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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多小时搭建一座移动医院
顾宇英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上海
市东方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雷撼第一时间主动请缨要求奔
赴抗疫一线。2月 4日，他受命
担任上海市东方医院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队援鄂医疗队领队，
率领一支 55名成员的队伍，携
带近 30吨医疗防护物资，驰援
武汉。

到达武汉后，雷撼马不停
蹄，迅速投入了“武汉客厅”方舱
医院的建设运行中。他发挥医疗
管理经验特别丰富的特长，与方
舱医院指挥部高效联动，对方舱
医院的整体布局、空间设置、感
控规范和流程步骤提出了科学、
严谨、细致的建议，得到了指挥
部的赞扬和采纳。

雷撼 1965 年生人，2004
年从军队转业到地方，虽然脱

去了军装，但那股融入骨血的
军人特质早已深深烙印在身。
“攻坚克难、不畏生死”是他的
座右铭。作为一名党员，他在灾
难面前不畏惧、不退缩，能吃
苦、能战斗，
带领队员仅
用 3 个多小
时就搭建完
成一个拥有
25顶帐篷、达到中型医院规模
的移动医院。

与时间赛跑，他还惦记着
百姓的安危和医务人员的安
全，针对因方舱医院临时组建
综合资源不足等困难，提供了
16 顶帐篷作为方舱医院的指
挥中心、办公室、医护清洁区更
衣和进出通道，供各地支援队
伍共享资源，使整个方舱医院
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更加科

学合理的感控要求，有效降低
了工作人员受感染的风险。

非常时期，生死时速，他迅
速牵头制定了方舱医院管理制
度、制定院感流程、医用防护用

品使用规定等工作制度，先进
的院感流程体现了来自大上海
三级甲等医院的高水准，得到
了方舱同行的认可。

与此同时，雷撼积极推动
改进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
努力提高收治率、治愈率。疫情
突发，无论是患者还是医务人
员，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
冲击。他倡导心理辅助治疗，在
他的支持下，方舱医院内举办

了多场读书会，将《大疫·安
心———大疫心理自助救援全民
读本》带入方舱，为住院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并鼓励护理团队
召集病友学习呼吸操等活动，

让方舱病房内
洋溢着别样的
欢乐与情怀。
队员们的身心
健康也是雷撼

的心头大事，他及时开展战前
动员和队员心理辅导、防护技
能培训等工作，为大家做好生
活、物资、交通、餐饮等全方位
保障，激发队员保持旺盛斗志，
提升抗疫作战能力。

雷撼注重发挥临时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带领队员夜以继日开
展工作，让鲜艳的党旗始终飘
扬在抗疫的最前线，队员们深

受鼓舞，短短数日便有 22名成
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3 名队
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武汉抗疫前线，雷撼先后
被任命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副院长、上海市援鄂医疗队临时
党委委员，充分彰显了一名基层
党员领导干部和医务工作者雷
厉风行、果敢担当、沉着淡定、大
气睿智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了
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雷撼的带领下，全队获
评“2020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
体”、全体队员都荣膺“浦东新
区防疫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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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换绛桃》是诞生
于上世纪 50年代的一出闽
剧，描写后唐庄宗年间，画
师艾敬郎与绣女冷霜婵为
追求纯真爱情，冲破封建桎
梏，双双焚火殉情的悲剧，
当年首演曾引起轰动。
据悉，为迎接今年世

界遗产大会，此剧将复排
重演。为此，今年 5

月 16日，福建省实
验闽剧院举行了
“我演《荔枝换绛
桃》海选活动”，吸
引了众多海选选
手、闽剧名家及新
秀参加；我不禁忆
及过往学艺生涯中
的点滴往事。

该 剧 曾 是
1956 年我就读于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
系二年级时的作
业。班主任胡导老
师为我和徐月翠同
学移植了剧中《定
情》一折：青年艾敬
郎以卖画谋生，每日在后
楼作画，其家后门傍河；河
对岸住着一对以刺绣度日
的冷氏母女，屋畔荔枝树
硕果累累，十分诱人。一
日，艾观察荔枝良久，欲画
之，冷隔窗观察，误以为艾
“望荔止渴”，遂顺手摘下
数颗投过楼去，艾接过并
回敬案桌上的绛桃以表谢
忱⋯⋯如是你来我往投来
掷去，互通心曲暗生情愫。
是日，冷又投荔枝过来，艾
决意表白心迹，书写李商
隐诗句：“身无彩凤双飞
翼”，随桃掷回，冷在罗帕
上应和“心有灵犀一点
通”，包裹荔枝抛还，以诗
定情。
撷取的这个片段是全

