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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重症医学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部分之一，

是一个医疗中心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针

对重症医学的指南、教材等层出不穷，为临

床从业者提供了理论和循证医学指导。然

而，患者本人作为医疗行为最重要的主体，

虽然知道重症监护室是处理危重病患的场

所，但和他们的家属，对于重症监护室的基

本情况，在重症监护室中可能会发生什么，

是非常迷茫的。目前亟须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患者、家属以及那些虽然没有亲人在

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但想要了解其运行模

式的众多百姓普及重症监护室的基础知

识。但是遗憾的是，鲜有面向患者本人及

家属的指导性书籍面世。

本书作者以一名经验丰富的重症监护

室医护的身份，从患者和家属的需求出发，

向大家介绍了重症监护室的基本人员构成、

每天的工作安排，以及各种基础知识，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重症监护室的基本

操作和特殊操作及其用途和注意事项。实

验室检查指标是患者和家属需要得到医生

解读的重要指标，本书同时也向大家介绍了

怎么初步解读实验室检查指标，有助于在咨

询医生之前大概得知患者基本情况，知晓如

何有重点地向医生询问病情、了解预后。另

外，大家关心的各种常见并发症及其预防和

治疗的基本原则、授权委托书等文书工作、

康复治疗以及不可避免的抢救、死亡等内容

和话题，本书也一一进行了解读。作为一本

面向患者及家属的图书，本书无疑是意义深

远的，更是非常成功的。

本书主译精挑细选了 Navigatingthe

ICU:AGuideforPatientsandFamilies（《走

进重症监护室：写给患者及家属的指南》）一

书，动员和召集了我国重症医学领域的知名

专家学者和一些中青年优秀医生共同参与

翻译本书。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

及家属一一介绍了他们想要且需要知道和

应该关心的注意事项，让患者和家属不再畏

惧重症，而是与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拧成一

股绳共同治疗疾病，是一本促进医患沟通、

图文并茂的工具书！

薛舒的“生命两部曲”《当父

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原作

名《远去的人》）及《生活在临终医

院：最后的光阴》（原作《太阳透过

玻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单读

联合推出。前者以个人视角记录

了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的家

庭“初期”境遇，是对生活痛点的

钝击和生命困局的剖视，不啻为

大胆的生死叩问和人性探险。承

受父亲不可逆转的疾患带来的压

力和痛苦已经殊为不易，而诉诸文

字，予以真实还原和深度思考，若没有超越

的理性与勇气，怕是万不能做到！

我们可以把薛舒的写作理解为一种对情

感宣泄的需求，但显然她超越了私人情绪，抵

达了普遍的社会学抽样考察和哲学的“思”的

高度。她承担起父亲病痛和家庭变故带来的

重压，更以一种宽广深厚的人文关怀，直面并

包容了人类生老病死的荒诞与宿命，从而替

自己的父亲也替人类挽回了些许尊严。当她

把一部沉甸甸的家族断代史以“非虚构”之名

呈现给读者的时候，读者该回应的不只是审

美共情，更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意。

比较而言，《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

阴》则把视角扩展至公共场域，记录和描述

了“临终病房”里病患和家属的“中晚期”境

遇，透视了一个老龄化问题愈益凸显的社会

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当代困境，人事的矛盾变

得更加开放复杂，其中不乏生死疲劳的坦然

