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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是中国
房颤日，与谈虎色变
的“心脏病”“冠心病”
“脑梗塞”不同，“房
颤”对普通百姓来说

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词，很多人甚
至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心脏疾病，更
不知道房颤会导致中风，后果严
重。房颤（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
心律失常之一。我国房颤患病人
数约1000万，与冠心病的发病率
相当，但从过去三年的百度搜索指
数可以发现，公众主动搜索房颤的
频次还不及冠心病的1/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黄德嘉教
授说：“即便是在房颤患者当中，
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度也不高，疾
病知晓率仅为40%，也就是说超
过一半的患者从来没听说过房
颤，更不要说它的危害了。其直
接后果是房颤的就诊率、诊断率
和接受规范治疗的顺应性低，贻
误诊疗时机的情况普遍。”

与此对应的却是房颤的严
重后果。房颤增加心脑血管事
件发生率、致残病死率，百姓耳
熟能详的中风、心梗和心力衰竭
等疾病都与之相关。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黄德嘉教授说：“特别
是脑中风，是房颤最为严重的后
果之一。房颤患者中风总体发
生风险是无房颤人群的5倍，由
房颤导致的中风一年致残率超
过 50%，一年死亡率超过 30%，
一年内复发的患者超过1/3。”

鉴于此，由中国心血管健
康联盟、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

与起搏分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
内科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
律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起的“中
国房颤日”宣传周活动在全国各
地举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黄德嘉
教授说：“华西医院作为房颤中
心项目医院积极参与到本次‘关
注心房颤 预防脑卒中’的全国
性宣传活动当中，希望更多百姓
了解这个疾病，关注自身和家人
健康。如果出现心跳不规律、怦
怦（乱）跳、疲惫、眩晕，或者呼吸
短促，感觉到不舒服，要及时到
医院或者房颤专科门诊就诊，县
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也能初步诊
断。医生将根据患者的情况评
估发生中风的危险度。发作时
就诊做普通心电图就可以诊断
房颤，未发作时就较难诊断，需
要做 24 小时心电监护，甚至更
长时间的检测才能发现。同时

临床上应用专业的评分系统评
估中风的危险度，如果评分大于
等于2，就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治
疗方式，比如抗凝治疗以预防中
风。不要等到中风后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如偏瘫、语言不清再去
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2017
年开始参与中国房颤中心建设
项目，开展房颤规范化管理，效
果显著。我们将持续不断地促
进房颤早期筛查、规范房颤药物
治疗、普及房颤新型治疗手段、
开展房颤综合管理，逐步优化管
理流程，降低房颤患者的致残率
和死亡率，改善房颤患者预后、
减轻社会经济和家庭负担。我
们还将帮助周边地区医院积极
开展房颤规范管理项目。相信
在未来，随着房颤中心的建设和
发展，我省房颤规范化诊疗水平
也会不断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也
会大幅提高。”

关注房颤 预防卒中
2018年中国房颤日公众宣传活动启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黄德嘉教授表示，对中风和

栓塞危险度较高的病人，抗

凝治疗贯穿房颤治疗的始

终。患了房颤后容易发生

血栓，心脏乱跳后，心脏左

心耳内容易长血栓，这个血

栓掉下来后随着血循环在

动脉血管里漂流，如果堵在

脑血管里面，就引起脑中

风，掉到肢体血管里面就引

起栓塞，可导致肢体坏死。

所以需要抗凝药来抑制血

栓的形成，预防脑卒中和全

身性栓塞的发生。

在临床上，经常推荐的

抗凝药有两类：华法林和新

型口服抗凝药。新型口服

抗凝药疗效肯定，安全性优

于华法林，无需常规检测凝

血指标，剂量固定已逐渐被

更多患者接受。

房颤患者预防卒中
抗凝是关键

别看现如今
对宠物饲养有防
疫准则，或者各处
也有宠物携带规
定，早在百年前，
因为有“饲养宠
物”的情况出现，
相应的约束和管
理也呼之欲出。

由成都市档
案馆提供的一份
1931年市政府发
布的公告显示，
严禁当街喂放牲
畜。当然在这里
更多的是指牛，
羊，猪等家禽，不
过猫狗的管理也
有包含。光绪三
十三年（1907）的
一份档案显示，
当 时 的 警 察 厅
更是对成都城内
养 狗 进 行 了 明
文规定。

档 案 中 明
确，考虑到街上
行人曾受他人饲
养犬的惊扰，所
以要对犬类喂养
进行管控。其中
就提到了凡是家
中有犬之人，均
需到指定的分局
领取狗用皮圈，
以 及 铁 质 的 号
牌。估计是想通
过这样的方式对
城内狗狗进行统
计，并对应各自责
任人，便于管理。

