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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的日历已经翻过去了，想及
这一年里在新闻媒体上曝光率不低的两
字眼，“医患”或“医闹”一定让不少人添
了些许腻歪吧。不知怎么，看多了这两个
字，总会感觉医生和病患之间有些生分
的味道。其实，医者与常人一样，都是吃
五谷的，同样会生病，会受到疾病的折磨
与痛苦，他们也希望被关怀，被温暖。而
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医生的情感。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妹当中有谁生

病了，或是邻家的哪个孩子不舒服了，耳边听到的几乎
不假思索的四个字就是“看医生去”。语气亲切又顺溜。
随后，满怀信心地上医院去了。那时的医生，在人们心
里，就是智慧和善良的化身，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
儿时的我有过把一粒黄豆塞进鼻孔的经历。青黄

豆碰到鼻孔里的水和热气后膨胀了，胖了起来。身边所
有人的反应就是马上“看医生去”。一到医院，接待的是
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医生，问清情况后，立马用一只镊
子，轻轻地一钳，手到“豆”除。我舒坦了，全家人都松了
口气。我的哥哥在十岁时，不慎煤气中毒，也是医生的
及时施救，才转危为安。后来哥哥长大后，事业有成。所
以医生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上天派往人间的天使。
然而，现在舆论每每把医生和病人作为一个矛盾

体来渲染，经常是一些本可以理解和化解的事，在还没
真正弄明白前，就被某些媒体为搏眼球而无限放大，忽
而“倒医”，转而“挺医”，把人们搞得云里雾里的，模糊
了老百姓的观念，丢失了医生和病人之间原本该有的
纯真与信任。平心而论，当人们在碰到任何的突发灾难
时，是我们的医生总是冲在事发的第一线，竭尽全力与
死神争夺生命，挽回一个又一个垂危的生命。
在此，想引用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的话，也

是他的座右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这几句话极为平实，体现的却是一个医生的自知
和自信，他的职业道德和闪光的人格———给病人自己
所能给予的一切！

!%&$年的热词中有“暖男”一说，
那么，!%&'年是否可以流行起来“暖
医”二字？祈盼人们能重拾对医生的那
份热爱和尊重。生病了，“看医生去”，
应是全民心中最平常、平和的惯用语。

一场倾诉
王继红

! ! ! ! 大幕开启
前，台上静静地
坐着一位身穿咖
啡色中式服装脚
穿刺绣中式鞋子

的人。灯光聚到他身上，他缓缓道
来：你们是谁，是来听一场音乐会
吗？在这样灯光璀璨繁华喧嚣的
淮海路，在这样匆忙紧张的生活
中，您需要听一场音乐会吗？
原来，他就是本场音乐会的

指挥。大幕开启，全体演奏者身着
长衫华服，共同向观众致谢。按惯
常做法，演奏者和观众一般是没
有机会这样交流的，但是，人们是
多么需要沟通，哪怕是台上和台
下。这是一个渴望倾诉的时代。在
那真诚的鞠躬中，你甚至可以感
受他们对音乐的敬仰和对生活的
感恩。正如指挥所说：您来了，您
就坐在这里，我们中央民族乐团
的所有演奏者，谢谢您！因为，有
一种语言叫国乐，有一种生命叫

国乐，有一种信仰叫国乐。
这一场是《印象·国乐》。
其实，一走进文化广场的大

厅，就听到了琴声，原来，演奏者
已经分散在大厅的不同区域了。
一面屏风，一位演奏者，或笛，或
筝，或琵琶，就在你的眼前，就在
你的身边。音乐会中间有一曲百
鸟齐鸣的场面，演奏者竟然分散
在观众席的不同点
上，观众们惊异地
仰头、转身，寻找这
些音乐的来处。这
是印象系列的风
格，让你置身其中，让你浑然不
觉。这一次，与其他印象作品不
同，不是风景民俗，是国乐。
当人们熟悉的曲目和习以为

常的演奏样式已不再新鲜时，当
人们渴望更多的情感分享时，这
样一场音乐会，就应运而生了。
每一个演奏者，都以自己特

有的方式表达。从江苏常州小城

里走出的二胡演奏家唐峰，沉静
而坚毅；瘦瘦高高的中阮演奏家
冯满天且弹且唱，激情洋溢；还有
大家熟悉的冯小泉，手拿一支短
笛：上一世，我是个乐师，我的爱
人是一只蝴蝶———于是，朦胧大
幕里面彩蝶飞舞，吹长笛的曾格
格缓缓升起在舞台中央，两人隔
帘倾诉，笛声悠扬。音乐融进美好

