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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心里话
程蕾蕾

三言两语

    约十分之一的高血压
为继发性高血压，就是说，
血压升高是由于其他疾病
导致的。譬如，甲状腺功能
亢进就有可能引发高血
压。甲亢性高血压的特点
为：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
低，脉压增大。有效控制原
发病甲亢之后，高血压大
多不治自愈。

人体冠状动脉有两
根，分别为左冠状动脉和
右冠状动脉，从主动脉根
部发出，逐级分支，灌溉营
养心肌本身。其中，左冠状
动脉又分为前降支和回旋
支。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左
冠状动脉回旋支和右冠状
动脉这三支血管如果发生
病变，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三支”病变。
跟自来水管会长水垢

一样，冠状动脉会由于高
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
吸烟、久坐不动等致病因
素，在管壁上长出粥样斑
块。冠状动脉粥样斑块不
但会使血管管腔狭窄，而
且不稳定的病变斑块还会
破裂，诱导血栓形成，导致

血管闭塞。
冠状动脉跟心肌的关

系，就像河流跟庄稼的关
系一样。河流枯涸断水，对
庄稼是灭顶之灾；冠状动
脉狭窄闭塞了，心肌细胞
就会缺血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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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爱。初春的草木
带着几分稀疏，清
明则显得花木清
朗，洁净，让人的心
情也随之晴朗。

清明，是自然
的，它是节气。清明
时节，万物皆洁，生
气旺盛，气温升高，
大地呈现春和景明
之象，桐花紫白纷
纷，柳花始放，春意
盎然，绿意萌动，种
瓜点豆，正是时节，
人不辜负天时，加诸
汗水，耕耘土地，田地也终
将回报予他。
清明，也是人文的，它

是传统文化节日。这一天，
我们礼敬祖先、慎终追远。
清明祭扫，思时之敬，既是
尊祖敬宗，也是继志述事。

作为节日，清明也是特殊
的存在，经过历朝的演化，
我们现在所过的清明节，
已经融合了寒食、上巳的
某些习俗，所以我们会在

这时准备些冷食，
带一些点心，到郊
外去踏春，曲水流
觞，不亦风雅乎？
少年分日作遨游，
不用清明兼上巳。
若待春风得意，放
纸鸢于天外，多少
心事，剪剪春风，
可付于丝绳响，祈
福来，祛灾病，愿
康泰。平安康泰，
这是老百姓最大
的期望。经历过疫
事，体味到生命之

可贵，也愈发感受到康泰
的内涵。
清明，于我来说，也是

个美食的节日。到了清明，
诸暨有做清明果的习惯。
记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
班级有次劳动课，就是去

采摘艾叶。那天，我们在田
地奔跑欢腾，一篮艾叶，成
了劳动光荣的见证。这些
艾叶，青青嫩嫩，绿得可
爱，也就是这个时候，正好
可以作为清明果的原料，
再晚点时候，就会过于老
了。时节如此，一如人过少
年时，光阴不再，空余嗟
叹。莫负春光，也是如斯。
艾叶，经过繁杂的炮

制手续，成为草泥状，和经
过配比的糯米粉、粳米粉
混合，便成了清明果的原
料。你似乎能看见艾叶纤
维的样子，但细细瞧来，只
是一团青泥。只有蒸煮后
入口，才会在唇齿间感受
到艾叶的浓烈，米粉的细
腻。家里人会做那种圆团
状清明果，也就是我们说
的青团的样子，这种圆果
通常是甜馅的。也有饺子
状的清明果，则是咸味馅，
以春笋切丁，与雪菜、腌肉
丁等一起翻炒。

诸暨人爱吃豆腐，还
会在咸的馅料里加上豆
腐，豆腐吸收了笋和肉丁
的鲜味，可以用黄金配角
来形容。当清明果出炉的
时候，空气里透着股清香，
我们这些小馋猫不由会伸
手拿上一两个来尝，这个
鲜味，岂一个鲜字了得。现
在，超市或者网红店的青
团，也许好吃，但总是难抵
清明果的味道。这种味道，
是吃在嘴里的清香滑糯，
是品在心中的芬芳悠远，
那就是春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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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的发声
殷健灵

