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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在秋与冬的边缘暧昧地抚
摸着秋叶。对他迷恋的，离开母体，
向天空追去；矜持的羞红了脸的，在
枝头婆娑；树上舞动的、在空中徘徊
的、静卧地上的秋叶，只不过都想在
秋去冬来时，找一个归属。

因为冷空气的光顾，风声狂奔，
寒 意 聚 拢 ，生 命 穿 越 凋 零 ，走 向 静
寂。大地一派肃穆。

每 年 阳 历 11 月 7 日 前 后 ，太 阳
到 达 黄 经 225 度 ，为 立 冬 。 立 ，是 建
立 、开 始 的 意 思 。 表 示 冬 季 自 此 开
始 。 冬 是 终 了 的 意 思 ，有 农 作 物 收
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义。人们又把
立 冬 作 为 冬 季 的 开 始 。 立 冬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第 十 九 个 节 气 ，也 是 冬
季的第一个节气。北半球获得的太
阳 辐 射 量 越 来 越 少 ，由 于 此 时 地 表
夏 半 年 贮 存 的 热 量 还 有 一 定 的 剩
余 ，所 以 一 般 还 不 算 太 冷 。 晴 朗 无
风 之 时 ，常 有 温 暖 舒 适 的“ 小 阳 春 ”
天气，不仅十分宜人，对冬作物的生
长 也 十 分 有 利 。 但 是 ，这 时 北 方 冷
空 气 也 已 具 有 较 强 的 势 力 ，常 频 频
南侵，有时形成大风、降温并伴有雨
雪的寒潮天气。

其实，我国幅员辽阔，除全年无
冬的华南沿海和长冬无夏的青藏高
原地区外，各地的冬季并不都是在立
冬日同时开始的。按气候学划分四
季标准，以下半年平均气温降到十摄
氏度以下为冬季，则“立冬为冬日始”
的说法与黄淮地区的气候规律基本
吻合。我国最北部的漠河及大兴安
岭以北地区，九月上旬就早已进入冬
季，首都北京于十月下旬也已一派冬
天 的 景 象 ，而 长 江 流 域 的 冬 季 要 到

“小雪”节气前后才真正开始。
立冬是十月的大节，汉魏时期，

天子在这天要亲率群臣迎接冬气，对
为国捐躯的烈士及其家人进行表彰
与抚恤，请死者保护生灵，鼓励民众
抵御外敌或恶寇的掠夺与侵袭，在民
间有祭祖、饮宴、卜岁等习俗，以时令
佳品向祖灵祭祀，以尽为人子孙的义
务 和 责 任 ，祈 求 上 天 赐 给 来 年 的 丰
收。还惦记着生活在阴间的祖先，担
心他们那边天气也冷了，会受冻，于
是烧些纸钱、纸衣服给他们。农民自
己亦获得饮酒与休息的酬劳。

立冬节气，有秋收冬藏的含义，
我 国 过 去 是 个 农 耕 社 会 ，劳 动 了 一
年 的 人 们 ，利 用 立 冬 这 一 天 要 休 息
一 下 ，顺 便 犒 赏 一 家 人 一 年 来 的 辛
苦 。 有 句 谚 语“ 立 冬 补 冬 ，补 嘴 空 ”
就 是 最 好 的 比 喻 。 在 我 国 北 方 ，特
别 是 北 京 、天 津 的 人 们 爱 吃 饺 子 。
为什么立冬吃饺子？因为饺子是来
源 于“ 交 子 之 时 ”的 说 法 。 比 如 ，大
年 三 十 是 旧 年 和 新 年 之 交 ，立 冬 是
秋 冬 季 节 之 交 ，故“ 交 子 之 时 ”的 饺
子不能不吃。现在的人们已经逐渐
恢复了这一古老习俗，立冬之日，各
式各样的饺子卖得很火。

