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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我参加全国总会计师高端班
集中培训，正好可以从琐碎和烦躁中抽
离出来。于是，每天晚上，我完成万步走
之后，就平心静气地坐在宿舍里，欣赏国
学大师季羡林的佳作——《读书·治学·
写作》，领悟从容、平淡的文字背后深邃
而质朴的思想。第二天早上再打开该
书，翻出昨晚划出的金句，朗朗读上一
阵，一时间恍惚回到少年学子时期。

对知识分子而言，读书、治学、写作
是一辈子必修的功课，有起点没有终
点，坚持下去，会随着岁月的积淀，慢慢
结出一颗颗晶莹剔透、芳香四溢的果
子。对于季羡林撰写的这本书，我听闻
已久，在我的电子书架上也放置了很
久，却迟迟不愿意翻开阅读。因为，在
内心深处，我觉得这类书只有心思极
静、极沉的时候才能读下去，需要慢慢
品味、琢磨，需要任思绪徜徉才能略微
体会到书籍里面流淌的思想之真、意境
之美。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式的阅读是
暴殄天物、亵渎大师。同时，这类书给
读者带来的，不是短期就能受益的技能
或马上就能提升的认知。而我，天天被
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包围，总是想能够通
过阅读急切地找到答案或技巧，对这种
沁润式、滋养式带来的审美和底蕴慢慢
改变的书籍就一拖再拖。

仔细分析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
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相
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
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
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功夫。文章写成后，
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
际上其背后却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章或诗歌，
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
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
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
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

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
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
雕琢。

我甚至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
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
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
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和享受。这样，有
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对于散文和议论文，我有这样的感悟。
散文和议论文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文体，也是不容易写

出彩的文体。在季羡林看来，要写好这两类文体，首先是
两个字——“真”和“情”，事是真的，情是实的，大家才会产
生共鸣。其次，结构、节奏、修辞也很重要。在结构中，开
头和结尾尤其重要，开头要么振聋发聩，要么平淡无奇，要
么意境陡峭，结尾则一定要意味深远，让人回味无穷。节
奏方面，季羡林认为，优美的文章一定要有旋律感（不止能
调动人的视觉，还要能调动人的听觉、触觉、味觉。不仅要
给出空间感，还要给出乐感，才能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
受，这几句是我的引申），只要主旋律还不够，最好还有不
同的次旋律。这样，文章跌宕起伏，很有韵味。在修辞方
面，文字的选用和修辞手法的应用，一是需要长期积累，二
是需要反复雕琢，只有做到“吟安一个字，捻段数根须”，才
能达到读起来行云流水、意至情憨的效果。

关于如何写文章，一些书籍里有另外一种提法，我觉
得挺有道理。该书的作者认为要写好一篇文章，需要从内
核、故事、笔法 3 个方面来构思与努力。内核是文章要表
达的价值观、理念、中心思想。故事是内核的载体，表面看
来，作者只是讲述了一个内容完整的故事，仔细体味，就能
品出故事背后的内核。如何讲好故事，给读者带来视觉、
思想上的冲击，就要设计好故事的结构，是按时间轴平铺
直叙式，还是不同时间、空间交叉呈现呢？笔法主要是语
法修辞，体现了作者的文字能力。

这两种说法，都很有道理。但写作是实践性很强的一
项工作，仅知晓道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经常观察、经
常思考、经常练笔，不断积累素材、深化思想、构思结构、分
析词句，才能逐步提高能力。有了出色的写作能力，才能
在需要的时候，很快把观点、把专业、把工作、把方案写明
白、说清楚、讲精彩，让大家同频共振、形成共识，才能凝聚
最多、最大的发展力量。而写作能力，对当下的职场人士
来说，是非常稀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优秀职工、精英团队
需要掌握的技能。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悦读

立春是春节后的第一个节
气，也是冬季向春季过渡的节
气，万物随着气温升高而逐渐生
机勃勃。

清晨一层淡淡的薄雾似玉
带一样环绕在村庄周围，袅袅炊
烟在庄户人家的烟囱里徐徐地
散发开来，融入了雾气里。在平
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白村，几声
狗叫和高亢激昂的鸡叫声，唤醒
了乡村沉睡的大地。

“芝麻叶面条，茶鸡蛋。”金
疙瘩村的老王开着电动车来了，
刚摘掉脱贫帽子的老郭哥端着
碗，带着他忠实的黑狗来到村
口。“老王，给我来一碗芝麻叶面
条。”自从相依为命的哥哥去世
后，他明显变老了，头发没剩几
根，门牙基本脱落，瘦弱地弓着
腰，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下一样。