的爱情和几世的情
缘里，那神采那意
境就自不必说了。

舞台设计是印
象系列的长项，但

本次并没有以炫目的多媒体效果
来渲染，而是以清丽典雅的舞美设
计取胜。尤其是以莲为表现对象的
那一曲，更是如诗如画，几大片的
黑白两色荷叶在舞台上舒展，弹者
亦是身处莲旁，整个一幅水墨丹
青。最令人惊艳的是，他们居然复
制出敦煌壁画上出现的古代乐器，
那些古老的琵琶箜篌莲花阮龙凤

笛，那幅徐徐展开的敦煌古乐谱，
他们演奏的是千年前的古乐吗？那
笛声是从千年前传来的吗？
那曲，亦不是耳熟能详的经

典曲目，而是一位年轻的作曲家
的新作。团长席强先生说：我们传
承国乐经典，也要创作出属于这
个时代的精品。作曲家以当代人
的体悟，赋予民族乐器以一种时
尚、高贵、浪漫如诗歌般的气质，
时而圆润，时而低沉，时而高亢，
里面悠扬，仿佛若有古意，又不乏
现代感。用我这外行人的话说―
―好听！然后是感动！一起去听音
乐会的同伴说得更好：不必听懂，
只要激发你的想象。

谢幕，又一次真诚。所有的演
奏者手抚胸前，深情鞠躬。中阮冯满
天深情吻向他的琴面，首席唐峰，用
白色的手帕精心擦拭他的二胡，装
盒，背起，然后挥手飘然而去。
说到底，音乐，是心灵的对

话———乐师与观众，古人与今人。

为岫岩玉正名
徐梦梅

! ! ! !岫岩玉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
名，始于金。最早的玉名见自西汉
《尔雅》：“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
殉圩琪焉”。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蛇纹石玉，即常说的岫玉。

产于城西北四十公里处的瓦沟，人
称“瓦沟玉”。以深浅不一的青绿色
为主，还有橙红、暗红、黑灰等色，玉
质细润无杂质，是雕琢玉石工艺品
的极佳玉材。因其产量大，受供求规
律影响，玉价不高，乃至被许多人误
认是低档玉了。

二是透闪石玉。主要产于偏岭
镇细玉沟的河床里，当地称“细玉沟
玉”。是亿万年前透裸露在地表的闪
石玉矿被风化的碎块随山洪冲入河
里滚磨而成，故又称“河磨玉”。有黄
白、墨绿、青灰等色。经测定绝大多数
“河磨玉”透闪石含量在百分之九十
八以上，其玉质纯净、坚韧、油脂感极
强。《岫岩县志》中称其为“无根之
玉”，最佳者“色白如猪脂”。明末宋应

星《天工开物》中记：“朝鲜西北太尉
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
者无殊异。”著名考古专家夏鼐先生
认为：岫岩县处于朝鲜西北，其地山
岭可能是“太尉山”的余脉。“葱岭”推
测是昆仑群峰里某座山之古称。“千
年璞”无疑指产于岫岩县河谷里的
“河磨玉”。和田玉中的羊脂、岫玉中

的猪脂，都以动物脂肪比喻，足见两
种玉质油性相当。笔者藏有一件红山
文化“人祖”玉器，水滴眼，宽额角，似
外星人。“色白如猪脂”的玉质上布满
红色沁丝，是人见人爱的开门之物。
从附近山上挖掘下来的透闪石山料，
称“老玉”，玉质稍逊“河磨玉”。

三是蛇纹石和透闪石混合共生的
玉矿，此类情况通常不讲，知道便可。

岫岩玉是中国玉文化史上开发
最早、最悠久的玉种。&()*年于辽
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距今 &!"""年
的旧石器遗址中出土三件浅绿色玉
质、打制工艺制成的砍斫器，是迄今
发现最早的人类使用岫岩玉的证
明。被学界认定是中国玉文化之源
的 )"""年前的内蒙兴隆洼文化遗
址的玉器，也多是岫岩玉。'"""多
年前北方红山文化时期，岫岩玉的
开发利用更是达到巅峰。考古发现
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等新石器
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也多有岫
岩玉器。在“神玉”时期岫岩玉是当
仁不让的主角。虽然和田玉在商周
之际崭露头角，至汉代成了“王玉”
时期的宠儿，但岫岩玉在皇家用玉
中仍时有踪影。汉代“金缕玉衣”的
玉片多是岫岩玉，明定陵出土的玉
器中有不少用岫岩玉雕琢，清代是
岫岩采掘盛期，清宫遗宝里更有大
量精美的岫岩玉艺术品。

正如《中国文物鉴赏·
玉器卷》所载：“几千年来，
中国人民使用岫岩玉从没
间断过，最具代表的辽西出
土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
玉器用料全部为岫岩玉。从
商、周、春秋战国到西汉，一
直到今天，岫岩玉制品随
处可见。”可惜在许多国人
的眼里，岫岩玉也许仍没
有新疆和田玉那样耀眼和
出彩，所蕴含的深厚文化
价值和巨大经济价值，也
许仍然被远远低估了。