从立冬开始，寒冷的气候影响人
体的内分泌系统，以增加肌体的御寒
能 力 ，这 样 就 造 成 人 体 热 量 散 失 过
多。因此，立冬时节的营养应以增加
热能为主。可适当多吃瘦肉、鸡蛋、
鱼类、乳类、豆类及富含碳水化合物
和脂肪的食物。海带、紫菜可促进甲
状腺素分泌，产生热量。立冬，依照
习俗这天都要吃些温补的食物来“补
冬”。比如乌鸡汤。里面放入枸杞和
生姜片，再加上泡茶的小菊花，以及
一碗糯米汁，然后以慢火精炖。一碗
汤头鲜美、浓郁甘甜、让人垂涎的乌
鸡汤便出炉了。

立冬，只是冬天的开始，往后的
日 子 还 长 着 呢 。 熬 一 份 乌 鸡 汤 ，或
煮一碗鲫鱼汤，喝一口下去，会暖到
心 里 。 虽 然 室 外 寒 意 很 浓 ，但 母 亲
熬的汤就是家里的暖气。

立 冬
黄小霞

有次上课让学生发言，一男生忽然提到了龙
湖大学城的“荒凉”，感叹大学设在这样闭塞落后
的乡下，远离都市，真是苦不堪言，话题一下子引
爆了大家的共鸣。我脱口而出说：“这里不荒凉啊
——我们校园里的‘未名湖’，可是在《诗经》里流
淌过的。”学生们哄然笑了。

其实我没开玩笑。对新郑龙湖及邻县新密的河
流，我是充满敬意的。《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以及近
代学者钱穆等人，对这里的山川河流兴趣浓郁，一而
再再而三地论证、探究甚至考察过。因为这里的河
流，连接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甚至未来。

《诗经》共 305 篇，在溱洧流域完成的有《桧风》4
篇，《郑风》21 篇，而尤以《郑风》诸篇脍炙人口。孔
子很推崇《诗经》，他总结说：“《诗》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而且他还谆谆教导幼子孔鲤：不读

《诗》，何以言？不读《礼》，何以立？《诗》是《诗经》，
《礼》是《礼记》，就是说，你不读古人的诗集，谈吐何
以有文采、使人愿意听呢？你不了解社交礼仪，如
何出来做人呢？可知礼仪在圣人心目中的地位。

《古文观止》开篇便是郑国的事——《郑伯克
段 于 鄢》。 郑 庄 公 的 故 事 引 出 了“ 多 行 不 义 必 自
毙”和“掘地见母”两个典故，有趣也引人深思，有
情有义，也有伦理秩序。

郑国的故事多得如南塘之鱼，人物及其典故
频出。子产是郑之相国，十分清廉，他死后家人无
钱安葬，百姓念他品行高洁，纷纷出资帮助他儿子
料理后事，他儿子也了得，坚决不受，把那些真金
白银都投进了河里，以至于河里金光灿灿，这就是
今天郑州市区金水河的来历。

郑国还有爱国商人弦高，还有特别擅长外交
辞令的烛之武——“东道主”一词就是烛之武的创

造，这两个人，一个拿几头牛，一个凭三寸不烂之
舌，分别退了虎狼之兵，救了郑国。

后来韩国取代郑国，出了个思想家韩非子，秦
王 读 了 韩 非 的 著 作 ，感 叹 说 ：“ 嗟 乎 ，寡 人 得 见 此
人 与 之 游 ，死 不 恨 矣 ！”韩 非 子 很 会 讲 故 事 ，说 了
很 多 典 故 。 我 最 佩 服 他 的《买 椟 还 珠》，说 到 底 ，
就是反对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这与孔子提倡
的“ 文 胜 质 则 史 ，质 胜 文 则 野 ，文 质 彬 彬 ，然 后 君
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新郑市郊，郑国国君墓出土有九鼎八簋，果
然是洪钟大吕，而 1923 年发掘的一对莲鹤方壶如
同双胞胎，使郭沫若一见倾心，誉之为“中国最美
的青铜器”，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此鹤突破上古
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
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乃时代精神之
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

如今的郑韩故城巍然屹立，它在那里，就是我
们曾经的辉煌见证。从治国安邦大道到外交斡旋
之技，从情理冲突、缓和到审美造物，新郑，郑韩，
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教材。