剧的“华彩乐章”———传递
和编织着爱意。胡导老师
嗜戏如命早有耳闻，真是
百闻不如一见，他蹙眉吸
烟，乐于示范，启发我们迅
速理解和接近人物萌动的
爱情。我和徐月翠皆是高

中毕业生，属于白纸一张，
既无表演经验，又无情感
经历，故而进度并不快。开
始，表演样式拟借鉴《家》
觉新、瑞珏的独白，在两扇
窗片隔离的各自空间表
演。几天后，排练遭遇瓶
颈：形式过于刻板、凝重，
缺少飘逸、灵动的气质，难

以表达两情相悦、
情感升温的意境，
表演无所依托，演
员缺乏信心。其实，
胡导老师早已觉
察，方案也在酝酿
之中，直到一天我
和徐月翠窃窃私
语：要有音乐就好
了！他此刻才因势
利导，亮出了底牌：
“对啊，这么美好的
爱情怎能离得开音
乐？！”原来他早已
与“音乐欣赏”课刘
如曾老师沟通过，
刘老师据此提供了
一首刘天华作曲、

黄贻钧编配的管弦乐曲
《良宵》，这原是首二胡独
奏曲，旋律耳熟能详，经过
重新配器变成管弦乐曲
了，音乐形象十分清新、抒
情，透过轻盈、洒脱的旋
律，以八分音符为主节奏，
用来表现男女主人公忐
忑、跳跃、喜悦的心情是再
恰当不过了。
以《良宵》为音乐载

体，再次排练时，确实令人
惊喜，踏着音符的节奏，步
履不期然轻盈起来，肢体
动作趋于舒缓，表演与乐
曲的融合如鱼得水，妙不
可言！为求精准，又请来中
国古典舞方传芸老师作技
术性辅导，一招一式既要
符合人物性格，又要讲究
时代感。此刻，当我们以剧
中人名义行动时，胡导老
师总是凝神屏息注视着、
微笑着，不止一次被燃尽
的烟蒂灼痛⋯⋯年逾不惑
的胡导老师为了赶进度，
经常在夜自修后随男同学

一起翻越华山路高耸的铁
门，被视为上戏“违规不违
法”的一道独特风景！《荔
枝换绛桃》片段终于以音
乐戏剧小品形式在表演系
二年级汇演中惊艳亮相，
独树一帜！

人往往对“第一次”印
象特别深刻，正因该片段
是我入学后首次汇演，而
且专攻话剧的我们居然仅
保留了两句“定情诗”，做
了次类似哑剧表演
的尝试，故而记忆
尤为深刻；尽管沧
海桑田、时过境迁，
时隔 60 多年看到
有关该剧的消息，耳畔又
立马响起《良宵》的旋律，
只是那俏丽的拨弦，听来
略显忧伤，却声声撩拨着
我的心弦，遥远而亲近。

记忆犹深的还是恩师
胡导。胡老堪称“国宝级”教
授，他教学有方，桃李满天
下，仅我们班就培养出焦
晃、杨在葆、李家耀、张先

衡、张名煜、杜冶秋等一批
戏剧英才。我毕业后虽投身
影坛，师生依然保持联系。
他的晚年多姿多彩，新潮，
俭朴，骑着老旧单车走街串
巷：去座谈或看演出，耄耋
之年仍孜孜不倦，醉心于对
表演的探索和追寻，85岁高
龄竟然自学电脑，88岁时，
米寿著华章，用键盘敲打出
32万字鸿篇巨制《戏剧表演
学》，直至 2013年 99岁时