龚海波
世界名著

（电影演员昵称）
昨日谜面：邱（毛泽东

词一句）
谜底：山下旌旗在望

（注：丘，小山；阝，象形旌旗）

微感动
连 俊

! ! ! !我不会玩微博、微信，
却时常被“微感动”。
一清早，阿姨就推着

我出去了。每年我都要到
医院去作一次空腹验血检
查。为了小区的安全，去年
物业对小区的出口作了改
造，大门装栏杆，小门装闸
机，进出需刷卡。行人、自
行车、电动车、轮椅车等走
边上的小门，机动车走大
门。阿姨习惯性地推着我
朝小区的边门走去。突然，
门卫室的一位师傅高声对
着我们喊，走大门，我给你
们升栏杆，给你们享受轿
车待遇。我连忙说，谢谢。
老师傅说：“轮椅车走边门
不方便，残疾人我们要照
顾的，不用谢。”我给那位
物业保安点个赞。

一路上心情很好，到

了医院抽血处，看见好多
人在排队。尽管医院规定
残疾人可以优先照顾，我
却老老实实在后面排队。
我是这样想的，尽管我是
个残疾人，但我已经处于
常态，坐在那里，跟健全人

一样，没危没险，没必要厚
着脸皮挤到前面去要求照
顾。大家都饿着肚子，都想
早点抽好血，好吃早饭，我
何必要“以残卖残”呢。大
约离抽血窗口还有三四个
人，里面的医生看到了我，
叫我到前面去，说是可以
照顾，前面几个人迅速让
开，我这才心有愧疚似的
挤到前面去。健全人坐在
外面的凳子上，捋袖伸臂
恰好放在医生面前的软垫
上，医生抽血很方
便；我坐在轮椅车
上，与抽血窗口有
一段距离，不管我
的身子如何前倾，
手臂总是不能放在合适的
位置上。我正在为难，医生
却自责地说，是我们没有
想得周到，你别急，我到外
面来给你抽。医生个子很
高，我的静脉很细，他又是
扎皮筋，又是拍手臂，哈着
腰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把
血抽好。我连忙说，谢谢。
医生说：“残疾人我们要照
顾的，不用谢。”我给那位
医生点个赞。
抽好血，吃好早饭，妻

子跟我说，你出来一次不
容易，干脆做一次体检吧，

把五脏六腑都查一下。于
是，排队做心电图、超声
波、拍胸片，折腾了一上
午，走出医院已快 &!点，
打车回去。可出租车司机
见坐轮椅的人扬招，都视
而不见扬长而去，拦了半
个多小时也没有拦到车。
一位交通协管员实在看不
下去了，跨前一步替我们
叫车，待坐进车后，再把车
领到我面前。我连忙说，谢
谢。协管员说：“残疾人我
们要照顾的，不用谢。”我
给那位协管员点个赞。
晚上，老同学聚会，考

虑到我行动不便，同学们
把饭店订在我家附近。智
者有失，他们没想到电梯，
结果包间在二楼，此店没
电梯。正当我打算回家时，
店堂间的一个服务员说他
背我上去。望着他瘦弱的
身体，我实在不好意思和
不忍心。他见我犹豫不决，

就说，你担心我背
不动？我们在老家
的时候，百把斤的
担子，挑起来就跑，
跟玩似的，你放心

好了。他还说，你如果不上
去，你的同学们会多扫兴
啊。说完，他把外套一脱，
叫我把茄克衫也脱了，说
我们抱团取暖一起上去
吧。上楼的脚步有点跌跌
撞撞，因为背柴和背人毕
竟不一样的。小伙子多质
朴，我给他点个赞。
可能我个人点的赞是

微不足道的，但再微薄的
力量，乘以 &*亿也能众志
成城。世界的改变不是少
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
人都做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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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喝
一
杯
台
湾
咖
啡

周
天
柱

! ! ! !“请喝一杯台湾咖啡”。每当我向初
到宝岛的大陆客人这样提议时，几乎所
有的人都会以疑惑的眼神凝视着我，弦
外之音：南美、非洲是公认的“咖啡圣
地”，宝岛自产咖啡能与之相比？
记得那次在台湾大学开会，下午茶

歇时段，主办方王教授特意给我端
来一杯浓郁芳香的咖啡，“来，请品
尝一下台湾咖啡。”手捧黄白相间
的精致咖啡杯，只轻轻抿了一口，
浓浓的香气沁人，其味神似蓝山咖
啡，略苦带酸，苦中稍甜，滑润爽
口，回味无穷。听老法师点评才知，
这竟是台湾东部海岸山区出产的
特种咖啡。
看我对咖啡颇有兴趣，第二天