近代以来的人物，我尤其佩服一对璧人：梁思
成和林徽因。而梁氏夫妇的学术组织，名为“营造
学社”，梁氏一生的卓越贡献之一，是对北宋《营造
法式》一书的现代学术式整理、探究与批注。不仅
如此，他们还把婚期专门定在 3 月 21 日，这一天，是

《营造法式》作者墓碑上唯一的一个日期，一年后，
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起名为梁从诫，因为北宋《营
造法式》的作者叫李诫，梁氏想让儿子追随李诫。

整个古代社会，全世界建筑史留存下来的专著，
只有两本，而罗马人的那本《建筑十书》，其实不过
是个小册子，十篇文章而已。李诫的《营造法式》达

34 卷 357 篇，详述建筑从预算到施工的全过程，涉及
各种材料尺寸及纹样，甚至，书里有彩色插图。

而这，只是李诫的著述之一，他还善书画，懂
音律，好文学，能建筑。他的成就让全世界尤其是
东方建筑界顶礼膜拜，当然包括梁氏夫妇。而这
个 李 诫 ，是 河 南 人 ，是 郑 州 人 、新 郑 人 、龙 湖 人 。
他长眠在龙湖镇西郑尧高速毗邻的梅山脚下。

一个李诫，亦足以使龙湖——这个之前叫小
双的村镇厚重深沉。

台湾的，也是河南的、中国的文化人柏杨 2008
年仙逝，归葬中原，长眠于龙湖福寿园陵园——去
往李诫墓地的路上。

李诫在左，柏杨在右。柏杨先生的陵园背后，
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之间是陌上连绵悠远
的古枣园，而这中间，有一个震惊世界的村子：裴
李岗——东方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中国农业文明
的开篇，所有的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都在它背
后老老实实地排着时间序列。

而从陵园大门望出去，正可以看到烟岚里的
具茨山，在历代典籍里频繁出现的具茨山。山下
不远，是郑州樱桃沟，那里有一个老奶奶庙，2011
年发现的史前人类遗址，证明 4 万到 5 万年前，这
里已活跃着我们中国人。几十里外，正嵩山巍巍，
黄河滔滔。

在新郑，还长眠着申不害、子产、欧阳修、陈氏
三兄弟、高拱……而他们的事迹，正一步步走进我
们的阅读视野。

文化，并不呈现为表象的浮华，甚至离浮华还颇
有些距离。董其昌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小资说：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心灵，必须有一个在路
上。那么，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走读”之旅吧。

吴志恩

勿言古城太荒凉
郑州地理

本书收录了蒋珠莉大学时期和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这段
时间的作品，亦是她作为 90 后在其文学创作历程中的艺术
总结。作者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浓烈的情感和奇崛而丰赡
的想象力，为我们构建起了一座富含豫南风味的文学王国。
书中那些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将象牙塔里的悲欢离合、身处
江湖时的爱恨情仇表达得淋漓尽致、动人心魄。

本书中的每个故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每个读者身上。蒋
珠莉以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她对生活的独特
见解，呈现出了年轻一代的生命体验。那些生动鲜活的意
象，那些生生死死和悲欢离合所折射出的深邃哲理，无不体
现出作者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作者说：“对于这个世界，我
能做的其实不多，但愿能从我的作品里看到你们曾经、现在
或未来的影子。”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陕北
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

第一次知道吴起这个名字，是 40 年前我上中学
时从这首充满欢快、喜悦、自豪的《长征组歌——红
军不怕远征难》中知道的。自此，一直心向往之。

今年国庆节前的一天，我和同事小徐为了拍摄
一组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主题照片，一同登上了
郑州到陕北延安的快车。

吴起属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地貌。从延
安市通往吴起县的高速公路上远眺，雨后的陕北天
蓝云白、山青树绿，不时有弯弯的碧水 ，与一片片高
高低低的秋庄稼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秋景图卷。

到吴起后我们首先来到了吴起长征胜利纪念
园。总建筑面积 17000 平方米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馆，采用陕北窑洞式风格依地形呈弧形展开。
纪念馆顶部为长城垛口造型，外侧墙体为 6 米高、
100 米长的“铜墙铁壁红军山”的黄色花岗岩浮雕，
与陕北黄土高原的背景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给人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从纪念馆内的图文资料和声光电展示上得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 10月 10日晚 6点，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及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博古等领导人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
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
移。历时 12 个月，克服千难万险，跨越万水千山，却
一直找不到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

