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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号称“天下第一痛”，患者风寒入脑，导致
头面神经间异常放电，产生刀割、火烧、针刺或触电样剧
痛。传统卡马西平等西药依靠麻痹神经暂时止痛，易导
致白细胞大量减少，并引发中风等严重疾病……

我国“治疗三叉神经痛第一人”卢芳教授历经20
年成功研制OTC国药——颅痛宁，是我国唯一专治头
痛、牙痛、脸痛的中成药，通过“疏通经络—驱风排寒
—修复神经”直指三叉神经痛病根，疗效快速。
颅痛宁自上市以来，服药病友普遍反映，没想到我多
年的三叉神经痛仅服一月左右就解决了疼痛。

颅痛宁：全国独家新药，国家20年专利保护，已治好很
多患者，尚未见无效病例报告，被誉为
“专治三叉神经痛第一良药”。

三叉神经三叉神经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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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颅痛宁”治的准 好的快

地址：合肥三孝口养生大药房乐普生普济药房舒城大别山药房
宿州兴华（市立医院旁）淮南仁济（润丰宾馆旁）铜陵铜都（十中对面）
安庆宝芝灵（116医院对面）阜阳华利（三里小学旁）宣城言午氏（安宁店）
淮北医药八分店（人民医院住院部西大门）六安大别山路50号药房
亳州济世堂（灵津渡大桥南头50米）蚌埠工农药房（工农路9号）

时间的脚步总是不停留。于是，时间老人跨

过的时空便是历史、便是记忆。96年前的中国社会

是什么情形？下面这组图片都是拍摄于1906年，给

我们的是沧桑的感觉，也许，还有心动的记忆。

方令孺与诗人徐志摩有着长期的

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熟知徐

志摩的为人和才华，动起笔来，笔底生

辉。徐志摩飞机失事后，她悼念亡友的

散文《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催人泪下。

她在文中这样写道：“那时候，房里已浸

透了青蓝的光，半轮冷月挂在带几片残

叶的树枝上，一阵乌鸦飞过，一室的人

都沉默了”。“读他的文章，使人想到佛

经上所载的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有彩色

的羽毛，有和悦的声音，听的人没有不

被他感动。现在再听不到他新颖的歌

声！可是，不消灭的是他的心。藏在文

章里，永远传给后人”。

如果没有长期的交往，是写不出这

感人的悼念佳作的。

从方令孺与上述几位作家的交往

中以及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为人之道，

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方令孺的品德与情

怀，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十

分善良的人”。

方令孺：关心文坛朋友感人至深

江淮大地，素以物阜民

丰，人杰地灵而著称。文化

积淀非常深厚的桐城，尤其

如此，著名诗人方令孺就诞

生在这块风水宝地。 而方令

孺关心文坛朋友的往事更是

感人至深。

文彦

方令孺散文选集方令孺散文选集方令孺老年照方令孺老年照

方令孺，189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的

方家，先祖是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

位的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老先生，她是

方老先生的曾孙女。

1923 年，27 岁的方令孺，在大学

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华

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专

攻西洋戏剧。在这个移民的国家，

她沐浴了 6 年的美风西雨，于 1929

年 学 成 归 国 。 在 许 多 大 学 任 教 。

由于勤奋和努力，她成为了复旦大

学的著名教授；由于聪慧和执着，

她成为了著名的诗人和教育家，是

“新月”派才女。1958 年，方令孺教

授 被 任 命 为 浙 江 省 文 联 主 席 和 党

组成员。

方令孺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

授，同时又是一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

“高官”，但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

善良坦率正直始终是她的为人之道，给

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没有媚骨的文化“高官”

巴金很早就熟知方令孺先生，但是

两人密切的交往都是建国后的事情。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巴金就

是 通 过 方 先 生 的 作 品 —— 散 文 集

《信》来认识她的。从她的作品中，巴

金感到她是：“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

吐露她的胸怀”。抗日战争时期，方

先生所在的复旦大学迁移到重庆北

碚的夏坎，巴金在好友靳以教授的家

里看见了久闻大名的方先生，通过交

谈，巴金感到“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

知识分子”。

建国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和组团的

访问，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的言行，

巴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当时仿佛在

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

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

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在风声鹤

唳、人人自危的年代，巴金找到了一位

十分善良的大姐，随着时间的推移，双

方互相走访，巴金和夫人萧珊又尊称

方令孺先生为“九姑”。（因她在家中排

行第九，一般熟人都亲切地称她为“九

姑”。）方令孺先生在那个年代带给巴

金和家人的是“温暖”，她永远活在巴

金的心灵之中。

给巴金的是温暖

方令孺和靳以同是复旦大学的知

名教授，友谊非常深厚。

1938年，方令孺和靳以在重庆北

碚的复旦大学任教时相识，在长期的

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好

友和诤友。

建国后，方令孺留在复旦大学任

教，靳以则调往上海作协工作。方令

孺经常从江湾的复旦校园前往市区的

作协看望靳以，“总愿把自己心里的话

倒出来”；不久，她调往杭州主持浙江

省文联的工作，特殊历史时期，她“很

苦恼”，“很孤寂”，常常写信给靳以，向

他倾诉心事，并送去关怀；同样靳以也

常常写信给方令儒：“你的信使我热泪

满眶……我要丢开生活过的五十岁，

从一岁开始”。

1959年，靳以突然病逝，这对方令

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带着悲恸的

心情，从杭州火速赶到上海，在靳以遗

体旁，她为诤友的逝去，大哭了一场；

回到杭州，又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青

春常在》的悼文，寄托她的哀思。她在

文中这样写道：“靳以同志，正如你自

己说的‘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将

在你的光辉的热情洋溢的新时代赞歌

中，得到鼓舞，继续你的事业，鞭策自

己不断前进”。方先生送给靳以先生

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关怀。

给靳以的是关怀

著名作家丁玲，连毛泽东主席都

称 赞 道 ：“ 昔 日 文 小 姐 ，今 日 武 将

军”。但是她一生坎坷，命运多舛，

饱受磨难，就连她的丈夫陈明也受株

连，难怪陈明经常说道：“我见人低

三分！”

特殊时期，对丁玲这样一个重量

级人物，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个还敢

惹祸上身，主动前去救助呢？丁玲在

她晚年的时候，回忆道：“我忘记不了

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

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

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

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

个好人”。

给丁玲的是敬重和救助

给徐志摩的是真挚

1906年，上海虹口露天市场

1906年西湖边

1906年，唐山水果小贩

1906年，烟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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