虽有“名义
上”的管控，但对
于宠物饲养，特
殊时期老成都也
曾持积极支持态
度。成都市档案
馆 提 供 的 一 张
1927年由当时警
察厅印送的《劝
民养猫防鼠疫俗
歌》显示，当时政
府就通过童谣传
唱的方式，告诉
市民如何防疫。

歌中显示，
鼠疫传播快危害
大，为防止鼠疫
的发生，要求各
户在日常生活中
就要做好减灾措
施。其中就鼓励
养猫，让其多抓
老鼠断其后代。
而死老鼠也不得
在家中久留，应
统一拿到郊外，
同 草 包 一 起 焚
烧，以免细菌滋
生造成疫情。

其实，不管
是出于对市容考
虑，以条文通告
规范“铲屎官”行
为，还是为防范
疫情又鼓励养猫
杀鼠，老成都的
这些政府行为也
并未起到根本解
决问题的作用。
如刘孝昌所说，
条条框框不过只
是针对普通老百
姓，达官贵人千金
小姐的“宝贝”们，
照样在街上横行
霸道。

华 西 都 市
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晨 档案资
料由成都市档案
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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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铲
屎官”队伍日

渐壮大，各类萌宠博主也频
上热搜，殊不知这猫奴狗奴
自古就有。从达官贵人到骚
人墨客，甚至寻常黎民百姓
家，养宠物之人不在少数。

不过，有钱人家养狗多为
消遣娱乐，而平常人家多是考
虑守门看家，各有各的目的。
在老成都时期，针对大街小巷
乱窜的牲畜家禽，当时的政府
部门也作出了相应的管控，这
些也在如今成都档案馆保留的
历史档案里有所体现。看来这
百年前的“铲屎官”，也并非是
个容易差事。

而老成都“铲屎官”里，
最有趣的莫过于张大千，寄
居成都昭觉寺期间，竟然养
了10条松潘狗。养狗当然不
单是消遣，也为了作画。其
名作《自画像与黑虎》，就是
他送给第四任夫人徐雯波的
礼物。

因为狗看家护主，所以在大众心中，狗一向是
机敏忠诚的形象化身。而这一特性，也被历代的
画家表现于作品之中，中国史上著名的画狗大家
就有如郎世宁、刘奎龄、黄胄等。不过，常言画有
四难，画人难画手，画兽难画狗。因为人与狗的关
系亲密，大家对狗熟悉，所以画作中稍有“瑕疵”，
就会被人诟病。

要想画好这人类最好的朋友，少不了仔细的观
察。于是一些画家选择养狗，并非只为了兴趣娱乐，
而是以便模拟作画。张大千就是其中一位。

1943年秋，张大千从敦煌返蓉后，一直没有固
定住所，直到1947年，才举家寄居于成都昭觉寺，
在那生活期间养了10条松潘狗。每天狗狗排泄物
的清理也是家中一大工程，而这项任务张大千则指
派给了儿女而并非佣人们。当小辈们表示不满意
这样的安排，或者嫌弃狗狗粪便脏的时候，还会受
到一顿来自“铲屎官”的教育：“养狗不是为了玩，而
是为了作画；你们学习忙，佣人比你们还要忙呢。
要懂得体谅佣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能潜心作画，
你们能专心读书吗？”

在张大千的画中的确也不乏这些狗狗的身
影。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自画像与黑虎》。这是
张大千送给第四任夫人徐雯波的礼物，画中有自画
像和一条名叫黑虎的藏獒。画中犬凶猛，怒目大眼，
犬齿尽现，头、尾、爪画得十分谨慎精细，根根犬毛分
明。可见画家对其观察仔细，流露出爱惜之情。

据说这条藏獒是他在敦煌的时候朋友送的，
不料后来带回成都饲养不久，因水土不服，狗便病
逝，张大千甚是悲伤。

在2010年中国嘉德秋拍中，张大千的这幅名
作《自画像与黑虎》拍出了4536万元的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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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老成都时
期恶霸一方的“花花太
岁”，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获得这一恶名，主
要与其经常强霸民女
脱不了干系。此人便
是刘文辉干儿子石肇
武，早年投身绿林，因
杀沐川县县长杨文斌
而威震江湖。与把兄
覃筱楼等被刘文辉招
安后，其又先后任连
长、团长、警卫旅长。

据四川省民俗学
家刘孝昌介绍，在石肇
武为自己打造的“肇
第”府上，藏娇数位，有
明媒正娶的，也有强抢
霸凌的。其中，因生得
乖巧又口齿伶俐，江南
烟花女出身的六姨太
最得石肇武喜爱。

为了讨六姨太欢
心，石肇武不知从哪弄
回一条金毛犬，为佳人
解闷。据说这金毛犬
还 是“ 宫 廷 御 供 ”品
种。见了这金毛犬，六
姨太自然开心，还吩咐
下人为自己的宠物定
制“金窝”，且狗狗的食
物也不得怠慢。更夸
张的是，石肇武还派专
人照顾金毛犬，负责照
顾金毛犬的日常起居
吃喝拉撒。

