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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精美展品惹人爱
在朋友圈看到一条趣闻：一套 !"万

卖漏的顾景舟茶具，最近拍出了 #"""万
元的天价！这不禁使我想起自己亲身经
历的一件趣事，虽然可惜，结局并不是那
么的美满……
那还是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时。我和

妻子经常利用周末，带她去南京路步行
街见见世面。一天晚上走到置地广场旁
边的圣德娜商厦，见三楼在举办翡翠展
销，便和妻女上去开开眼界。

因为没打算买，我们只是在各展位
之间走来走去随意看看，但杭州玉雕厂
展位上的一件东西却吸引了我。那是一
棵有四两搪瓷碗那么大的卷心菜。这棵
卷心菜并不跟其他摆件放在一起，而是
单独放在一个四面用玻璃做成的方形柜
子里。享此待遇的还有一只花篮。这两个
玻璃柜子被分别放置在面向外边一排柜
台的两角上，十分醒目。
卷心菜是用一块浅绿色翡翠原料雕

成的，连茎脉都雕了出来，稍深一点的部
分则被雕成了包裹在外面的叶子，其中
有一团花生般大小的墨绿色被镂雕成一
只蝈蝈，很惹人爱。我隔着玻璃左看右
看，脚底像生了根似的不想走了。再一
看贴在红水底座上那条小白纸上的价
钱，“$”后面是四个“%”。我当时对翡翠还
是门外汉，不知道这算不算贵。为了作
个比较，我走到柜台另一角上去看那只

花篮。花篮的雕工尽管要比卷心菜复
杂，但是那块料子瞧上去远没有卷心
菜来得舒服，干巴巴的，缺少糯润感。
两者一比较，连我这个门外汉都能看
出材质的差别来，可是花篮却要卖 &

万元。我想，这巨大的价格差应该来自
于雕功上吧？可是卷心菜那糯润的质
感，足可以弥补掉雕功上的成本。
这一比较，我觉得这价一点不高。

当下我就把营业员叫过来，问她最多
能打几折。她说这么好的料怎么会打折
呢。我说现在卖什么东西都讲究打折，你
松一下口好让我参考参考。商量之后，她
从 &'(折打起，但打到 )折就不肯往下
打了，说在她手里最多只能打 )折，如果
我存心要，可以把经理叫来，让我再跟经
理商量商量。

讨价还价难成交
这棵卷心菜我已经舍不得放手了，

于是决定试试。经理是一位三十出头的
女子。出乎我意料，她非常爽快，一开口
就给我对折。我心里不由得一跳，暗暗问
妻子带了多少钱。她盘算一下，说连银行
卡一共是 *&%%多元。还差 $!%%元。我问
经理能不能再往下降。她索性掏出钥匙
打开玻璃柜子，要把卷心菜拿出来。我怕
分量重会让她觉得吃力，忙说还是我来
搬。于是走到柜台里面，抬起手将那棵卷
心菜搬离玻璃柜。
这东西确实很沉，比同体积的石头

还要重。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中间一
张桌子上。经理马上介绍起来，说是用上
等的翡翠原料雕成的，光用眼睛就能看
出质地又温润又有透感，买回去绝对划
算！我心里说是不贵，可我仍然买不动，
但嘴上不能这样讲。我说 (%%%元离我的
心理价位还有一点距离。她看着我，似乎
在琢磨要降到多少我才肯买。这样僵持
了一会儿，她终于松口了，说看我是真心
诚意想要，那就再让一让，打 +'(折，这

是底价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只好实情相
告，说我们总共只有 *&%%元，如她肯在
这个价上出手，我拿了就走。她说如果这
个价卖给我，那 )%%元她得从自己口袋
里掏出来。我看出她确实不肯再降了，只
能抱憾说，那今天买不成了。
在将卷心菜搬回柜子里时，我多么

希望听到她说，*&%%元你拿去。可是她
没有。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锁上柜子。

怎么多了一个!!"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那位经理突
然说，质地这么好，又这么大的料非常少
见，你不买会后悔的。她还以为我不肯多
出一分钱，我只好收住脚步，告诉她我们
真的只带了 *&%%多元。她这才相信。
回到家里，我仍在想这件事，“你不

买会后悔的”一直在我脑里回绕。是啊！
她说得没错，这个价还不买下来，真的会
后悔的！于是我跟妻子商量，下个周末去
把那棵卷心菜买回来。
又到了周末。这天，我们索性上午就