    去年，在暂别两年以
后，池莉恢复了在“夜光
杯”的专栏“冷眼热心”。每
月一到某个时间点，我就
会充当催稿“小闹钟”。当
池莉的“小闹钟”其实是省
心、幸运的，她的交稿，从
来准时，她的文字，从来淋
漓利落。她对自己的文字
有洁癖，交到我手上的稿
子，定然是经过了她再三
打磨的。她对方块字的认
真和讲究，常常令我感
动———那是“对文学真正
的热爱，对人世真正的爱
惜，对自己真正的珍视”
（池莉语）。

能拥有这样一位作
者，是“夜光杯”读者之幸。
读者也的确回报了池莉的
这份认真，“夜光杯”微信
公众号每推她的文章，阅
读率必居该月“高点击率
美文榜”前列。我想，人们
之所以亲近和喜欢池莉的
文字，盖因她的文字里不
仅有贴近现实的烟火气，
有对生命本真的探寻，有
对世俗人性的关怀，更有
一个文人的悲悯、豁达与
通透。
原本，池莉在“夜光

杯”的专栏是每月一期。
2020年 1月 17日，池莉
发来当天写成的《先照顾
好自己，亲》（于 1 月 30

日见报），她在文章中写
道：“无论如何，亲要牢

记：只有你是健
康的，你才有可
能持续照料生
病的亲人。疾病
当头，我们人人
都要尽力能吃能睡豁朗达
观，这才是真正爱。”此
时，新冠疫情防控尚未进
入严峻阶段，早在 1997年
就写过《霍乱之乱》的池
莉，在这篇短文里似在隐
约昭示什么。
按照常规的频率，“小

闹钟”应该在一个月后再
响。但在这个已经过去的
冬天，原有的频率被打破
了———因为身处武汉的池
莉不能不发声，读者也迫
切需要她的发声。
大年夜，我和池莉互

贺新春，池莉在微信里写：
“昨天（23 日）封城的，家
里食品尚可坚持几天，现
在百业关闭，以后怎么办？
就不知道了⋯⋯”以后会
怎样，当时谁都无法预料。
此后疫情的发展，超出人
们的想象。我也无时无刻
不在关注湖北疫情，牵挂
着那里的朋友们。但是，正
如“近乡情怯”，人在这种
情形下，会有一种微妙心
理，生怕被关心的人因被
问候又平添压力。

可是，2月 2日中午，
池莉微信里一句“你还好
吗？惦念！”让我羞愧难当，
该被惦念的应该是她呀！
此时，武汉已经封城十天，
立刻问池莉，“想写什么
吗？”池莉回：“写了。”———
这便是后来引起巨大反响

的《隔离时期的爱与情》。
这篇文章第一时间提

交了送审程序，并于次日
由“夜光杯”微信公众号头
条推送。作为一个曾经的
医生，眼见着“超市还在卖
菜，是大爱无疆；小贩出摊
卖菜，也是生活情义；为了
全家自己外出买菜，正是
无畏无私的大爱。更多无
知无畏的糊涂勇者，除了
跟帖，还出去买菜”，池莉
在文章里揪心呼吁：“爱与
情，都是好东西，然而绝对
不可以滥用，尤其此时此
刻。人啊人，醒醒吧！为了
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
全，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族
群的生存安全，能够不能
够闭上嘴管住腿呢？能不
能多做一点有利防疫的具
体事情呢？”
疫情当前，不是歌颂

情爱的时刻，而是隔离，隔
离，隔离！作家本是感性动
物，然而池莉更是有思想
的，是清醒的、透彻的，是

人文关怀的。我
们需要反思，需
要同情，需要助
人与互助，但是，
就在当下一刻，

我们最需要的还是管好自
己，“唯有将严格隔离坚持
到底，人类才有可能赢得
胜利！”这样的呼吁简洁明
了，掷地有声！它与前一篇
《先照顾好自己，亲》一脉相
承。管好自己，照顾好自己，
不是自私，不是小我，从大
处讲，这才是最大的无私，
是最彻底的“为人人”。无论
是作为一个编辑，还是普通
读者，我为这样的吁请和棒
喝叫好！文章推送后，第二
天就收获 10 万＋的阅读
量，池莉的“隔离说”广为
传播，多家兄弟媒体争相
报道。此后，和池莉的交流
愈加频繁，不仅时常问安，
也不时交流着对舆情和形
势的看法。

