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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视剧了解手术室的场
景的。比如无影灯、手术床，以及蒙着无菌巾的
患者，还有穿着手术衣、戴着帽子口罩的医务人
员、闪亮的手术刀……这些的确是手术室的日常
景象。

自从我到手术部工作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
上千台手术，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您好，核对
一下您的信息，让我看一下您的腕带，请问您叫
什么名字？哪个科室的？做的什么手术？看一
下您的手术部位标识？”以上是手术部最重要的
核查环节，也是我每天工作的开始。

有些需要做手术的小朋友，面对陌生的环境
和“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他们害怕、哭闹不止，
为了安抚这些小朋友，我们可谓是使出浑身解
数，有的给小朋友发勇敢徽章，有的给小朋友播
放动画片，等待小朋友情绪稳定，麻醉后进入手
术间。

记得曾经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乖巧懂事的
小男孩，他的右脚脚踝骨折，脚上打着厚厚的石
膏，父母望着小男孩的眼神充满了担忧，我安慰
了孩子的父母，核对好信息，将小男孩带进了手
术间。

“小朋友，你上学没有呀？”
“我快要上学了。”
“那平常喜欢玩什么呢？”
“爸爸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要听话，不能乱跑。”小男孩认

真地说道。
“小朋友，你真是既懂事又乖巧，一会儿让你睡一觉，睡醒了听

阿姨的话好不好？”手术很顺利，1个多小时便结束了，小男孩也慢
慢地苏醒过来，我们温柔地安慰他，细心地照顾他的情绪，尽我们所
能帮助他，驱散他心中的恐慌，小男孩也配合治疗，快速康复了。这
只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缩影，希望我们的服务能温暖患者的心。

抢救重症患者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有一天，我接到医院通
知，有一位患者消化道出血，并伴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手术。我们
立即投入“战斗”中，建立静脉通路，连接仪器设备，准备器械、一次
性物品，安全核查等，在紧急状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护士长巡
视手术间时发现患者面色苍白，肢体发凉，就嘱咐使用加温毯为患
者保暖。手术过程中，由于出血点不易被发现，因此我们使用腹腔
镜联合胃肠镜进行查找，血气分析仪显示血色素较低，我立即联系
内镜室和输血科。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手术顺利完成，患者的
生命体征平稳，所有人松了一口气。当我紧绷的心情放松下来，顿
然感到一阵疲惫，但心中却无比自豪！

这，就是手术室的护士。我为自己是一名手术室的护士感到无
比自豪，我愿意为这份神圣的事业全力以赴、努力奋斗！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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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加林和刘巧珍风靡全
校的时候，我问及此二人是谁？
招来一片嘲弄声。可能是小说
里的爱情唤醒了中学时代潜伏
的青春萌动，同学们和书中的主
人翁情怀相通，被曲折浪漫的故
事深深地打动，都想读读《人
生》，为自己的人生之路把把
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生》
这部纸质小说并不好找，只能在
广播里断断续续地听。

《人生》一时成了校园里沸
腾的头号话题，同学们纷纷尝试
着写续集，有人翻腾着把马拴写
死，让高加林和刘巧珍破镜重
圆；有人张罗着把刘巧玲嫁给高
加林，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星期
六，吃完午饭，大部分同学回家
去了，我睡了一小会儿起来，想

去新华书店逛逛。那时候的书
店不让顾客随便翻阅挑选，只能
站在柜台外边用手指想要哪本
书，再由营业员从书柜里拿出
来，放到柜台上让读者翻阅。

琳琅满目的书籍很难一眼
就辨认出是否是自己想要的书，
在最下层桌面上的厚厚一列《人
生》，由于封面对着顾客，即刻吸
引了我的目光，让营业员拿到面
前，我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在大
厅里转悠了一会儿就返回学校
了。

