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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这首诗放到路玫身
上很合适。《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唱出了路玫在百花园中育
桃李的情景。讲台上，路玫讲授
的是知识，燃烧的是自己；黑板
上，路玫书写的是期望，擦去的
是功利。路玫始终践行着“师
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的人生格言。

路玫怀揣着对中医药学的
崇敬和向往，于1978年考入河南
中医学院（现为河南中医药大
学），如饥似渴地沐浴在中医药
知识的海洋里，常常夜里12点还
在诵读《伤寒论》，第二天早晨 6
点又在背诵《针灸学》。路玫说
自己对中医学有了相见恨晚的
感觉，总觉得学习时间不够用。

在大学期间，路玫成绩优
异，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
针灸老师。40余载，路玫坚定执
着，无怨无悔。从最初的针灸老
师，到后来的教授、副院长、院
长、首席专家等，直到退休，路玫

始终认定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
针灸老师，在教师的岗位上辛勤
耕耘。路玫犹如一座灯塔，为学
子指明前进的方向。

执教40余载，虽然已是为数
不多的针灸专业二级教授，但是
路玫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教授
过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留学生等不胜
枚举。为了传承老专家独特的
中医药技术，路玫以滴水穿石的
精神，和同道一起困知勉行，恭
身求教。正如唐代诗人罗隐在

《蜂》中所写的“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路玫挖掘整理的“冉氏益气
通经指针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特色技术，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作为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项目成功立项，让这一安全、舒
适、疗效显著的技术焕发了光
芒。路玫开设选修课近20年来，
每次上课都座无虚席，有的同学
没座位就站着听课。

路玫自1986年开始，就致力

于针灸对抗放疗与化疗副作用
的临床研究。路玫在中国针灸
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从事
科研工作近40年，路玫始终秉承
科教兴国，把科学研究成果带入
课堂，扩大学生的科研视野，激
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虽然现在路玫已退休，但是
她依然会手把手地指导学生的
论文、课题等。记不清有多少
次，当我们走出办公室时，已是
月光皎洁的凌晨，看着路玫疲惫
的身影，我心中是无限的感动、
感恩与心疼。正如清代郑板桥

《新竹》所写的“新竹高于旧竹
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路玫曾担任针灸推拿学院
副院长和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她
深 知 人 才 对 一 个 国 家 的 重 要
性。在任职期间，路玫以诲人不
倦的工作态度培养了一大批针
灸人才，在全国各地从事中医针
灸的教研工作。多年前，有一名
学生由于家庭出现变故，情绪受
到极大刺激，坚持要退学。路玫

半夜亲自开车去火车站把那名
学生接回学校，如母亲一样耐心
地安慰他，进行心理疏导。那名
学生毕业后，也从事针灸医学研
究工作。

路玫为瑞士、俄罗斯、澳大
利亚、美国、韩国、加拿大等国
家也输送了优秀的针灸人才，
为针灸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奉和
令公绿野堂种花》中所写的“令
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
花”。在俄罗斯工作的两年，路
玫为传播中医药文化，促进中
医药教育国际化，推动传统医
学（中医）在俄罗斯的立法，提
高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等做出
了很大贡献。

路玫带领中国专家团队经
过不懈努力，于2018 年9 月在莫

斯科第三医科大学开设了中医
针灸选修课，每周授课一次。他
们的讲授，让俄罗斯的学生认识
了中医药学，并对此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当年，不仅选课学生每
学期逐渐增多，而且有的学生毕
业后选择来中国再次学习中医
药学。

路玫殷切地勉励新时代的
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医道之路
漫漫，要砥砺前行，不忘初心；应
戒骄戒躁，勇往直前。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时代
召唤青年，青年创造未来。‘道虽
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新一代的针灸人自当凌云
壮志，负青天而适南冥，挂云帆
而济沧海。”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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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果实、面包、良药、钥
匙、阶梯、摇篮、力量、灯塔……
古今中外，无数哲人圣贤给予书
的比喻，可谓琳琅满目、不可胜
数。

无论将书籍比喻成什么，皆
是前人阅读了大量书籍，内心深
处得到了书籍的润泽，受到了教
益后凝练出的独到见解，犹如颠
扑不破的真谛。表述透彻，哲思
深邃，奥妙无穷。乍一看似乎明
白了，但要真正理解其中蕴含的
精髓，需要阅读与思考紧密结
合，反复玩味，甚至穷其一生。

古人带经而锄、凿壁偷光、囊
萤映雪等发奋苦读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他们勤学不辍的光
芒，照亮了无数求知者的心灵，
激励着一代代有志之士惜时如
金、爱书如命，不断从书籍中汲
取丰富的知识，“腹有诗书气自
华”。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明白
事理，面对人生旅途中的沟沟坎
坎，坚定前行，成就事业。在生
活这条波澜起伏的大河中，只有
向往心中的目标，始终奋力划
桨，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

