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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的一家药房内，有一位叫杨崇云的老中医，他每周一、三、五早上8点就来到工作地

点，为病人诊脉、开药。拿药的是他的老伴吕元芝，她的动作特别麻利，只需要看一眼药方，就
能很快地在1000余味中药中准确地找到需要的那一味。夫妻二人腰板挺直、笑声朗朗，50年的
合作让他们看上去十分默契，脸上也总是露出舒展的笑容。当患者知道他们已经72岁的时候，
无不露出吃惊的表情。杨崇云说，幸福的晚年得益于良好的夫妻关系、和谐的亲子关系和有效
的养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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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婚故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当年，赵咏华的一首《最浪
漫的事》红遍大江南北，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表达了爱人间质朴的心愿：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相扶到老不容易，近段时间，本
报刊登了多对老年夫妇的金婚故事，不少
读者在羡慕的同时，更想了解这些金婚夫
妻背后的故事。不急，就让记者带你走进他
们的生活，聆听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情
故事及婚姻保鲜秘籍。

作为一名老中医，杨崇云对于养生自
然有一套，得益于他的日常调养，夫妻俩
才能身体健康，看上去十分显年轻。吕元
芝说，自己平时几乎没有吃过药，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病也从未找过自己。即便现
在已经72岁，她最多的时候一天曾经取过
150服药，年轻人都喊着胳膊疼，自己却没
有什么感觉。

二人的养生诀窍是什么呢？杨崇云
说，第一是几乎不在外面吃饭，常年在家
做饭。“为了追求味道，餐馆里的菜一般都
是重油、重盐，常吃会给我们的血管、肾脏
等带来很大的负担。”他这样告诉记者。在
家做饭也有讲究，多吃新鲜的、当季的蔬
菜和水果，少油少盐，清淡利口，夏天多吃
苦瓜、芹菜、木耳等，肉类也是不可缺少
的，但是要多选择牛肉、鸡肉和鱼肉，少吃
肥腻的五花肉和动物油脂。“我家也从不
在外买馒头，吃的馒头都是我自己做的。”
吕元芝说。

在杨崇云的手边，随时都会有一个保
温杯，里面根据季节变换总会有不同的中
药材。他说，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体质不
同，所需的中药材也不同。他让记者来看
看，现在泡的是补气补血的山茱萸、养阴
的熟地和助消化的山楂。除了中药茶饮，
夫妻俩最常喝的饮料是茶水，空闲时间在
家泡杯茶，不但能提神、去火，对饮或者独
酌都有特殊的趣味。

早睡早起是二人多年养成的好习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人顺应天时，几乎
从不熬夜，这也是他们保持好身体的一个
诀窍。锻炼的时候适可而止，感觉到劳累
的时候就停止，从不勉强自己。不打牌，不
打麻将，时常情绪平和，自然就能心态乐
观，从而保持良好的身体情况。

因为对养生有讲究，杨崇云的父亲已
经98岁高龄，至今仍然生活能够自理，还
能骑着三轮车四处转转。杨崇云说，目前
自己已经有了8个孙子辈、3个重孙，每到
过年的时候，全家20多口人聚集在一起，
十分热闹。

吕元芝提起孩子们就乐开了花，她
说，大年初一一大早孩子们就都来到了，
儿子儿媳、孙子孙媳、重孙子轮流磕头行
礼，自己和老伴会提前给他们每人准备好
红包，虽然钱不多，但图的就是一个乐呵。
这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父慈子孝，其乐融
融，成为了亲戚邻居心中的楷模。

杨崇云告诉记者，自己是宁陵县程楼
乡杨楼村人，与中医的缘分还要追溯到爷
爷那一辈。“我爷爷是个有心人，他的一大
爱好就是收集中药方。”杨崇云说，这个爱
好不但让自己和家人保持健康，邻居们有
个头疼脑热的，也去家里讨要药方，然后自
行抓药、煎药，靠着这个爱好，他在邻居中
拥有良好的人缘。