《人生》握在我的手中，本没
有立即阅读的意思，想放了暑假
再慢慢欣赏。到了学校，坐于寝
室，因无人闲聊，就轻轻地打开
了第一页，慢慢地读了起来。不
读则罢，一读便收不住自己的欲
望了，我被书中的故事缠住了
心。我读书本来就慢，加上故事
浪漫曲折，还有非常符合我胃口
的句式，有种不忍心读完的感
觉，确切地说，我是到了第二天
下午才把《人生》读完的。

星期天下午是同学们陆陆
续续返校的时间，刚读完《人生》
的我，头蒙蒙的，洗把脸，伸了个
懒腰，吃了晚饭，在操场上和几
个要好的朋友溜达几圈，晚自习
就开始了。静悄悄的教室唯独
我和同桌在窃窃私语，周围又伸

过来几个头听我讲《人生》。聆
听者越多，讲解者越卖劲儿，声
音也越来越大，我不自觉地站了
起来，所有人都面向我，呈众星
捧月之势，晚自习就这样被我搅
黄了。有的同学插话问：“刘巧
珍长得啥模样？”我回答他：“俊。”
事后同学揶揄我口才和胆量不
逊于评书演说家。当时临场发
挥的一句话至今被同学哂笑：

“我如果是高加林，一定要把刘
巧珍娶回家。”

我讲解《人生》的“才华”发
挥得淋漓尽致，而后被老师喊到
办公室训话也是独自“享受”。

后来电影《人生》上映，学校
特意买了专场，如果用座无虚席
形容当时的电影院，恐怕还不够
到位，应该是电影院内塞满了
人。当高加林从县城被遣送回
所在大队时，观众有唏嘘的，有
谩骂的，有同情的，甚至还有啜
泣的。“《人生》与路遥，绝配。”同
学们不是文学评论家，没有高深
的理论，却说着简朴的道理，就
连作者给小说人物起的名字，同
学们都钦佩不已，“小说中人物
的名字起得好听、顺口、耐读、易
记，不愧是大家。”从此我记住了
路遥，逢其作品必读。

我那年的高考和高加林一
样，全班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

我是家里的独苗儿，母亲在床旁
摇着芭蕉扇流下了眼泪。当时
二叔让我去做民办教师。这时，
我想到了高加林，所以没有去教
书，执意要学习医学。后来通过
自己的努力，我取得大专文凭，
做了基层医院的医生。

自从走上学医之路，我常常
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学医上，对
文学就涉猎得少了。光阴荏苒，
一晃 30 余年了，近几年自以为
专业不长进了，猛然又忆起文学
来，无才著大作，几篇文章在当
地报刊发表，被熟悉的人知晓
后，尊称我为“文学家”。我听
了，羞愧难当，其实他们根本不
懂我——仅是爱好而已。

年逾半百，回忆过往，也有
很多坎坷历程。我重新捧起《人
生》，凝视良久，还是那个青涩的
我，发现书脊散开，纸张泛黄，边
边角角都被日月剥蚀漫漶，空白
处为人物写的点评，笔迹清晰可
见，我不忍心丢弃，精心封皮装
订，把小说和电影对照数遍，瞧
瞧都有些什么改动，也是乐而不
疲的驱使吧。

说起这部《人生》还有一段
小插曲。《人生》这本书我买于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封面设计
是白纸红字，一个人低着头拎包
在曲折的道路上踟蹰着，封底是

一个人头裹红纱巾在天际处惆
怅着。我记不清是谁借阅后忘
记还给我，便一直找不到这本
书。过了几年，我去参加一位亲
戚家的喜宴，无意中发现一位客
人在翻看《人生》。我借过来翻
阅，扉页上竟然写着我的姓名，
还有某年某月购于沈丘新华书
店的字样。我穷追不舍，《人生》
终归回到了我的怀抱，至此一直
和我不离不弃。

临床工作很忙，没有大量时
间阅读鸿篇巨著，青春的记忆是
难忘的，所以《人生》成了我枕边
常读的书。喜悦时翻翻，依稀回
到了天真无邪的中学时代；迷茫
时读读，仿佛又找到了人生的真
谛。