阅读是一种高雅的精神追求
和艺术享受，无论阅读的形式、
篇幅长短如何，都是在黑暗中寻
觅光明。与书为友，就是与无数
个智者交谈，与无数个“世界”为伴。多年来，我养成
了读书的习惯，早上、晚上、乘车时，一遇闲暇，就要捧
读几页书，从年头到年尾，几乎雷打不动。对于触动
心弦的诗文，我会不由自主地打开笔记本摘抄。晚上
临睡前，我静心阅读经典名著，用心倾听作者娓娓道
来，致敬伟大的思想，那种惬意妙不可言。床头、枕边
的书籍，散发着墨香，使我怡然自得。阅读 1 小时左
右，我随手将书置于枕边，安然入梦，翌日起床神清气
爽。

阅读不只是为了消遣、打发时光，而是为了获得
真知、启迪思索。特别是在孤独寂寞之时，阅读能够
放松绷紧的神经，抚平浮躁、郁闷、不快的心情，给生
活注入些许诗意。一本好书，是灵魂温暖的慰藉，是
帮助我们摆脱烦恼的有效途径。

通过阅读，可使我们设身处地体验书中人物的情
感、命运、喜怒哀乐，借以审视自己的人生，不断拓宽
自己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增强同理心、承受力和社会
理解能力，逐渐为自己搭建起一座庇护心灵的避风
港，体味人间万象，开阔胸襟，调整心态，乐观向善，淡
化、忘掉不悦，向着美好的明天，开启一段无比奇妙的
心灵旅程。

阅读适合任何年龄段，只要有毅力和恒心，效果
就显而易见。对于青少年来说，阅读可以活跃思维，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注意力、执行力，会自觉产生对于
他人的同理心，形成自我约束、相互促进的浓厚学习
氛围。对于刚步入工作岗位的青年人来说，仍需要继
续阅读。充满信心地阅读，可弥补过去欠缺的知识，
塑造良好的性格，提振精气神，激发新担当，砥砺新作
为。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每天阅读1小时~2小时，
对身心健康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阅读除了可以
预防认知能力下降、改善记忆力外，更重要的是可以
提高睡眠质量。睡眠研究人员认为，阅读是改善睡眠
质量的“药物”之一，将阅读作为每晚例行活动的一部
分，可以对抗失眠，提高健康水平，延长寿命。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读书的声音如同
悠扬的琴音，优美的旋律和纯真的情感会浸润读者的
心田。阅读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优选推动力。阅读
的力量能帮助我们走得更长远、更稳健。在阅读中积
累的知识和掌握的本领，是未来取得成功的坚实基
础，是一生中的宝贵财富，能让人生路途始终有阳光
照耀，有雨露哺育。每天坚持阅读，在无声的世界里
与陌生的灵魂叙谈，用文字滋润身心，找到精神家园，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翻开书卷，书香自来。通过阅读取得成功的诸多
人士，用亲身经历为我们找到了坚持阅读的动力。阅
读之所以是一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离
不开它。阅读贵在坚持，阅读成就厚重人生，书籍是
一生的朋友。古人云：“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
子。”让我们与时代偕行，让阅读充实心灵。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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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平常人生，平凡生活，平时交
往，“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往往
得到“好”与“坏”的不同结果。

先看“会说话”的例子，是我
在一家卫生院里碰到的一幕。因
有机动车辆通过，骑电动车刚要
拐弯的甲青年，猛刹车停下。乙
壮年骑电动车紧随其后，来不及
刹车，“嘭”的一声撞上了甲青
年。乙壮年说：“哎呀，老师儿！
别紧急刹车啊！”甲青年急忙下车
说：“老师儿对不起！对不起！我
以后注意。”双方交谈几句，相视

一笑，各走各的路。
方言中加儿化音的“老师儿”

虽然有一点儿尊敬和调侃之意，
但是绝无恶意，是化解尴尬、调和
矛盾的绝妙佳词。

再看“不会说话”的例子，我
在某县医疗机构院内，遇到相似
的一幕。丙青年骑电动车正在前
行，因为接电话，突然紧急刹车。
骑电动车的丁壮年及时刹车，差
一点儿撞上丙青年。“你咋骑的车
啊？”丁壮年气呼呼的。“我想咋骑
就咋骑！”丙青年扭头毫不示弱地

回答。二人挽起袖子，纠缠在一
起，夹杂着无法描述的叫骂声，直
到保安赶到，才将双方劝散。

假如把上面两个例子的对话
互换一下，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家里
有婴儿出生，如果客人说“这孩子
将来长命百岁”，主人家一定会欢
天喜地；如果客人说“这孩子将来
会死”，则肯定会被暴打出门，尽
管客人说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这就是典型的“会说话”与“不会
说话”的明显区别。