2月 11日傍晚，池莉
发来第二篇《对不起，添麻
烦了！》，新媒体同事连夜
编辑，于次日公众号推出，
这一次池莉百感交集：声
嘶力竭，仰天长叹，袍泽之
谊，深深的歉疚⋯⋯然而，

她依然理智清醒：“我应该
有的最基本的感恩，就是
坚守在家，坚持隔离。”

2月 19日，池莉写来
第三篇《第 28天隔离了，
这个时刻！》，“这个时刻，
唯有保卫生命是最高准
则。”“我们得靠每个人点
点滴滴的力量汇聚成人类
的强大意志，把我们生命
夺回来！把人类荣耀夺回
来！我们死去的生命不可
以白死！”“这个时刻，理性
冷静是我们的力量，勇敢
顽强是我们的必须，咬牙
挺住，是我们的本分。”这
个时刻，作家的笔端凝聚
着凄切、悲愤，也传达着坚
毅与力量。这样的力量，正
是在疫情中挣扎着的人们
迫切需要的。

3月 15日，当疫情渐
趋缓解，池莉写来第四篇
《五十分之一：典型的一
天》，以平和朴素的笔调记
叙自己“典型的一天”，团
菜、消毒、刷手机、室内运
动、亲朋之间的问候，静坐
与遥想⋯⋯隔离的日子尚
未结束，只愿噩梦不再，“但
愿一切智慧与黎明同醒”。
当池莉的笔调归于节制与
平和，我们似乎也看到曙
光已从云层后探出。

感谢池莉，众声喧哗
云遮雾罩之中，发出了一
个作家应该发出的犀利清
醒理智又饱含悲悯之声。
她，无愧于“作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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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岁前回家看母亲，五十岁后回去望柳树。
离大门不远处有一棵大柳树。据母亲说，那是别人

锯树时掉下的一根枝条，和手指头粗细差不多。父亲把
它捡回来，随手插在坑沿。没人关注它能否成活，次年
却长成一棵像模像样的小树。等我出去上学，门前柳已
经长大。
那时一星期上六天课，星期六放学回

到家，当天晚上要把作业做完。第二天早
上起来把课文背会，吃完早饭，和母亲一
起下地干活。中午回来，母亲往柳树下的
石磙上一坐，我从村里井中挑来一担水，
舀上一瓢送到她手上。那会儿，是她享受
幸福的时刻。接着是我烧锅，她做饭。
母亲的七男一女中，我是最后一个

结婚的。我不用“成家”两个字，有父母
在，唐圩的三间红瓦房就是我的家。家一
直在，只是她的儿女没有一个在身边。
我差不多每星期都回家。快到家的

时候，天没黑，第一眼瞅见门前的大柳
树。柳树下的母亲摇着扇子，说声回来
啦，接过我买的馓子吃几根。
我的女儿出生后，母亲很喜欢她。自从有了双休

日，我带着女儿回家的时间改为星期六上午。
母亲等待的时间因我和女儿的到来出现变动。我

和女儿一般十点左右到家。那时，太阳暖和，长着叶子
的柳条随风一摆，大树下的母亲不再坐石磙，而是改坐
在用苘绳襻成的软床上。床上放着一个针线筐，邻家老
嫂子坐在床的另一头，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
看到母亲，女儿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边喊着奶奶跑

过去，一边要我给她做小响。我不愿折母亲上方的柳
条。母亲撩撩风吹散的头发，女儿看到了说：“奶奶有白
头发了。”母亲笑着说：“奶奶老了。等你
长大再回来时，要是见不到奶奶，这棵大
柳树就是奶奶。”
女儿当然听不懂，撒娇说：“爸爸快

给我做小响，我要吹给奶奶听。”
我看着跟前枝繁叶茂的柳树，像一把巨伞给母亲

遮阳，不忍下手，想到远一点的柳树上去折。
母亲说：“就在这棵树上折一根吧。以后，这树上的

枝条都用得着。早吹晚吹都是吹，还不如活着听孙女吹
的小响。”我的心一抖，母亲怎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走路越来越困难，我却到千

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当我每年一次回家探亲时，母亲
连拉动软床的能力都没有了。
天热的时候，邻居把软床搬出来，放到柳树下。母