离我们远去。他风风
火火地走了，擎着他
锲而不舍的火炬去
照亮另一个世界。

一则新闻，引
发了我青年时的一段学艺
往事，勾连出三位师长。细
想，人生原本就是由一段
段往事拼接、连缀而成，它
层层叠叠尘封在记忆库
里，偶遇星火引燃，便升腾
起火树银花，煞是动人；有
些往事则沉寂依旧，更多
的是任凭时光流转，早已
灰飞烟灭，难觅芳踪了。

母亲留给我的两个故事
郁钧剑

    母亲节
那天凌晨，我
曾在歌友群
里留下过一
段话：“如果
你还没睡，请给妈妈发个信息，问她好！
无论她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
那天早上五点多就醒了。一整夜希望

能梦见母亲，但没有梦见。想必她在天堂
很好，我父亲也在那里，长兄也在那里。

我母亲在旧中国读过女子学校，肚
子里有墨水，所以我是在她讲故事的摇
篮里长大的。在许多的故事中，有两个，
她反复地给我讲过许多次。
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孩

子，从小有偷东西的毛病。开始只是偷邻
居的一根葱一头蒜，当他拿回家时，他娘
不仅不制止，反而称赞他能干、懂事。于
是孩子越偷越大，最后被判了死刑。在刑
场上他说他想见娘最后一面，娘来了；他
又说他想吮娘最后一口奶。娘依了；结果
他一口将娘的乳头咬掉了。然后泪流满
面地说，小时候，我偷葱偷蒜，你从来没
有教育过我。”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

位贫寒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儿女

养大成人后，
自己却病倒
了。辞世之前，
说想喝碗鲤鱼
汤。可是当时

正是寒冬腊月啊，大雪纷飞、冰封湖面，
上哪儿去找活鲤鱼？而此时只见她身边
的小儿子飞奔至湖上，解开衣服，硬是用
温暖的胸膛在冰面上融化出一个窟窿，
而此时，只见一条大鲤鱼从窟窿中飞跃
而出。”

前一个故事是古代的一则寓言，叫
《芒山盗》。

后一个故事出自古代《二十四孝图
之“卧冰求鲤”》。
长大后，我理解了母亲许多次给我

讲这两个故事的良苦用心。她还在我懂
事后一再对我说，做人的本分千千万，学
不尽，用不完。但我只要求你将来在人生
的道路上，至少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要诚
实，一个是懂报恩。
我是带着母亲留给我的这两个故事

走到今天的。
母亲离开我已经 24年了，我常常看

见她在天上朝着我笑。
我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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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祖国文学的百花园里，有一株常开不败的“小红
花”。它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是时任中央
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亲手种下的。它就是创刊七十
年的《儿童时代》，一代又一代小读者们“心中的花”！
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中福会出

版社召开的“《儿童时代》70年，老编辑、
老作者座谈会”。会上见到不少老编辑、
老作家，如盛如梅、戴敦邦、张秋生、张锦
江、章大鸿、简平、朱少伟、王薇等。其中
好几位已经步履蹒跚、白发苍苍，但是大
家一提起杂志，都非常激动。那一本本透
着墨香的《儿童时代》，不知倾注过多少
编辑、画家、作家的智慧和心血，伴随着
多少孩子的童年。我的脑子里也闪现着
我与《儿童时代》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我就读的隆昌路小学，有一个非常漂

亮的阅览室，其中就有《儿童时代》。我们所
知道的抗美援朝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爱
国人士捐献飞机大炮，第一个五年计划等
许多人和事，很多来自《儿童时代》。

1980年，《儿童时代》发起了一个独
幕剧征文，我从孩子们的生活出发，写了
一个独幕剧《周老师来了》，刊登在当年第十二期上。我
调到中福会系统工作后，与《儿童时代》接触多起来。
1988年 3月 13日，四川石棉中学初二学生赖宁为扑
灭山火英勇牺牲，被授予“英雄少年”光荣称号。中福会