上午茶歇时，王教授变魔术般地又
拿出两包咖啡。第一包颜色较深，
据说是来自南部的大武山脉，除浓
郁花香外，还带有浓厚的巧克力滋
味。另一包色泽稍淡，产自阿里山山区。
仅需喝上一小口，醇厚咖啡味便滋润着
味蕾，阻挡不住的茶香扑鼻而来。想不到
乌龙茶故乡无处不在的茶香，竟使咖啡
豆也饱含诱人的茶韵。
从王教授的嘴里我得知，如今的台

湾“咖迷”早已恋上了自产的咖啡。进口
咖啡豆在长途运输过程
中，因为船舱温度、湿度
高，易滋生一种比黄曲霉
素还要厉害的赭曲霉素，
对人体有害。本土咖啡采
用全有机培植，从产地到
消费者手中时间短，决无
上述之忧。而更重要的是，
台湾人一般不喜欢喝味酸
的咖啡，本岛咖啡的咖啡
因含量及酸度都较低，新
鲜、好喝又健康。

对岛内“咖啡族”来
说，若你被圈定为铁杆“咖
啡粉丝”，那坐落在淡水的
咖啡博物馆不能不看。它
告诉你：台湾之所以能成
为咖啡的新故乡，是因为
宝岛刚好位于全球“咖啡
带”的最北端。理论上只要
没有霜冻，适于种茶的地
方都可以种咖啡，咖啡与
茶叶本是孪生兄弟！
说王教授是台湾数一

数二的“咖啡伯乐”一点不过誉，他最看
好的“咖啡疯子”令人称奇。“&$年前我
刚开始种咖啡时，被人笑称‘疯子’，进口
咖啡那么便宜，你还自种干什么？”嘉义
县梅山乡咖啡农陈皇仁见到我时，就抖
开当初与咖啡结缘的苦衷。&'年前接手

年迈父母种植的 $" 多亩槟榔园
后，因曾在台北、高雄经营了多年
咖啡馆，他别出心裁斥资在槟榔
树下栽种起咖啡苗来。奇怪的是，
尽管选的全是上等进口树苗，可
在家乡就是“水土不服”。煞费苦
心仍两手空空之际，幸有高人悉
心指点：梅山隶属阿里山山系，何
不想法寻找当地野咖啡树苗试
试？谁知这一试真的就上手了，当
年就苗壮果硕，所研磨出的咖啡
有一股特殊的茶香，顿时成了众
人的抢手货。在云林古坑咖啡节
举办的台湾精品咖啡豆鉴赏比赛

中，“皇仁咖啡”力压群芳，喜获三连霸。
得奖后咖啡自然越来越好卖，可主人

却有说不出的“幸福苦恼”。山上猕猴垂涎
甜甜的咖啡果，果实尚未成熟，已有三分
之一咖啡豆被顽猴吞食。更要命的是，“嗜
咖成瘾”的猴群偷吃咖啡豆后精力超旺，
如此的“人猴大战”高潮迭起，没完没了！

!茶七酒八"

文 仪

! ! ! !到朋友家串门，他那刚上初小的孙
子兴冲冲为我送上一杯茶，没想到茶水
太满太烫，一不留神泼出，小孩叫了起
来，手上烫红一片，朋友夫妇俩为此事口
冲了几句。用烫伤药给小孩涂上并夸了
几句小“男子汉”勇敢后
总算无事。宝宝仔、肉肉
仔的孙辈能当祖父母的
小助手，又能礼貌待客，
难能可贵，我生在教师之
家，亲戚中有二十多位在教育岗位，朋友
便顺势问起鄙人家教之事。
我的双亲十分好客，因此家中来客

较多。我上了小学后，凡有客上门，奉上
茶水是我愿意干的家务事。母亲教导我
们兄妹，客上门杯中茶倒七分，桌上斟酒
要八分。茶水太烫太满容易外溢，倒酒八

分如要敬酒碰杯稍有晃动也溢不出杯。
现在，我的孩子也早已知道“茶七酒八”。
上海本地人亲戚多，一年中婚丧大

事聚在一起机会也多。小孩最害羞的是
“叫人”，怕叫错长辈的称呼。母亲从“叫

人”开始启示我们兄妹，
她常说：“叫人不蚀本，舌
头上打个滚。”叫人成了
我们小时候的“脱口秀”，
长辈称呼搞得清清楚楚，

叫人又叫得响亮，这一习惯从幼儿园、小
学、中学、大学保持到老年，亲切招呼老
师、长辈、朋友、同事、同学、邻人……
为了不让我们当“窝里大阿哥，出门

就吃苦”的愣头青，父辈要求我们从这些
小事做起。“三岁定终身”，成才靠“第一
任老师”———我感谢父母亲的家庭教育。

郑辛遥

为友!守口"亦是对友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