狗仗人势，金毛犬
自然也神气。负责照
看它的专人也不敢有
何怠慢，带出去遛弯
时，人牵狗变成了狗牵
人。一日在街上路过
一家锅盔铺，金毛犬见
铺内家犬十分兴奋，便
立马蹬着狗腿上前。
锅盔老板见状顺手拿
起木棒吓唬金毛犬。
那还得了，敢动六姨太
的狗！石家的下人们
立马扑上去将老板一
阵痛打。

被打的锅盔铺老
板知道狗主人是谁后，
也不敢多言什么。不
过没过几年，二刘之战
（安川战役）中，石肇武
被21军刘湘属下李家
钰 部 击 败 生 擒 于 邛
崃。因石肇武驻防成
都时无恶不作民愤极
大，首级运至成都少城
公园（即人民公园）示
众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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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
“铲屎官”

张大千《自画像与黑虎》。

1931年严禁当街喂放
牲畜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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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狗，老虎也曾是张大千家中的“玩伴”和
绘画素材。

小时候，为了随时观察老虎的形态、神情和习
性，并进行写生，描画的训练，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孖
在苏州居住的时候还养过一只小老虎。相处时间
久了，感情深了，小老虎显然也没了森林之王的霸
气，每天都摇头晃脑跟在张大千后面。

钟情老虎，但张大千却立誓不画虎，这又是怎
么回事呢？

文史学者刘继兴在《张大千为何“黄金千两不
画虎”》一文中表示，此中原委，还须从他二哥张善孖
说起。

张善孖长张大千17岁，他们兄弟十人，张善
孖排行老二，他排行老八。张善孖善画虎之各种
形态，作品精妙沉雄，笔下的老虎不但威猛，而且
有妩媚温柔的一面。张善孖作有《金陵十二钗
图》，画的是十二只极具女性气质的老虎，各摘《西
厢记》句题之，颇为人称道。张善孖住苏州网师园
时还特意养了一只小老虎，以作绘画观察之用，成
就了一段“人虎相处”的佳话。张善孖自号“虎
痴”，人皆尊其为“虎公”。

画艺和名气都在张善孖之上的张大千不愿压
倒张善孖，故很少画虎，即使偶尔画之，也是为了
消遣自娱，从不送人，更不出卖。

1935年春，有一天，兄弟二人在一起喝酒，喝
得酒酣耳热之际，他对张善孖说：“我今日作一幅
画，你来补景题诗，以表我们兄弟之谊。”接着，他
画了一幅六尺中堂《虎啸图》，画毕，酒力也涌上来
了，笔一扔，被人扶着休息去了。

此画用笔老辣，构图奇特，画面上枯松倒挂，
怪石嶙峋，一只斑斓猛虎迎风长啸，神态栩栩如
生，令人望而生畏，风格与张善孖迥异。张善孖在
画上补景作诗，还写了褒赞他的跋语。恰好有一个
日本人来访，见了这幅由张大千画虎、张善孖补景题
诗的画，再三请求张善孖割爱，价钱再高也要买。见
张善孖犹豫不决，日本人继而用激将法说：“你应该
让人知道你八弟还擅长画虎。”张善孖为扬弟名，
将画卖了。这一切，醉酒中的张大千全然不知。

此事不胫而走，第二天就有一个画商找上门
来，一见张大千就连声赞扬他画虎技艺超过了张善
孖，愿以高出张善孖十倍之价收买他的虎作。张大
千闻之大怒，也因自己醉酒而画虎懊悔不已。画虎
是张善孖的专长，自己岂能一较短长？为了让张善
孖独擅其美，张大千发誓以后不再画虎，便提笔写下
两行字回答字画商：“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
画虎。”自此，他立下“二戒”，一戒画虎，二戒酗酒。

当代先锋诗人、作家蒋蓝说，张善孖、张大千
兄弟一直深具“虎豹情结”。1938年冬，张大千携
家人绕道香港、重庆，在青城山上清宫居住，因为
华南虎不易获得，但豹迹遍及青城山野。传记《画
坛巨匠张大千》记载说，一个傍晚，青城山上已是
夜色朦胧，张大千携夫人及心智、心瑞、保罗到上
清宫前面的旗杆附近散步，突然从不远的一条深
沟里传来了豹子锯木头似的吼叫声，其他人都被
吓得慌了神，只有张大千镇定自若。他让大家都
回去，那时他目力尚好，要留下看个究竟。夫人拗
不过，只好领着孩子们先回家。到家后，每个人都
提心吊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张大千才面带笑容
返回。张大千说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想等豹子出
沟，但总是只听吼声不见豹子的踪影，后来吼声越
来越远，他只好回来了……

1927年全民养猫防鼠疫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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