“说来说去，路还得自己
走。”我永远忘不了高加林的这
句话。

我爱文学，亦爱医学。因为
医学是我的初衷，文学丰富了我
的生活。
（作者供职于沈丘县人民医院）

心灵絮语

追忆魏晋风度
□陈秋平

关于魏晋风度，有人说，那
时候，礼崩乐坏，名士言行不
羁，又热衷于清谈玄学、漫游山
水，以致误国、误军、误天下。

而中国哲学家宗白华如此
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
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
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
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
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
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
代。”

自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乱
不已，先是董卓之乱，而后三
国鼎立，魏晋易代，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中原地区出现了白
骨遍野的惨象。魏晋名士流
离失所，辗转四方，寻求栖身
之所，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居生
活。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
罗兰说：“人的一生就像石头在
湖上漂流一样，没有信仰的人
就会下沉。”面对天翻地覆，人
命如蚁的社会现实，生性敏感
多思的名士把心中的哀伤和悲
痛沉淀，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
义的探索，转换成对生与死的
思考。他们开始追求一种任性
恣意的生活，追求自己内心的
感受和向往。魏晋名士做了中
国精神史上最具魅力的一次远
行。向内，他们发现了心性自
由之美；向外，他们发现了山川

自然之美。
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

的慷慨激荡、唐朝的太平盛世、
宋朝的清丽婉约不同，魏晋人
物以率性不羁、旷达玄远而著
称。历史上流传很多魏晋名士
率性而为的故事，比如王子猷
雪夜访戴安道、嵇康临刑前奏

《广陵散》、阮籍白眼对俗礼等，
一个个都表现出了魏晋名士的
特立独行，逍遥旷达。

狂狷、率性当然是名士之
风，到了东晋时期，名士们最为
推崇的是雅量。什么是雅量
呢？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
东晋时期政治家谢安，是猝然
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的西晋大臣王夷甫，更是尊崇
自己内心，保持本真的东晋书
法家王羲之。

魏晋风度不仅体现在男性
身上，魏晋时期的女性也以敢
爱敢恨、真情流露而著称。她
们重视才情，同时兼具魏晋名
士身上的旷达，敢于打破传统
的妇女观念。她们身上散发出
的率真、洒脱和热情，使得那个
时期更亲切了。

《世说新语》中说，山涛妻
子发觉自己的丈夫与嵇康和阮
籍契若金兰，想要一窥二人的
品行，得到丈夫的同意后，穿墉
以视。丈夫询问时，山涛妻子
并不因为私心而夸赞自己丈夫

才情高超，如实指出山涛才智
不如二人，同时也指出了山涛
以识度为胜。山涛听到之后称
同辈人也是这样评价他们三
人，可见山涛妻韩氏品鉴人物
的才能足以与当时的士族相
称。

提到魏晋女性，另一位不
可避开的人物就是东晋时期诗
人谢道韫。谢道韫未出嫁时就
有“未若柳絮因风起”之语，嫁
给王凝之后，谢道韫对自己丈
夫的评价是：“不意天壤之中乃
有王郎。”谢道韫的言论虽然有
贬低王凝之的成分，然而与此
同时也说明了她重才学、善品
藻。谢道韫不仅没有受到众人
抨击，反而得到男性名士的推
崇和女性的群起仿效，其弟“绝
重其姊”，有一个叫济尼的人称
她有“林下风气”。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
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如今，千
年已逝，我们重温经典，品味一
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和亘古不
息的生命力；我们追慕，是因为
那一代名士率真旷达、超凡脱
俗、珍重自我、爱惜个性的高旷
品格，透过千年的时光震撼着
我们的内心；我们怀念，是因为
我们的祖辈曾经拥有远比我们
更纯粹的深情。

（作者供职于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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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书画作品