观照、生命真相的噬心逼视，更不乏直面困

境的冷峻发问和思考。

薛舒依旧以第一人称叙事，阿尔茨海默病

父亲在病程晚期的生命困境被逐帧呈现，以及

更多在“终点线”苦苦挣扎，等待“升天”的卑微

灵魂，更有“临终病房”这个生死“中转站”里为

了生存而疲于一份职责的其他庸凡生命：医生、

护工和家属们。可谓死也疲劳，生也疲劳。

如果说第一人称给读者以直击“临终病

房”的现场感，那些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女性

护工作为第二视角，则为读者提供了更独特

的观照生死疲劳的角度。护工们以卑微之身

给予深陷绝境的生命以不乏人性、人情的陪

伴和关怀，尽管这一切都建立在雇佣关系之

上，难免布满人世的庸俗和粗粝，但终究不能

抹去那层人性、人情的柔软和暖意。比起亲

情中某些令人绝望的冷漠、算计和沉沦，在护

工身上反倒能看到更多救赎的神圣之光，尽

管很多时候它是以每小时68元来标价的。

非虚构文本很重要的审美指

标之一，是在对人事的忠实记录和

情感的高度还原上，更在对生命窘

境的大胆揭示和社会实相的理性

去蔽上。对“临终病房”的书写，薛

舒几无避讳：病患在大小便中几无

尊严的生命状态，家属在面对亲人

苦痛境遇时的情感心理，护工在人

性与条规之间挣扎的尴尬窘迫，一

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薛舒

的“非虚构”书写从对父亲的“私”

记录延伸到了更广泛的人事观察：外公、愤

怒的九号床、肖老头、病患家属，以及“没有名

字”的护工，作为时代的缩影和细节部分，在

作者非虚构之眼的犀利“透视”下纤毫毕现。

我们无法确知薛舒在写作过程中是否

经历过困难的选择：写，或者不写；我们所能

确知的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排泄物，不为博

取猎奇的眼光，甚至不为博取同情，而是为

揭示生命的真相——虽然是部分的真相，却

也是残酷的真相，这无疑又潜藏着作者直面

命运的“史传”勇气和不屑伪饰的生命关怀。

薛舒显而易见是一个宏大叙事背景中

的“细节控”。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往

往成为窥探人性、透视社会的显微镜下的

“组织切片”。比如七个子女在处理外公遗

产时的诸多事端，即见勇气和用心，令人印

象深刻。一个迁户口的“小动作”，牵动的何

止家族成员在共同的伦理压力下各自蓬勃

的人性和异常敏感的利益“神经”。难能可

贵的是，薛舒没有让自己站在一个自设的道

德高地作俯瞰式评判，而是置身其中。作为

避无可避的“当事人”之一，她始终是清醒

的。她是遗产之争的被动参与者，同时也是

事件的观察者、记录者和反思者；她既是现

实的“剧中人”，又是精神的“局外人”，抱着

深刻的同理心和平而视之的悲悯态度，既有

剖视他者的勇气，也有剖视自我的自觉。对

“人”之为“人”的秘密，薛舒显然有着非凡的

洞察力和“恢恢乎游刃有余”的解剖之术。

还有什么比爱更能赋予人生以意义？

薛舒的“生命两部曲”像

一道爱的暖光，照耀着

那些残老的躯体和不堪

的生命，给予他们最后

的温暖，更是以“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的古道热

肠，表达了对生命的关

怀、悲悯，以及思索。

《读是一种幸福》：梁晓声谈书与
人生路

本书汇集了梁晓声谈读书与人生之路

的45篇经典散文，分三辑。辑一为“书中岁

月长”，主要讲述书籍对作者生命底色的影

响。读书有什么方法，写作有哪些窍门与规

律，皆可从中获得启发。辑二为“安顿好内

心”，青少年、中年人如何安顿内心，作者如

何面对困境等，在阅读中找到真实的自己。辑三为“情深人世

间”，作者对亲人、友邻、陌生人的挚爱，关于爱情婚姻、焦虑孤独

的思考，浸润于人间烟火处的情愫与胸怀格外打动人心。

解惑 ·指导 ·帮助

《走进重症监护室》：
对生命的一份温暖呵护

双重视角下的生死疲劳
◆ 西 厍

健
康
、温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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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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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美
，都
给
你