1935 年 9 月 22 日，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达
哈达铺后，毛泽东看到《大公报》和《西京日报》上刊
登有刘志丹、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报
道。中共中央随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做出了
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抉择，从此改变
了红军长征的命运。

1935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
进入吴起镇，时值深秋，天气寒冷，红军仍身着单
衣、脚穿草鞋，十分疲惫。吴起地广人稀，人民生活
也很艰苦。但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吴起人民在当
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召开紧急会议，
组织动员群众腾房子、筹粮食、做军鞋、缝棉衣、救
护伤员，全力支援红军。

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后，发现了尾随中央红军
的一支骑兵部队。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
研究了敌情，毛泽东要求打退追兵，不要把敌人带
进陕北根据地。红军主力于 1935 年 10 月 20 日晨
进入阵地布防。10 月 21 日凌晨 4 点半，毛泽东亲
临平台山上一个临时指挥所，召集干部做战前动

员，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战斗于 21
日 7 点左右打响，红军采取多种战术把国民党骑兵
包围。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国民党一个
骑兵团，在追击中击溃其三个团，缴获战马近千匹
以及大批武器弹药。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
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最后一
仗，取得了长征的彻底胜利，从而巩固了陕北革命
根据地。之后不久，红军离开吴起，向陕甘宁边界
地区西征，吴起成为红军西征的重要后方。1942
年 8 月，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设立“吴旗县”，2005
年更名为“吴起县”。

今天的吴起全县有近 3800 平方公里的总面积，
而总人口只有 14 万多人。人均占有 48 亩土地面
积。吴起资源丰富，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石油工业成为吴起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曾几
何时，这里是荒山秃岭，吴起人付出几多努力几多
艰辛，把荒秃秃的山头进行绿化。近年来，吴起县
先后荣获“全国退耕还林试点示范县”“全国优秀县
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等荣誉。今天展现
在人们面前的吴起，是一个生态优美、经济繁荣、人
民富裕、社会文明的新形象。

伟大的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伟大的
长征精神，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离开吴起
回到郑州已有一个多月了，但吴起胜利山上漫山遍
野的灿烂星光和吴起县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长征
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仍在我的心中闪烁。

朱广健

走进吴起

重走长征路

我是在北上的高铁上阅读幅明先生大
作《追忆与仰望》的, 跨越两个世纪的时空，
集数十年编辑生涯所接触、交往的35位文
化名人、45万字的采写量，辑成了这部著
作，拿在手里，便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35位文化名人都是当今许多人耳熟
能详的名士，幅明先生说，就知识分子的
统称而言，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
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幅明先生不主
张把知识分子与学历画等号，而应该“看
主人公有无真才实学，在精神和学术层面
有无超越时空之点，有无令笔者倾心仰望
之处”。幅明先生还说，他写到的传主，

“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都具有独立
人格、担当意识、上下求索和淡泊名利的
士人情怀”。至此，幅明先生的采访写作
的选择标准已经十分明白。他在灿烂星
空采撷了 35 颗耀眼的明珠，捧在我们面
前，让我们观望时不再仰望，只要把目光
投入书中的字里行间即可。

在《王尔碑：只作减法》一文中，幅明先
生写到在成都茶馆与王尔碑先生等人畅叙
的情景，在座的有我的老领导诗人纪鹏。
他们约定，每个人讲一段自己的往事，轮到
纪鹏时，他说了自己在中学读书时的情
景。日军占领东北后，上课时，一位韩国老
师对包括纪鹏在内的中国学生说：“我们都
是没有祖国的人。”说完这件事，纪鹏掩面
号啕，这是1993年，纪鹏已66岁。我忽然
明白了我的老领导何以会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投笔从戎，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幅明
先生写王尔碑，也写与王尔碑同时代的人，
写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孙皓晖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不以‘史
有定论’的名人伟人为对象，而以自己的真
实了解为基础来确定人物的取舍，作者笔
触之细致，记事之清晰，确有‘青史不移’之
风格。”正因为如此，在林林总总的人物纪
事类著作中，《追忆与仰望》成了一道独特
的风景。诗意的记叙，生动的史实，让这部
著作鲜活起来，翻开，竟有一种非看完不可
的欲望，这种感觉，已经多年没有了。