去步行街，为了防备店家不会再打到 +'(

折，我让妻子多带一些钱。我们兴冲冲上
了三楼，远远看去，那棵翡翠卷心菜还摆
在玻璃柜里，这让我松了口气。可是到跟
前仔细一看，我有点傻眼了———木基座
上的标价怎么多了一个“%”！我觉得背脊
上有冷汗冒出来，一种像是失去什么珍
贵东西的感觉也潜进了我心里。我抬起
头，想寻找上次那位营业员，可没找到，
倒是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向我走来。
我只好问他，这棵卷心菜是不是标错了
价。那男士马上说，是上次标错了，少写
了一个“%”。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喉
咙里像梗着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这样
过了一会儿，我才无话找话说，上次那位
经理在吗。男士很有礼貌地回答我，她已
经不在这里了。我彻底地闷住了。
现在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每每想起

这件事，都禁不住会哑然失笑。

! ! ! !如今，算盘早已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成为博物馆的
收藏。之所以拨动对它的念
想，来自于不久前去大西北
采风，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村
庄，看见村委会的老会计，
执著地还在用着算盘。他把
那些黑油油的算盘珠子，打
得行云流水，那鲜活清脆的
珠子声响，有一种恍若天籁
的魔力，顿时敲开了我对算
盘的念想。
我们这代人小的

时候，珠算，是一门要
紧的功课，马虎不得
的。,%年代我读小学
时，书包后面，总要驮
一个算盘，三五同学，
结伴而行，一路上跳
跳蹦蹦，你可以想象
那些算盘珠子互相撞
击的声音。老师用的
示范算盘真大，挂在
黑板前，有种王者风
范。如此，老师在上头
打大算盘，我们在下
边打小算盘。老师授
课，极看重口诀，说珠
算没诀窍。要有，那就
是加减乘除口诀，须
烂熟于心，并且绝对摇头晃
脑。我观察过，凡跟着老师
摇头晃脑做得殷勤的，果真
这算盘就打得好。比如我的
同桌，父亲是酱油店老板，
他天生继承了老子的衣钵，
不经老师耳提面命，就懂得
摇头晃脑，就懂得十指如
风，所以常常被老师宠幸，
到堂前给大家做示范表演。
上世纪 )%年代初中毕

业去外地务农。在村里锻炼
了一阵，提拔我当会计。其
实我心里有点怵，因我的算
盘，实在算不得好。上任后
我发现，村里真正的算盘高

手，是一个年近 ,%的富农，
那年头，他属于管制分子。
此人建国前做过国民党部
队的军需官，长相儒雅，跟
《闪闪的红星》里恶霸地主
胡汉三，相貌上有明显的距
离。我呢，就住他隔邻，平时
有一点不敢过分的走动。他
老人家打算盘，眼睛根本不
看，绝对天马行空。他对我
说，这叫“盲打”，旧社会很多
老板都会，不算稀奇。我一

下子来了精神，认定
此人是个九段高手，
便向他请教。老头从
一般加减乘除题目到
传票，从珠算到心算，
每天给我布置大量的
题目练习。当我提出
打加减算题目时逐行
打太慢，能否两行合
起来打，他说：行啊，
人有两只眼睛，一目
两行没问题。而后在
他指点下，我又很快
掌握了一目三行“心
珠结合”的运算方法，
可我的眼睛并没有增
加，还是两只。可见人
是有潜力的动物。老

头还有一套自家的土口诀，
比如“头乘头，尾乘尾，合零
为整，补余数”，“保留十位加
个位，添零再加个位积”，等
等。遇到生产队预算结算的
大忙季节，他总为我把关，
帮我算盘校验一遍。他是我
最可靠的财务守护神。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在

农村端着算盘当会计，最大
的感想是什么？我用一句话
便回答了他：那就是年终分
红时，贫穷的农民盯住我算
盘的那一双饥渴的眼睛。
因为这双眼睛，常常饱

含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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瘸腿无奈上高楼
上年纪了，病疼多，就医次数自

然也就多了。最近这次去看病，真的
好比乘坐“过山车”。
笔者膝盖着实疼了好几个月，贴

了几百元的膏药，开始虽然走路有障
碍，戴上护膝，不过凑合着，还能行
走。终于一日，爆发到寸步难行。畏惧
去三甲排长队，我去了附近的医院，
医生说要拍个片子。可是看了片子又
说看不出什么问题，一定要去大医
院做———“核磁共振”才能有结果。
那就去呗。
预约了三甲医院，好多好多天

以后的骨科专家门诊。专家的名字
很好记，尤其是姓———皇甫，这是复
姓，可从未见识过。查了百度，据云
此姓乃“东汉四大家族”之一。
忍了好久的疼痛，终于迈进大

医院。医生很精神，犀利的眼神，麻
利的动作，言简意赅。我瘸着进了
门，他一言不发，低下头专注地看了
看膝盖。我主诉病情，他定睛仔细看
了 - 光片子，抬起头说了十四个
字：“去做核磁共振，下次再来，给你
加号。”
医生真是惜字如金啊！
接着是预约，好不容易半个月