“喝汤了吗？”勤劳厚道的群
义哥从田埂上走来，腿脚满是泥
土。几只勤快的鸭子跟在他的
身后，摇摆着肥胖的身躯。

薄雾刚刚散去，平顶山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部分帮扶人
员来到村子里，给驻村工作队带
来了米、油、牛奶等生活用品。
同事们相见，笑语不断。驻村工
作队向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领导详细汇报近期驻村帮
扶工作，随后对帮扶人进行入户
前培训，详细讲解入户细则，比
如家庭基本信息、家庭成员健康
状况、家庭收支等。大家携带脱
贫户、易致贫返贫户信息采集
表，入户开展信息采集工作，同
时帮助脱贫户打扫卫生，开展家
庭人居环境整治等。

“徐叔，家里种了多少亩（1
亩=666.67 平方米）地？孩子上
学补助落实了吗？”“花生种了三
亩，玉米种了两亩，女儿上初中，
学杂费和书费学校按照帮扶政
策都免除了，儿子去杭州市打工
还补了300元交通费呢！”满脸沧
桑的老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走在乡村的街道上，两旁是
刚种的桂花树，一阵春风带着生
机勃勃的气息吹来。一棵小草

从睡梦中醒来，破土而出，用幼
嫩的绿色，装扮着春天。平顶山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
明超叮嘱驻村工作队，一定做好
人居环境无“死角”的清洁工作，
重点加强对房前屋后、绿化带、
背街小巷等卫生死角的清理，营
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环境。平顶
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
智伟站在村健康教育宣传栏前，
语重心长地嘱托着驻村工作队，
要利用健康行业的优势，大力开
展卫生科普知识讲座、服务百姓
健康大型义诊活动，有效传播健
康知识，倡导健康理念，真正把
健康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为建
设健康乡村助力。

抬头一看，薄雾已经散去，
春天的天空是多么明朗。湛蓝
的天空中漂浮着许多绒毛似的
白云，好似那无边无际大海中小
小的浪花。有时，还会看到几只
刚从南国赶回来的燕子，斜着从
天空中掠过。

太阳已经高悬在头顶，晒得

人们浑身暖洋洋的。几个老人
在阳面的墙头下，或蹲着，或站
着，或打着盹儿，聊着村里发生
的新鲜事。在村部的会议室里，
郭姐在填写防返贫动态监测表，
小 靳 在 记 录 脱 贫 户 的 家 庭 情
况。此时的空气是静止的，一切
都安静，恬淡。一排排才展开带
黄色嫩叶的柳丝随风摇曳着，好
像告诉我：寒冷的冬天已经过
去，温暖的春天又来到了人间。

夕阳的脚步在老人口中的
烟的燃烧中，缓缓地挪动着，挪
向了西南方天边的树枝。街道
上，文化广场上，沙河堤上，院子
里……只要有空的地方，到处都
是绿油油的麦苗，饱满的花蕊，
给乡村的春天抺上了闪闪的斑
斓，也给朦胧的夜色增添了一些
神秘。

夜幕降临了，柴草里的狗不
情愿地起身，抖落了身上的柴草
相互告别了，墙根儿下的老人早
就不知何时消失了。村里的文
化广场上，忙碌一天的女人们随

着音乐跳起了时尚优美的舞蹈。
“老李，喝汤了吗？这晚上也

不闲着。”驻工作队利用夜晚农户
家里有人的机会，走访脱贫户、易
致贫返贫户，进行收支明细核算、
排查问题。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大队部时，弯弯的月亮正挂
在天空中，闪着幽魅的光。路边
人家屋里透出的光亮照在水泥路
上，使得原本漆黑的夜变得温暖
了许多。或许是年岁大了，想着
来乡下已经 3 年多了，把女儿丢
在城市里，不禁潸然泪下，沐浴着
乍暖还寒的春风，一声叹息，岁
月，终是浸染了风霜的痕迹，冬去
春来，季节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轮
换，我的年岁也在不觉中向前涌
动。也许，在尘世走得累了，或是
伤心了，是否可以停下匆匆的脚
步，寻一处安静的空间，将自己疲
惫的心灵放飞。