“会说话”可以化解尴尬、调
和矛盾，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不
会说话”只能更加尴尬、升级矛
盾，双方将玉帛变干戈。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多彩社
会，世态万象。我们生活在信息
多元化的时代，交集多，交往广，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不现实，要想人际关系和谐，必须
避免“不会说话”，逐渐养成幽默、
风趣、体谅，以及换位思考的“会
说话”的习惯。

当前，国家推动“改善就医感

受，提升患者体验”活动。要想把
这项活动持续做扎实，做出成效，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把“以患
者为中心”贯穿于医疗服务全过
程。

医务人员要从“会说话”做
起，对待患者及家属要态度温
和，坚决杜绝态度恶劣、“恶语相
向”，甚至拳脚相加的现象。如果
如此，“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
体验”就会大见成效。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
卫生健康委）

“会说话”与“不会说话”
□梁星毯

春色正浓

于昆鹏/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

我进入铁艺大门时，腕表上
显示的时间是9点07分。晨露未
晞的春风裹着消毒水的味道推开
那扇窗，在掠过葡萄架时忽然变
得温柔。花瓣落在我的肩上，不
知道是谁轻轻摘去了残留的焦
虑。

“小心台阶。”费院长的声音
醇厚，他脚边蜷着一只猫，正就着
阳光舔舐前爪。顺着费院长的目
光望去，我怔在原地——这哪里
是精神病医院？分明是一所被春
天宠爱的庭院。

一位患者提着喷壶给花浇
水，水珠在鸢尾叶上折射出美丽
的色彩；一位护理人员推着轮椅
穿过回廊，轮椅上的少女伸手接
住飘落的桃花，别在马尾辫上。

“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有这
样的恍惚感。”费院长给我递过来
一杯茉莉花茶，蒸腾的热气里，他
的微笑也像三月的春光。我跟着
他走进松树下的餐厅，听见屋里
患者玩游戏的欢呼声，混着隔壁
廊下悠扬的豫剧唱段，竟比任何
交响乐都令人心安。转角处，我
碰见两位正在下棋的爷爷，其中
一位爷爷忽然抬头说：“丫头，帮
我瞧瞧下一步棋怎么走？”

在康复院里，杏花的清冷与
桃花的浓艳，在此处达成微妙平
衡。杏花以素净抚平焦虑，桃花
用绚烂点燃希望。当患者倚窗远
眺时，可能会看见杏树枝头上的
一滴露水正缓缓坠落，或者桃树
的花瓣被风托起，掠过铁艺栏杆，
飘向更远的天空。这些瞬间，像
极了中医典籍中“以自然疗愈身
心”的古老智慧。我忽然想起费
院长的话：“完美不是治愈的标
准，重新生长的勇气才是。”

食堂的饭香味儿在 11 点 30
分准时漫过整个病区。食堂负责
打饭的师傅记得每位患者的喜
好：老郝的卤面不要芹菜，国臣
不吃鸡肉，老杨的牙不好只吃软
食……我在长桌的尽头，看着患

者们坐在一起吃饭，响起春雷般
的笑声。

午后，我陪护士查房，在 202
室撞见了光的形状。患阿尔茨海
默病的爱英婆婆蜷在飘窗台上，
护理人员小丁单膝跪地给爱英婆
婆剪指甲，嘴里还哼唱着豫剧。
小丁忽然卡壳，“后面是陈驸马你
休要性情急”，爱英婆婆浑浊的眼
底闪过一丝清亮，还准确地比出
兰花指。小丁惊喜地转头看我，
阳光恰在此时穿过他们之间的空
隙，在地板上写下动人的诗篇。

最令我震撼的事发生在沙盘
治疗室。当摆放的沙具被心理治
疗师一一解读，患者瞬间红了眼
眶，终于有人读懂他的内心。此
刻，斜阳穿透玻璃，把患者的影子
投在墙上，像一株终于冲破冻土
的新苗。

暮色渐浓，花影与楼影融为
一体。杏花的白褪成浅灰，桃花
的粉化作淡紫，医院楼内的灯光
次第亮起。

离别时，我在花坛水池前驻
足。在游来游去的锦鲤中，那条
红彤彤的锦鲤格外醒目，患者老
张说它是能让所有患者早日康复
的“吉祥物”。转身时，我的帆布
包突然被爱英婆婆拽住，她往我
手心塞一个温热的鸡蛋说：“给上
学的娃带着。”

此刻的医院，不再是冰冷的
诊疗场所，而是被春色温柔包裹
的港湾，每一朵花都在讲述生命
的倔强，每一缕香都在弥合心灵
的裂缝。

我忽然明白费院长为何坚持
在每层楼都安装玻璃窗。那些投
在走廊上的晨曦与月色，那些永
不拉严的窗帘，是在提醒每个途
经的生命：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
将人困在安全的黑暗里，而是修
补破碎的灵魂，带着裂痕继续拥
抱光明。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荥阳阳
光精神病医院）

遇见光的庭院
□马 玲

■心灵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