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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题词：谱写爱的华章
郑 妍

   在繁华的淮海路南侧，有一栋两层楼的
法式乡村别墅坐落在幽静的香山路上，它曾
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的家。沧海桑田，
任凭周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家”
始终如一地伫立在那里，见证着伟人夫妇风
雨同舟的感情。在这里，还有一幅孙中山的
题词，字里行间谱写了一段至真至
诚的伟大爱情。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

死生。”这是孙中山手书送给爱妻庆
龄的题词，短短的十四字，表达的不
仅是对爱妻庆龄的“若是前生未有
缘，待重结、来生愿”的唯爱情意，更是感慨爱
妻能心怀“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的生死
与共的真挚感情，同时也体现了宋庆龄“知君
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的坚定信念。
其实在这幅联句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惊

心动魄却又感人至深的故事。1922年 6月
16日凌晨 2时，正在睡梦中的宋庆龄被孙
中山唤醒，得知追随自己十年之久的粤系军
阀陈炯明公然叛变，即将率兵直逼总统府！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

非常大总统，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为早日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准备北伐。但握有
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却与孙中山北伐意见不
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勾结。1922年 4

月，孙中山从韶关前线返回广州，将陈炯明
免职。陈炯明因此怀恨在心。

枪声传来，十万火急。事不宜迟，必须马
上撤离！但宋庆龄明白若与孙中山同行，目
标太大，于是她抛开个人安危，做出了一个
无私的决定：请丈夫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先行撤离险境！孙中山当然不愿妻子独自冒
险，几度坚持同行，宋庆龄只是静静重复了
二十八年前，辛亥志士陆皓东曾经说过的那
句话———“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
先生”。于是孙中山只得再三交代卫士，才依
依不舍地离去。宋庆龄是在枪林弹雨中，冒
着“子弹贴着耳边飞窜”的危险，沿着栈道匍

匐前行的，最终混入散乱的人群中逃出了总
统府。然而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身心双重的
折磨下，当时身怀六甲的宋庆龄不幸流产，
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妊娠。从此，她永远
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夫妻俩死里逃生，辗
转得以安全回到上海后，孙中山感慨万千，

亲手写下了这幅联句。
此时，再读此句，多少情深意

笃，自是感人肺腑。将近百年后的今
天，当我们回顾孙中山和宋庆龄共
同走过的风雨路，回味孙中山先生
的手书，那段动荡的革命历史承载

着太多艰难困苦，也诉说着孙中山和宋庆龄
如此真实而又坚贞不渝的爱情。

如今这幅珍贵的题词静静安放在上海
孙中山故居，见证着历史，传递着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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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民晚报的读者，

非常感谢去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天夜光杯版面上刊登
了《为你的心，读这本书》，我看后马上把程蕾蕾医生的
书列入书单。疫情期间我看了这本《说句心里话》，非常
喜欢，还推荐给了朋友（她有心脏病），她告诉我收获非
常大。 5月，我又重读此书，并撰写了读后感，希望有更
多的人能阅读程医生的书，从中获益。

致谢！

2020年 6月 7日
2020年庚子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上海广大医务人员“逆行”出征的
身影感动了无数市民。曾是卫生人的
我，每天关注着疫情的进展，祈祷着持
续援鄂的医务人员能平安回家。2月 14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则全国医务人员确
诊病例 1716例，其中 6人不幸去世的
消息让我泪流满面。为了平复内心，我
拿起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
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程蕾蕾撰写的《说句心里话》
读了起来。书中一个个生动的医患故事在作者的娓娓
道来中，让我犹如在听一个老朋友讲故事。
《说句心里话》是程蕾蕾医师撰写的第二本关于心

血管知识方面的科普故事书。我国现有冠心病、高血压
等心血管病患者近 3亿，每 10位因病死亡的病人中就
有 4人是心血管病患者，这类疾病高发、凶险。如何让
这些疾病做到可防可控，程医师结合自己行医 20多年
积累的临床案例，用小说的形式，以讲故事的方式，将
医学知识与医务人员和病人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深
入浅出地帮助读者了解心血管知识，从而做到及早预
防、科学就医，有效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提到了许多在日常生活
中极其容易被忽视的有关心血管疾病的小信号，比如
牙痛、手指麻木、脚肿、高血压突然变成低血压等。这些
症状常常是心血管大病的先兆，书中都有活生生的案
例，看了印象深刻。还有那些医务人员也容易忽略的现
象或知识点：如蒽环类化疗药物引起的心肌损伤，“微
笑型的抑郁症”，更年期女性因雌激素降低更易引起血
脂升高等。书中故事不多，篇幅也不长，但峰回路转、跌
宕起伏的案例让人随着病情的进展或紧张、或惋惜、或
释然。

合上书本，我久久回味的是这样一个情节：一名想
报考时任中山医院院长葛均波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的考
生，面试当天早上在一楼电梯超重时，站在电梯门口的
他因为赶时间没有给一位举着盐水瓶、佝偻着腰的病
人让位，而这一幕恰巧被葛院士看见，当在七楼面试会
议室门口，葛院士发现这位年轻人就是来面试他的博
士研究生的考生，当即取消了他的面试资格。他说，医
者德为先！不能体谅病人痛苦的学生，门门考满分我也
不要！

葛均波院士在小细节中透露出的职业操守，正是
医者仁心的“硬核”。读者在不经意间领略了医生这个
职业的平凡和崇高，更加敬重驰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
及疫情中奋战的医务人员护佑生命的无疆大爱。