路边的草丛里，偶尔传来一
两声狗叫。渐渐吐绿的树枝上，
喜鹊在低吟浅唱，曾经，我喜欢
这样沉静的夜晚，而今夜我竟然
多了一些伤感和孤独。

这样的夜晚，往往是人们感
情流露的时候，也是人们感情最
真实的流露，不知道此时此刻，
谁会和叶片一样，恋着催它一起
起舞的春风，还是恋着生他养他
的大地。

（作者为平顶山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驻鲁山县辛集乡白村）

“药材咱们要用地道的，火
候也要把握好，啥时候放啥药一
定要记牢，这样熬出来的膏药才
能治病！”“老祖宗传下来的本
事，你们一定要传下去，要遵守
咱们的医道，不能丢咱祖宗的
脸！”虽然过去多年，但是祖父这
些话语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着，激
励着我。

我是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我
的先辈经过多次尝试，创制了一
个治疗面部中风的外用膏方，后
来，经过历代传承人的精研及验
证，传承至今已150余年。于氏
传承人秉承悬壶济世、妙手仁心
之祖训，用心做药，仁心诊病，受
到当地群众的赞誉。

家传的膏药熬制方法是，沿
用原始的熬制流程及工艺，选用
地道中药材依次放入容器内，向
容器中添加适量的自来水，反复
翻搅，采用文火熬制，且药物不
糊容器底部，将药汤熬制成膏状
即可。熬制过程不仅需要有一
定的耐心和体力，火候的控制及
加药的时辰都很关键。小时候，

爷爷和父亲经常带我上山采药，
教我辨别中药材的好坏、诊病的
技巧等，想把传统的技艺真正传
承下去。

至今，我依稀记得在一个冬
天，大家吃过晚饭准备睡觉时，
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父
亲赶忙开门，看见两位老人。他
们听亲戚说我父亲治疗方法独
特、疗效好，特意步行十几公里
来治病。当晚，天空中下着雪，
他们又冷又饿，爷爷为他们看过
病之后，还让他们吃饭。随后，
爷爷不但没有收钱，还让父亲把
他们送回家。后来，他们病愈
后，专门来道谢！

传承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
任。像爷爷、父亲那样，传承的
不仅是一种技艺，还是一种文化
精神！很幸运，先辈们传承下来
的技艺和膏药获得了非物质文
化代表性项目。获此殊荣使我
深感使命的神圣：传承中医、创
新中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中医
药的诊疗服务。

（本文由刘永胜、陈俊才整
理）

从医随想

驻村手记

星期天，小利驱车回老家看
望父母，刚进门把吃的东西一放，
就搂着母亲的肩膀说：“妈，我带
你去做个体检吧？”母亲一听，连
连摇头，嘴里说着：“不去！花那
个钱干啥？”小利看着母亲单薄的
身体，心疼地把母亲搂得更紧了。

小利的父亲患脑梗死十几年
了，半边身体活动不灵便，一直是
母亲在照顾。姊妹几个要接父母
一起住，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
说：“我能照顾你爸，我们在老家
住着习惯了，也很方便，去你们那
里给你们添麻烦。家里也不愁吃
和穿，你们几个不定时回来，捎很
多东西，都够我们用了。”

母亲处处为子女考虑，对自

己却显得有一些苛刻。
小利感觉最近母亲的身体看

上去不如从前硬朗，一定要带她
去做体检。小利的父亲单位每年
都会组织体检，也知道父亲身体
不好，可小利的母亲总是带父亲
体检。小利的母亲却从来没有体
检过，有时她也说给母亲做体检，
都会说：“我觉得身体没有毛病，
体检啥，浪费钱。”

母亲那样一说，姊妹几个也
没有再坚持为她体检过。小利的
母亲今年快70岁了，她心想：“这
一次，我一定要说服她。”

小利知道母亲怕花钱，给母
亲说：“我同学单位这段时间体检
搞优惠，做一个全面体检也花不
了几个钱，你去体检一下，体检
完，一看检查结果，就知道你身体
有没有毛病，我们也就放心啦！

就像我爸，如果当初患了高血压
病，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就好了，
也不会最后出现脑梗死，真后悔
啊！”

“好，我跟你去体检。”母亲笑
着拍了拍小利的手，母亲知道这
是小利的一片孝心。

第二天，小利带着母亲来到
医院进行了体检，下午却接到医
院打来的电话，说肺部CT显示其

母亲的肺部疑似有一个肿瘤，需
要进一步做检查。接到这个电话
后，小利感觉如晴天霹雳。

最后，小利姊妹几个带着母
亲到洛阳市、郑州市进行了全面
检查，确诊母亲患了肺癌，已转
移。

小利拿着检查报告单，泪如
雨下，医生的话在她耳边回响：你
母亲如果以前能每年体检一次，
也不会发现得这么晚，很多大的
疾病都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如
果能早发现、早治疗，大病也会变
成小病的。