幅明先生在后记中说，他最初列出的
题目有40多个，这部书稿只收录了35个，
他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是让人兴奋和期待
的。他还强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中
的人物并非完美无缺，他要表现的是他们
一生的主要方面和在某一领域的突出贡
献。这句话道出的是幅明先生的认知，也
是人物写作的真谛，名士风流，能如此取
舍，不光是要有眼力，还需要有胆魄，幅明
先生能做到，实属不易。

感谢幅明先生，为我们摘下一片星
空，让我们观看这些星辰时不再仰望。

吴万夫

《愿我在最美的时候遇到你》

新书架

星空不再仰望
书人书话

程步涛

长白山游记（国画）戴成有

坐在门外等了好久的病人进
来坐下，开口第一句说道：“刚才
那个老爹爹挺遭孽的，得这重的
病没人管，净当劳动力使了。旧
社会的长工还没得这老的。”

我也有同感。

一口药盘出龙肉价

病 人 常 常 会 跟 我 说 ：“ 医
生，这药好神，一次就见效。”

我说：“那当然了。这药比
黄金还贵，黄金才一克 300 多，
这药是以毫克为计量单位的。一
分价钱一分货呀。”

病人点头称是。
说笑归说笑，有一回，我

还真遇到“高价药的故事”，听
起来说起来都像个笑话。

老先生平时身体很好，活
到七十五岁没进过医院的门。现
在村里没地了，但他是个会过日
子的精细人，照常在房前屋后种
点儿小菜，跟老太太两个人吃就
够 了 。 老 太 太 偶 尔 买 点 儿 时 鲜
菜、大棚菜，他会嚼 （唠叨） 半
个月，老太太经常讲他小气。此
外，他还有一个毛病：胆小、晕
血，见血就倒，鸡血鱼血都晕，

更别提人血了。一次剃头师傅给
他剃头，突然“哎哟”一声，说
把他头皮拉了一下，他还没感到
疼，心里想：出血了……人就倒
在地上，人事不省。幸好，每次
过一会儿就自己醒转了。

这次，他是着了凉，稍微
有点儿咳嗽，不发烧不喘气的，
也就没上医院看。老太太听见他
夜里咳，讲：“你买点儿药吃。”
他哪里舍得花这个钱。

混了几天，感冒好得差不
多，他在家里拖地，突然在桌上
看到一瓶止咳糖浆样的东西，拿
起来晃晃，只剩了个底子，扔掉
怪可惜的。虽然感冒快好了，喝
个糖浆总没错，正好物尽其用。

这么想着，老先生就喝了
一 口 ： 咦 ， 味 道 不 对 ， 怎 么 像
酒？再一看，是老太太擦关节的
外用风湿药。老先生反应挺快，
自 己 压 了 压 喉 咙 ， 抠 了 点 涎 出
来，就算过去了。

中午，住城里的儿子开车
回来看父母，一家人边吃饭边聊
天，老先生就把自己吃错药的事
当个笑话说。儿子一听就急了，
马 上 带 老 先 生 到 我 们 医 院 看 急

诊。急诊医生听听看看，没发现
什么问题，但是问老先生那药的
名字，他说不上来——瓶子已经
扔垃圾箱，垃圾刚刚出门前也甩
了——如果只是红花油当然关系
不大，就怕药里还有别的成分。

老先生给医生问得有些心
慌，害怕起来。正在这时，进来
一 个 外 伤 患 者 ， 自 己 用 手 捂 着
头，血顺着指缝往下淌。急诊医
生 起 身 正 准 备 处 理 ， 只 听 这 边

“咚”一声，老先生倒下了。
把医生吓得，惶急火燎送

到病房，说是药物过敏性休克。
病房医生更不敢怠慢了，赶紧移
送监护室，一边通知我去抢救，
一边把各项检查都做了，吸氧、
监护全上了。

待我赶过去，老先生已经
醒了，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
标都正常，监护也正常。我奇怪
好得这么快，再一问老先生，他
懊丧地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满
监护病房的人都笑了。