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组织形式
是构成社会稳定发展的要素之一。

在家庭里，人员世代绵延轮替，
基因代代传承。长辈不仅给予晚辈
生命和生存的技能，而且在人生长河
中把各自独有的家庭文化基因灌输
和影响着一代代家庭成员。这种包
含了内容和方式的文化综合体，在家
庭里就叫家风。比如，我们常说中华
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民族，这里
所说的勤劳、善良是华夏文明的标志
之一，而勤劳、善良这种品质不正是
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里的祖辈、
父辈们的真实写照吗？祖辈、父辈们
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会讲给子孙
听，并希望他们也成为那样的人。

民族文明可以涵盖一个个家庭
的家风，但不能完全替代，一个家庭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家风也更
能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尽管没
有统一的标准，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演
化，那些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大多数
人认可接受的，我们称之为好的家
风；反之，我们称之为差的家风。好
的家风，在稚子幼童启蒙时便是心灵
的道德营养液，有利于提高家庭成员
的素质，有利于为社会培养输送高品
质的人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尚，也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做出个
人、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贡献。而
差的家风，就是家庭成员人生起步时
思想上浇灌的毒汁，会在以后开出恶
之花，结出恶之果。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大
多数普通家庭的家风都是在一代代
人的口口相传和言传身教中不断发展、完善、传承的，也
有很多家庭或家族为了能使自己后辈成员做得更好，便
以文字的方式写成家训。因此，家训是辅助家风良好传
承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好的家风广泛传播提供了可
能。比如我曾经读过的《朱子家训》，虽然时间过去了几
百年，但是放在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仍然有非常
积极的指导意义，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前半句是说吃每一碗粥、每一碗
饭时，应该想想这粥饭里有多少人的付出，是来之不易
的，这和我们当前提倡的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是完全
一致的；后半句是说我们生活所需的每半根丝、每半缕
线，都要常常想想其中包含多少物质能源和多少人的心
血，应该好好珍惜，这又和我们当前提倡的节约资源、反
对浪费完全契合。

我出生成长的家庭和结婚后的新家庭都是最普通的
家庭。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便教育我要尊敬
长辈、爱护弟妹；上学之后，他们告诉我要尊敬老师、团结
同学，学习上要努力钻研、勤奋刻苦；参加工作时，父母告
诉我要遵守纪律、团结同事、任劳任怨，抱着吃亏是福的
态度多干活；结婚成家时，父母又要求我孝敬公公婆婆、
夫妻和睦，要全身心融入新家庭……而正是这些人生不
同的阶段，看似家庭成员间不经意的交流、谈话，使我从
一个懵懵懂懂的稚子在淳朴家风的影响下，逐渐学会了
在人生不同阶段为人处事的方法。

我结婚后很快融入了新的家庭，公公婆婆一大家子
的人都对我很亲切、友好，更不存在“婆媳矛盾”这样的难
题；我也用爱护自家弟妹的同理心对待丈夫家的兄弟姐
妹，他们有什么事也都乐于同我交流沟通。每次回去看
望丈夫家年近百岁的外婆，她总是拉着我嘘寒问暖，分别
时依依不舍；公公婆婆都是本分的农民，他们上敬老人，
下护子女，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勤勤恳恳经营着一个
家。丈夫家的二叔三叔都是20世纪60年代考学出去上
班的公职人员，他们每次见到我总是给我说知识就是力
量，读书改变命运之类的话，希望我们的晚辈把这种理念
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在这个新的家庭里吸收到了不一
样的营养，这种营养不断滋润着我、完善着我，使我能更
好地处理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也使我的内心越来越
平和而富有力量。

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
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教育如何做人。《左传·隐
公三年》中记载：“爱子，教之以义方。”《资治通鉴》中记
载：“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
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的
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
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
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深刻体会到好的家风，就是引领孩子成长的一面
旗帜；不好的家风，可能是误导孩子走入歧途的错误路
标。

让我们都来弘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优良
家风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在优良家风这面旗帜的引
领下茁壮成长！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偃师区中医院）

韩湘人/作 作者为郑州大学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