后做好核磁共振。周三，是专家门诊
的日子。一大早我和先生等在二楼
的骨科，女儿则去三楼取报告。

不知怎么忽然发现，骨科“专家
门诊”原来是在十楼。于是先生搀扶
着我，瘸着腿，又颠儿颠儿去找电梯。
等啊等，三级医院的电梯都要等候好
长的时间，自家有数，好不容易登上
十楼。到了十楼骨科专家门诊，竟然
找不到给我看病的骨科专家。再去打

听，这位专家今天是在十三楼———
“特需门诊”！鼓足勇气，重新打点精
神，瘸着接着找电梯，再攀十三楼！

目光近乎"光
女儿匆匆拿来报告，报告单上

那些刺目的惊悚的字眼，即便没有
医学常识，认字儿之人也能读个大
概———问题很严重！胸口刹那间堵
住。立马眼前出现最好的结果：那就
是———微创；最严重的后果一定会
躺在手术台上，全麻……
接近八点，医生助手来了，女儿

和他说明情况，他手往前一指，四个

字儿：“快———去加号！”
女儿风一般的去了挂号处挂

号。漫漫几个小时的等待，好不容易
叫到我，见专家刚送走一位絮絮叨
叨没完没了的病人，一脸的疲惫与
无奈。他接过片子，女儿又马上抽出
纸袋里的报告递上。他迅速挺起腰
板，聚集精神，用犀利的眼神迅速搜
寻了一下手中的片子———我觉得近
乎像 -光的目光，实在不是常人的
视力哦！———回过头，和我们说：
“……这儿……这儿……这儿，几处
有问题。”
“你几岁？”他问。

“六十九！”
“这个年龄，这样情况不必手

术。”他一贯地字斟句酌。
“啊？不动刀？太谢谢您啦！”我

几乎是用感激的语调说。
“膝盖左侧肿胀，右侧……”
“对对！”
“上下楼梯有障碍！”
“是的，非常疼。”
“不严重！”
他居然说不严重，是我的腿啊。
“你看，片子上显示得很清楚。”
只认片子，不认人？他在整张片

子中迅速找出那个我以为最疼的部
位，给我女儿看。事后，我越想越觉
得，这位大夫除了是骨科的权威，更
重要的是对老年患者作了很重要的
心理疏导。倘若他用了诸如“啊？非
常严重！”之类的字眼，恐怕患者立
马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身轻松回家去
我竟然有了幸福的感觉。于是

把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一一提出：“我
还可以旅游？”

答：“现在只能维持正常的生
活。”
“可以锻炼？”我小心翼翼地问。
“锻什么锻！……”专家的语言

实在接地气儿，明白易懂。
我憋不住想笑，专家的话实在

是让我觉得自己很是幼稚。最后我
问，平日腿怎么搁放比较好？他的回
答极其精准，两个字———“抬高。”
他的结束语，说得很轻，可是我

听得很清楚———“会好的！”
这仨字儿，分量不轻，字字珠玑

啊！我瞬间觉得不再胸闷了，便谢了
又谢。

医生长舒了一口气，拧开瓶盖
儿，喝了一口水。
我女儿说：“我看您一个上午都

没时间喝水，医生真辛苦，休息一会
儿。”他很有意思，回了一句：“回家
休息去……”
对于骨科医生而言，他们长年

累月的辛劳，面对的是无数焦灼、痛
苦不堪的坐轮椅的、拄双拐的和举
步维艰的病人。从早到晚没有喘息
时间，压力和体力的透支可想而知。
出门前，专家又追补了一句话：

“记得戴护膝。”
家人拿着配好的一大口袋中药

和西药，我一身轻松一瘸一拐地打
道回府。
各位看官，兴许疑惑不解，病家

瘸着腿，跑一上午，还一身轻松，真
的假的？
肺腑之言。因为，专家精湛准确

的判断、幽默诙谐的语言，加之关键
的四个字儿———“不用手术”！

一切———./0

《就医小记》，本来“一切 ./”
是画句号了，可是补记几句，我觉得
绝非画蛇添足。
当今医患紧张，我总觉得医生乃

悬壶济世之人，他们救死扶伤，拯救
了无数的病人，拯救了无数家庭。我
曾在报刊、媒体看见一医生，在手术
室怀抱因害怕抽泣的小女孩，在做心
脏手术前陪同小女孩一起观看儿童
片视频；我看见我们的大夫为了抢救
一名患者，选择一个对病人最佳的
姿势———坚持跪地做手术……

大夫救人于病痛，医技普济众
生，功德无量。
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竖起拇指？
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由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