老 先 生 自 己 也 苦 笑 ， 说 ：
“省了一口药的钱，花了这许多
冤枉钱。”

我打趣说：“豆腐盘成肉价

钱了。”
他一本正经答：“这哪里是

普通的肉，这是龙肉。”

好人

要过春节了，门诊病人却
一点不见少，大多是想趁年前看
病开点儿药，迷信说法是觉得过
年上医院晦气。

我屁股不挪窝地一直看到
下 班 时 间 ， 眼 看 门 口 没 有 病 人
了，隔壁诊室传来锁门的声音。
我站起身，伸伸腰和脖子，准备
洗手下班。

刚关了电脑，门口一个人
影 一 闪 ， 又 晃 了 回 来 ， 是 个 60
多岁的男子，貌不惊人，穿着旧
棉服，手里还拎个大行李包，看
上 去 沉 甸 甸 的 。 他 拿 着 号 单 问
我 ：“ 看 病 在 这 里 吗 ？” 我 说 ，

“下班了，去急诊吧，”看他脸色
不好，想：只当做个好事吧。接
过 号 单 ， 电 脑 重 新 开 机 ，“ 算
了，我把你看完再走吧。”他有
点儿局促地跟我道歉：“耽误您
时间了。”坐下，把包放在双腿
间夹得紧紧的。

原来，他刚刚在开车时突然
心慌，心跳很快，当时人就快要晕
过去，眼前也模糊了，出了很多
汗。亏他还晓得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他坐着歇了会儿，自觉好
些 了 ， 抬 头 发 现 正 巧 在 医 院 旁
边，就挂了个号。我一听大概就
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检查了血压
心跳，开检查单：“你应该是心
律失常了，去查血做心电图，我

估计你要住院。”
他 一 听 就 急 了 ， 双 手 直

挥：“医生我不住院，你给我开
点儿药吃就行。”

怕 住 院 的 病 人 不 只 他 一
个，我说：“住不住院的，检查
你总要做，我才知道该开什么药
给你呀。”

他 觉 得 有 理 ， 接 了 单 子 ，
拎包要走。

我说：“心脏不好还拎着重
物满楼跑，出事我可负不起责。
包就搁这，没人拿你东西，我帮
你看着。”看那包四角都磨得起
毛了，能是什么好东西？老人就
是这样，啥都当宝。

他 犹 豫 一 下 ， 把 包 放 下 ，
走了。

我起身把他的包踢到桌子
下 面 ， 别 说 ， 还 挺 沉 。 一 时 没
事，就晃到候诊大厅看一眼电视
——都关了，又上了个厕所，刚
晃回来，他也进门了，手里拿着
报告：果然是心律失常，还好没
有缺血。

我劝他最好留院观察，哪怕
一两个晚上也好，否则万一在高
速路上或者哪里发作了怎么办？

他还是坚持只开药不住院，说他
有事，要宽限两天，已经打电话
叫人来接他了，路上不会出事。

各人的命强求不得，我开
好 药 方 签 好 字 ， 递 给 他 时 还 是
问：“什么事比命金贵呢？我搞
不懂你。”

他说：“医生你不晓得，我带
了一二十号人做工程，年底好不容
易才结清账，一百多万在包里，我
要赶回去给大家发工钱好过年。”

一 百 多 万 ？ 一 百 多 万 什
么？我傻了，指指桌下的包，他
点点头。我脑海中闪现出各种拖
欠工钱、跳楼索酬、黑心老板的
报道新闻，脱口而出：“你真是
个好人呀，”又说，“那你可千万
注意，一忙完就要看病，好人要
活长一些。”

这 时 ， 接 他 的 人 也 来 了 ，
弯腰从桌底把包拽出来。我说：

“你心也真大，一百多万就交不
认识的人管。”

他冲我笑：“我知道你是好
人。”

我 想 起 我 到 处 晃
悠，把一百多万孤零零
地撂在那儿，真是汗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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