哎……小利重重地叹了一口
气！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作者供职于宜阳县中医院）

喜欢追剧的人都知道，近段
时间，央视一套播放的电视连续
剧《人世间》受到影迷的追捧，可谓
只恨下一集相见恨晚，集集都不
落下。

受到爱人的影响，闲暇时，我
也饶有兴致地坐下来，和她一起
观看《人世间》。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著名作家
梁晓声的同名小说。很多人都知
道，对一篇好的长篇小说进行改
编，是需要实力和勇气的。因为，
有很多细节是需要经过反复推
敲的，只有真正领会了才能将它
还原，并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其
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无疑，一部近乎完美的剧本，
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创
作，就像一个待嫁的少女，需要一
场盛大的婚礼，通过光和影等完
美结合起来，才能留给人们无尽
的遐想。

在剧中人物的情感跌宕起伏
下，我们随之热泪盈眶，不能自

已。这是《人世间》给我们带来的
一世情缘，人间温暖。细细想来，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过去的，已
经成为历史，憧憬的，还是未来，而
当下，我们只能勇敢面对。

上山下乡的日子，我没有经
历过，也只有在文学作品里细细
体味，反复咀嚼它的酸甜苦辣。
通过对剧情的逐渐了解，让我懂
得了，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那段日
子，工薪阶层是如何勇敢面对，
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的。

这部作品是梁晓声以其自身
的经历为创作源泉，以写实的艺
术手法，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
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
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
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
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
姓生活的跌宕起伏。

《人世间》原著分上、中、下三
卷，全篇主要围绕春节欢宴、家庭
聚会、重大事变为结构，足以表现

出作者驾驭复杂题材的匠心独运
和深厚功力，让人叹为观止。

《人世间》历经数年创作完
成，题材容量大大超过过往，时空
跨度大，刻画人物多，既抒写了中
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又
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
杂。而电视连续剧《人世间》，则
以浓缩为58集的集集精彩，向我
们反映了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
生活史”。其张力之大，内容之浩
瀚，人物之众多，人际关系之复
杂，足以勾起我们的好奇心和想
要一睹为快的眼球。

话说回来，有一个很现实的
问题，不管是作家小说里所描述
的，还是电视剧里所呈现的，城市
别墅和乡村杂物间的巨大反差，
给我们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我
们无法逃避，也必须正视的一个
话题。无论是哪个年代的工薪阶
层，还是当下的农民工，乃至那些
打工者，生活有其美好的一面，也
有其悲哀的一面，就看你从哪个

角度看问题了。其实，在生活的
江河湖海里，我们都是名不见经
传的小人物，痛并快乐着。一边
自得其乐，一边负重前行。

《人世间》立足底层，坚持平
民视角，抒写草根青年的奋斗和
拼搏。无疑，梁晓声写的内容是
接地气的，默默无闻辛苦创作；主
动下基层，深刻体验普通人的生
活，精妙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正是《人世间》受到广大读者、
观众追捧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现实的农
村，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多数村民都
出外打工，挣钱养家，只有一些留守
老人和儿童时常遥望村口，等待亲
人团聚。也许，再高雅的人也逃不
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
结婚生子命运的安排，也不例外。

我作为一名基层医生，在时
刻关注着别人命运的同时，也在
思考自己的人生。人生苦短，艺
术作品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是
精华也是提炼，是在警醒世人。

通过这部作品，让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也就是周秉昆应对磨
难的“利器”：“苦吗？嚼嚼咽了！”
相信懂得了这种智慧的人，也就
拥有了解锁幸福的密码。

作为一名医生，有时候，我可
以挽救一个重症患者的生命，却
无法替他们在生命的长河里清除
艰难险阻。一个人的思想决定着
以后命运的走向，我虽然是一名
基层医生、心理咨询师，但是无法
成功说服所有执迷不悟的人。

总之，《人世间》告诉我们：这
是“平凡的世界”，也是不平凡的

“人世间”。剧中的故事告诉我
们，人世间有多值得，有多少热望
和情怀在不断生长。人未必都能
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平凡的人
生同样需要踏踏实实奋斗、兢兢
业业付出，只要善良在心、责任在
肩、希望在前，我们的脚步就更有
力量，人生就更有光彩。

（作者为长垣市苗寨镇卫生
院全科主治医师）

国色天香

赵清坡/作

作者为泌
阳县人民医院
宣传科科长、
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河
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泌阳
县书法家协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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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现该有多好
□周 毅

《人世间》告诉我们幸福的密码
□梁文权

传承是一种责任
□于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