◆ 朱华栋

这部散文集包括《好时光悄悄溜走》《撕

日历的日子》《灯祭》《北方的盐》等。该书以诗

性的笔调图文并茂地烘托出世间的温暖与苍

凉，无论是追忆往事的流连、抑或是慨叹人生

的短暂，还是踅摸于文学世界的漫谈和迟子

建在艺术探索上的沉思，都有着一种至真至美的底色。字里行间

情感跌宕，如北国雪野中的一抹沉郁的夕阳，清新雅致别有风韵。

《河山传》：贾平凹书写大时代人
物群像

《河山传》是贾平凹出版的第20部长

篇小说。贾平凹将小说背景放在真实地点

“西安”，此次是其突破之作。小说时间跨

度为1978年到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

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历程和罗山等企业

家起落的经历。贾平凹以两个代表群体的

命运来书写国家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生

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江苏凤凰文艺的诗歌出版一直颇具特

色，推出过顾城、西川、洛夫、韩东等近百位当

代著名诗人的优秀作品集，拥有一大批忠实

读者。辞旧迎新，凤凰文艺精心制作了《要有

诗 2024诗歌历》，甄选52位中外著名诗人的

52首优美现代诗歌。一年的52周，让每一天

都充满诗意，愿生活的每一刻，都有诗为伴。

《燕东园左邻右舍》：致敬一代学
人一片冰心

这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

泓的非虚构作品，让挂上“历史建筑”标志

牌的燕东园 22栋小楼开口说话，讲述

1926—1966年小楼里52家住户与往事。

作者以特稿笔法，详尽的史料搜集，以及对

数十位燕东园二代的访谈实录，抢救记忆

和历史，缅怀与致敬那一代学人：他们出生于清末民初，留学海

外，在国难时毅然归来，以科学文化报效祖国，历经磨难，始终一

片冰心在玉壶；感人至深的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同事情、师

生情，重现那个时代学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书斋里的日常生活。

“安妮 · 埃尔诺作品集（第二
辑）”：虚构与非虚构皆具现实色彩

“安妮· 埃尔诺作品集（第二辑）”包含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

妮· 埃尔诺的五部作品：《我走不出我的黑

夜》《相片之用》《看那些灯光，亲爱的》《外

面的生活》《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

是》，均为国内首次引进和出版。

其中既有虚构类作品，也有纪实类

非虚构作品；既有探望病中母亲的日记体作品，又有两位作者围

绕同一个主题“四手联弹”的创新作品。此辑同样附有作者撰写

的中文版序言。她的作品极具现实色彩，文学叙述的技巧、角度、

心态，以及对生活的理解，在世界当代著名作家中都独树一帜。

岁月更迭，我们尤为
感到健康、亲情的宝贵。
故而，2024年第一期读书
版，我们将视线首先投向
“在医院”的书，因为谁能
永远不生病、不衰老、不面
临死亡呢？在危难甚至极
限之时，人应该如何自处，
家属又该如何与医护有效
沟通，如何面对漫长的照
顾与陪伴……希望相关书
籍给予科普与借鉴。生活
是细琐的，请记得还有花
香、书香，有人与你同行。
踏实向前，我们需要耐力、
定力，也需要慰藉、自我放
松与赋能。
新的一年，祝康安！

一起悦读，悦心。
——编者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迟子建笔
下的真与美

《要有诗 2024诗歌历》：52位诗人
心曲付流光

——薛舒非虚构新著“生命两部曲”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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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冽的内在》：与心心相印之人
的倾心相谈

这是庆山的全新散文集，记录了她在

2019至2023年间的日常生活和感悟。相

较往昔密集的旅行、写作及与他人的相会，

在特殊时期，作者如同静居闭关，生活模式

改变。特殊的境遇，更需要强韧的精神力

量鉴照外境与自心。全书以散句式智识思辨以及灵性的直觉式

表达，建构起观察、冥想、实践、经验、顿悟并不断确证的内在生

命体系。这本书是她与心心相印之人的倾心相谈。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