亲拄着一根竹竿截成的拐杖挪出来，坐在上面，总是对
着大路的方向。

2017年的秋天，当我接到哥哥的电话回到家，几
天没有进食的母亲躺在床上。她认得我，但说不出话
来，多数时候处于昏迷状态，嘴里时断时续传出“俺娘
俺娘”的呻吟声。
我想起母亲在柳树下乘凉时说的一句话：“人不遇

到难事不喊娘，人不感到疼痛不喊娘。”母亲不停地喊
着“俺娘”，定是难受到极点，连自己也意识不到了。
那一天，还是来了。我拄着哥哥从门前大树上砍下

的柳枝做成的孝杖，把母亲送到西地。我和哥哥共同把
幡棍放在母亲跟前。
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母亲跟前的柳树长得很旺。
时间一晃快三年，那个让人思念远去亲人的日子

又到了。母亲还在柳树下，今天，儿子所能感受到的，是
她通过青枝绿叶发出的气息。

春江水暖
（插画）
郑丽萍

春天的套装
毓 秀

    春天在特别的期待中来
了。特别想穿上清新明快的颜
色，轻松地出门，轻盈地工作。
今年的流行色非常友好，足够
选取上身，呼应春天的步伐，提
振心理节奏。春天的色彩，赤橙
黄绿青蓝紫，职场中人，请调低
色彩饱和度，选取质地优良，版
型合体的套装，穿出清雅的高
级感。

选择套装，整体感强，裤装
或裙装，上下颜色协调省却搭
配时间。根据天气，里面穿衬衫
或打底衫，外面穿风衣或大衣。
全身颜色不超过三种，容易给

人优雅利落
的印象。

乍暖还寒时，一套米色或
杏色羊绒套装或薄呢套装，色
调优雅，彰显知性；宽松版型穿
着舒适显得大气，收腰款看着
精神凸显干练。搭配上腰带营
造立体感，不规则裙摆更打造
出现代女性气息。配长靴、踝
靴、低跟抑或平底软皮鞋，高雅
是你，如沐春风是你。

除了黑色、藏青色，春季不
妨多尝试米色、杏色、浅灰、米
白，呈现优雅和轻盈感。如果想
增加时尚度和亮眼度，浅紫、水
蓝、牛油果绿、樱花等色都可以
考虑，当然，饱和度要低，里面
加点灰不会给人扎眼之感。

格纹依然流行，格纹套装，

端庄大气，还有复古味道。
韩雪曾因宝藏式配音圈粉

无数，而她的衣品也值得借鉴，
纯色套装内搭真丝衬衫，简洁
清新雅致，比如白色西装配黑
色衬衫，优雅轻盈。在电视剧中
出现的演员左小青饰演翻译，
蓝色条纹西服套装，白色飘带
衬衫，端庄文静不失灵动。

近来，日系通勤风对国内
职场女性也有影响。日系通勤
风整体感觉清浅、雅致、简洁，

注重细节。广泛应用的大地色
系之外，也会选用一些其他色
彩，比如姜黄色、军绿色、藏青
色、薄荷绿等，搭配全身基础色
会更加出彩。

除了色彩之外，套装的版
型也很重要。想达到升级风格
的效果，不妨考虑利落挺括的
版型，能够增加气场，只要注意
删繁就简穿搭法则就好。想要
大女人风范儿，就回避泡泡袖、
荷叶边、蕾丝花边领等流行元
素；想要调和硬朗感，可以适度
增加一点女性化元素，丝巾是
首选。

职业西装是很多人的通勤
搭配，方便、完全。不过西裤并

非所
有人
穿都好看，对身材、腿型都有要
求，可以选择小脚裤、烟管裤，
配上高跟鞋更显利落。

裙装选择范围蛮大的，长
裙短裙中裙，裹裙鱼尾裙不对
称裙等，都可以按照你的喜好
和工作环境来选择。较之裤装，
裙装更有可盐可甜的效果。

如果喜欢运动，春季昼夜
温差大，可以选择棉质、混纺布
料、分子纤维等吸汗、舒适度和
保温性兼具的面料。颜色嘛，业
余休闲时间，没有约束，春天的
色彩，选可心的上身，燃烧吧，
卡路里！

读者·作者·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