危
救急，人们大都不信，即使有过，也误解为只可能存在于遥
远的古代，那些神话般的扁鹊、华佗、李时珍等屈指可数的
神医身上，认为他们大多因为掌握了炉火纯青的针灸神技，
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近现代还可能有这样的名医吗？即使
有，就用这个常见的养生食材，就把危重病人救活了？说出
来都会觉得是笑话。

然而这就是事实，这道非常简单的方子，当时一些普通
百姓，无奈之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奇迹般地救活了奄奄
一息的亲人。这些医案、方子，都被记录在近代著名的《医
学衷中参西录》这部书中。那么，究竟是谁写下了这本书，
开出了这毫无先例却屡屡奏效的方子呢？此人中医界很熟悉，
但现代一般百姓却可能从未听说过。因为人们早已把中医遗
忘了。

他就是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头号国医圣手张锡纯。民间
留下了很多他单方救人的奇迹。说白了就是中医用药高手，
展现中医除了针灸之外，简单用药也可拯救危急病人的另一
种不可思议的神奇。

张锡纯：天命酷似“李时珍”

张锡纯（1860 年－ 1933 年），字寿甫，河北省盐山县人，
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儒医。他被誉为民国四大名医之首，也是
中国历史上首家中医院——1916 年创立的“奉天立达中医院”
的院长。他的天命、秉性和成就，酷似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

他就如“奉天立达中医院”的寓意，真的就是“奉天承
运”，成为了延续和发扬中医命脉的继承者。他被有缘人支
持，建立起这家医院后，很快就轰动沈阳，闻名天下，奇迹不
断，救活了无数当时傲慢的西医无法救治的危重病人，不愧
“立达”二字，将中医的神奇疗效立竿见影似的展现了出来，
闻达四方。因西医的冲击被误解歪曲、面临被政府摒弃的中医
命脉，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延续了下来。

他不仅在中医临危的乱世中创办了第一家中医院，晚年还
以函授学校的方式培养了大量的继承人，并留下了承上启下，
福泽后世的这本医学巨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一生经历和贡
献像极了李时珍。

他跟李时珍一样，自小天资聪慧，饱学诗书，赋诗行文手
到擒来，同样在父亲期望下参加科举但屡试不顺，最后情系医
学，立志用医术济世救人，埋头研究，成为能活用中医理论来
驾驭古今药物甚至包括一些西药的用药高手。他参透中医病理
的天机，在发扬前人经验的同时，并不教条保守，而是将药物
性能掌握透彻，甚至亲自试验，直到运用的炉火纯青，因此开
创出了各种简单而神奇的用药法和药方。他白天治病救人的同
时，夜间就伏案着书，纠正了不少用方用药的谬误之处。这才
重新展现和发挥出了中医“用药”治病方面的“立达”神奇功
效。并将医案药方和其独立思考不厌其烦的几十年如一日不断
记录下来，归入他的这本《医学衷中参西录》，无私地奉献给
社会，福泽众生。（该书被后人赞为：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

全书逾百万言，发行达百万套。）其活学活用的胆识、能力和
顽强的着书毅力，都酷似李时珍。

遗憾的是，李时珍虽然不能将完成的《本草纲目》亲自交
给皇上就离开人世，但毕竟亲自完成了，张锡纯却在编写《医
学衷中参西录》这部书籍时，因过度劳累而伏案辞世。没能实
现他编写出完整教材的愿望。不过他辞世的年龄也跟李时珍相
似，享年 74 岁。

因此，他的这本巨作，不仅是近现代中医大夫的重要参
考书、培养中医学生的临床教材，很多时候，因为语言通俗，
用药简单，分析详实，不少药材甚至是常见的食材，还能为广
大无法掌握针灸技术，无钱看病的一般世俗百姓指出一条简单
可行的自救生路。因此当时他在世的时候，其书就风靡世间，
一版再版。救人无数。其心系百姓的医德，让神奇的传统医
学能普遍济世活人的良苦用心，及其一生的努力和巨大贡献，
不言而喻，恍若李时珍再世，必将万古流芳。

儒学天赋为哪般

回头想想，他出身书香门第，跟李时珍一样，同时还是医
学世家，早年让其拥有儒学的惊人天赋但又科举落榜，并非偶
然。显然其儒学天赋不是为了科举为官，而是为了医学传承，
留下着书，传授后世，天命使然。如果说李时珍的使命是本草
药学的归正、继承和发扬，他就是参透古老医理之后，来活用
前辈药物的实践者，同样归正了死板用药方的很多谬误观念，
并力求通俗易懂，普及大众，简单实用，可谓各禀天命。

从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录的医案中，可以发现另
一种智慧，发现更加高明的治病出路，也许不经意中，会受到
启发，走投无路时会豁然开朗，找到新的希望和思路。

文／刘如妙用一味山药救人生还的传奇国医张锡纯

为什么人算不如天算为什么人算不如天算为什么人算不如天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