受爷爷的熏陶，到了伯父和父亲这一
辈，就通过正规的学习成为了中医大夫。杨
崇云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门里出身
强三分”，不到20岁，他就跟着父亲行医了。
高中毕业后，他先到宁陵县一个专门培训
医生的培训班学习，又到许昌中医院、北京
中医学院进修，毕业后被分配到程楼乡卫
生院工作，10余年后，因为业绩突出，又被
调任至华堡乡卫生院任院长，然后再到宁
陵县卫校附属医院工作直至退休。可以说，
他是那个年代农村少有的文化人。

自己能识文断字，伯父、父亲都是医
生，家庭条件也可以，到了该找对象的年
纪，他对对方的要求自然也不低，有文化成
了第一个条件。他认为，这样两人才能更有
共同语言。经过媒人介绍，邻村的吕元芝出
现了，她与杨崇云同岁，高小毕业，外貌俊
秀的她在同伴中十分突出。二人对彼此均
十分满意，结婚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刚结婚时，杨崇云在外工作，还经常到
外地学习，即便是回到家，一天工作下来也
十分劳累，他不会做饭，也不爱干家务，照
顾老人、抚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吕元芝
一个人的身上。对此，夫妻俩也曾有过争
执，但每次又重归于好。吕元芝说，自己是
一个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女性，丈夫不爱做
家务这件事，自己只是偶尔发发脾气，但心
里是能接受的。杨崇云则说，自己是用另一
种方式承担着责任，那就是努力挣钱，少抽
烟、少喝酒、不打牌，把工资都交给家人。

“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是 38.88 元，现在看
起来不多，但当时的物价低，熟羊肉才0.45
元一斤，再加上家里还有地，收的粮食够吃
饭的，两项收入加起来，我们家的生活在村
里是数一数二的。”杨崇云说。

夫妻二人共生育了三儿一女四个孩子，
在他们的精心抚养下，孩子们慢慢长大并进
入学校，吕元芝一下子轻松了。这个时候，杨
崇云的工作也调到了华堡乡卫生院，离家远
了，回家更不方便，吕元芝选择和他一起到
了工作地，并在药房里工作。她有文化，又在
家里耳濡目染，拿药对于她来说轻车熟路。
夫妻二人一个开药方，一个拿药，生活中相
亲相爱，工作中互帮互助，小日子过得十分
美满。

杨崇云退休后，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他先
是来到郑州的一家医院工作，七八年后，他
回到商丘，孩子们都劝说让他休息，但他觉
得一辈子积攒的知识不用太可惜了，正好一
家药店需要招一名有工作经验的中医，为市
民把脉开方。杨崇云接下了这份工作，每逢
周一、三、五早上8点之前，他就会和老伴一
起准时来到药店工作，直到现在72岁高龄，
二人仍然勤勉，几乎没有迟到早退过。

“她是个‘老封建’。”杨崇云对老伴的这
个评价让人忍俊不禁，问他为何有这个说
法，他说，老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年轻时回
娘家都不好意思一起走，而是要一前一后隔
开一段距离，生怕别人笑话。现在在城市生
活多年，她仍然坚持这一套“相处法则”。杨
崇云说，看到别的老两口相扶相携，自己有
时候也会浪漫一把，过马路的时候尝试着拉
住老伴的手，但每次都被她甩开了。“手就像
触电一样。”他的形容让吕元芝不好意思地
笑弯了腰。老伴如此“封建”，杨崇云却没有
放弃，现在老两口外出旅游，反正谁都不认
识，吕元芝没有了心理压力，再遇到老伴递
过来的手，她也会偷偷牵住，两人仿佛回到
了年轻的时候，彼此的心里充满了甜蜜。但
也仅限于外出，在熟悉的环境中，吕元芝仍
然坚持自己的做法，她说，孩子都长大了，怕
他们看见了不好意思。

在杨崇云的手机相册里，有吕元芝身着
各式裙子的多张照片，他说，老伴操劳了一
辈子，一直勤俭持家，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儿
女都已经成家立业，老两口也到了享福的年
纪，只要是她相中的，别管花多少钱，他都会
毫不犹豫地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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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戚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