组织我们前往学习、采访。
随后，我创作了朗诵剧《英
雄少年———赖宁》，刊登在
1990 年第一期上。
《儿童时代》创刊时发

行量只有 2000余册，最高
时月发行达 120万册。它
是新中国第一本走出国门
的少儿刊物，创刊后不久，
就曾向美国、法国、日本等
17个国家发行。宋庆龄一
直关心着这本刊物的成
长，几十年里，4次题词，
发表了 10篇文章。她最后
的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
康成长》就发表在 1981年
第十一期《儿童时代》上。
而巴金、冰心、老舍、季羡
林、秦牧、陈伯吹、任溶溶、
苏步青、高士其等名家都
曾经为《儿童时代》撰写过
稿件。程十发、黄永玉、韩
美林等著名画家也曾为
《儿童时代》画过封面。“三
毛之父”张乐平先生专门
为《儿童时代》创作了系列
漫画《三毛爱科学》，受到
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儿童时代》一直在紧

随时代脚步，推陈出新，不
计其数的小读者从中汲取
营养，成长为教师、医生、
演员、工程师、科学家⋯⋯
在此基础上，我创作了朗
诵诗《永远鲜艳的“小红
花”》，祝贺《儿童时代》创
刊 50周年，发表在 2000

年第五期《儿童时代》上。
今年是《儿童时代》创

刊 70周年。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衷心祝愿这朵“小
红花”开放得更美，更鲜
艳，更受广大小读者喜欢。

日子
胡伟宏

    开着窗，清凉的风吹动，
看书时竟需要披件薄开衫。

用椰子油烤了吐司，吃
起来有淡淡的椰香。厨房水
槽边养了盆薄荷，随手可掐
几片嫩叶做杯夏日饮品。暮色中，天空有着迷人的色
彩，做晚饭的间隙常常会凝神注视一会儿。去超市时路
过书店，人极少，厚厚一本诗集价格居然很低，欣喜地
带回家。
日子每天并无大的不同，只是桌上不同的花，手中

不同的书让我知道时间在流逝。看了几本不同类型的
书，《夜航船》最为有趣。原来垂柳是隋炀帝赐姓“杨”，
故称杨柳。又说“夜卧，以鞋一仰一覆，即无噩梦。”难怪
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

凌霄花下，风景独好 陈志艳

   走近这家
维修店，最先
映入我眼帘
的，是那一树
开得无比热烈的凌霄花。
橙红色的花像流动的火，
在绿叶做的幕布上一串
串垂挂下来，一边搭着小
区的院墙，一边攀援上轻
轨轨道的边缘。这棵爬藤
竟在两者之间的小道上，
用红花绿叶搭了个生机
勃勃的天然帐篷。

帐篷下摆着一把不
知年岁的竹躺椅，修车老
人坐在躺椅上看书。他看
我推着电瓶车停下，笑着
跟我打招呼。我把车交给
他，说：“这车好久没用，
轮胎没气了，这两天要送
孩子上学，麻烦你检修一
下。”老人开始忙活，我看
这凌霄花开得实在好，忍
不住掏出手机绕着它拍
照，同时跟老人拉家常，
“师傅，你这花长得也太
贴心了，正好给你遮阳挡
雨！”老人笑眯眯地说，
“为这一天，我七八年前
就栽下这棵树啦！现在躺
在绿荫下，闲时赏赏花，
有人来就修车，没人来就
看书。可舒服了！”
这老人有意思。我不

禁细细打量他，他的面貌
是这个城市内万千体力
劳动者的面貌，脸庞因着

日晒雨淋而发黑，一条条
皱纹也是深色的，眼睛里
泛着和善的光。地铁从头
顶的轨道上隆隆地开过，
他两手稳稳地抓住气筒，
青筋从晒得发黑的手背上
鼓出来，这是一双劳动者
的手，很有力量。“你为什
么不用电动打气筒啊，这
样不是很累吗？”我有点疑

惑。“哈哈哈，
这你就不知道
了。我就当这
是锻炼了，好

多人去健身房办卡，花钱买
出汗，我这是一举两得啊！”
我不禁对老人刮目相

看，他在这熙熙攘攘的大
都市里为自己种了一隅花
树遮阴，凭双手挣钱。我在
他含笑的眼神里看到了生
活的智慧，在这焦虑蔓延
的当下，这位老人真正做
到了知足常乐，享受生活。

责编：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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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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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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