沸腾的群山
苏 虹

    “面向大海，春暖花
开。”刚走下火车，当地的朋
友这样介绍台州的地理特
点。台州地处浙江中部沿
海，依山傍海，地势由西向
东倾斜，西北山脉连绵，峰
峦叠嶂。南面以雁荡山为
屏，有大雷山和天台山等主
要山峰。
台州素有“七山一水

二分田”“河网密布、港汊
交纵”的地理特征，这也造
成台州交通颇为不便。为
此，当地政府下决心在崇
山峻岭中修建高速，打通
与外界的联系。于是，一群
隧道人远离上海大都市，
开始奋斗在台州的群山。

山里修路历来是一件
非常艰难的事。早年我曾沿
三一八国道自驾去西藏，小
心翼翼行驶在绕山而上的
盘山公路，或提心吊胆沿着
挂在悬崖峭壁的小道缓行，
险峻的地势让我直冒冷汗，
两腿变得僵硬，心里甚至埋
怨怎么把路修成了这样！后
来了解到，当年为了修这条
公路，只能依靠铁镐、炸药
等简单的方法，有解放军战
士因此牺牲。现在，虽然施
工方法有了很大改善，“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成为现
实，但在鲜有人迹的深山施

工作业，还是困
难重重。
杭绍台高速

公路台州段近四
十六公里的距离
中，主线桥梁三十九座约
十五公里，隧道十座全长
约十九公里，其中位于天
台境内的大盘山隧道长达
八公里多，是杭绍台高速
公路线上最长隧道，也是
华东地区最长的公路隧
道，成为杭绍台高速台州
段关键性工程。为了加快
大盘山隧道的进度，需要
在这座隧道的中间，寻找
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打通
两个直径十米、深达二百
九十米的斜井，通过这座
斜井插入到大盘山隧道的
中间，增加开挖的工作面。
在山腰上向下打这么深的
巨型斜井，其难度可想而
知。随着斜井一点点向下
延伸，施工难度也越发加
大，到后来，由于空气稀薄
和湿热的缘故，有的工人
在施工面或因缺氧、或因
中暑晕倒。最后，他们每天
用数吨冰块进行降温，才
让作业条件有所改善。经
过四百多天的作业，斜井
终于打成。
负责杭绍台高速台州

段施工任务的公司负责人
郑选强，是一位四十来岁、
实战经验丰富的上海隧道
人。到工地前，我曾看到他
的一篇发言材料，题目是
“熬过了现在，才会有未
来”，文中有句话让我多少
有些讶异，“既然没有死，
那就好好活”。交谈中他
说，你可能想象得到爆破
施工中的种种危险，但每
天都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
落石、塌方以及高空作业，
你能想象工人承受的心理
压力吗？不仅如此，危险还
来自于自然界。总工程师
张利慧带着几位专家深入
大盘山腹地勘察，在山路
上他们多次遭到“五步蛇”
攻击，一次张利慧在躲闪
中不慎失足，摔到几十米
深的山沟里。“真是九死一
生啊！”郑选强感叹道。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
一群远离大都市的上海隧
道人，不仅奋斗在工地，还
冲锋在抢险救灾的最前线。
去年八月，超强台风“利奇
马”在台州温岭登陆，随后
过境台州多地，台风带来的
强降雨导致洪水泛滥，当日
下午临海全城被淹。灾情就
是命令。上海隧道人接到临
海市领导的求救电话后，立
即带着施工特种装备赶赴
抢险救灾现场。四十多人的
抢险突击队，一干就是十五
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叫苦叫
累。但当群众送来水果食
品，并赞誉他们是“临海夜
空下最亮的星”时，这群硬
汉还是忍不住流下了激动
泪水。
这群常年在外施工的

隧道人，白天在工地上奋
力拼搏，晚上还要忍受远
离亲人的寂寞。“每次离家
都不敢和妻子、孩子正
视”。郑选强的孩子十四岁
了，这些年他先是在宁波
工地，后又转入台州工地，
孩子出生时他不在妻子身
边，孩子上学后他一次也
没有参加过家长会。这位
真诚而朴实的拼命三郎，

再苦再累的工作
从不在话下，但
讲到家里，他用
“纠结、愧疚、挣
扎”来形容自己

这些年的心情。去年 7月 2

日，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播出“大盘山隧道开通”
的新闻时，这群从不轻易
流泪的汉子，竟然对着电
视机哭成一片。
其实，上海隧道

人对我来说并不陌
生。我曾多次到上海
隧道在杭州、宁波、
郑州、南昌等地的工地调
研，听他们讲述一个个感人
的故事；也曾看到上海隧道
领导讲述地下空间建设领
域成就时，脸上洋溢的自
豪。去年，我还参与在上海
大剧院上演的反映上海隧
道工人奋斗人生的话剧《大
风有隧》的创作。但尽管如
此，每次来到工地，面对这
样一群默默奋斗在荒山野
岭的上海隧道人，我都会有
种不一样的感动。
台州曾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荣誉。其实，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幸福的
背后总会有一群为之奋斗
的人。和台州的许多奋斗者
一样，他们非常朴实，从上
工地的第一天，就盼着尽快
完成施工任务，早日回去与
家人团聚；他们非常普通，
公路通车那天，也是他们悄
无声息转战下一个工地的

时候。也正是这群
人，他们“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自
己攀悬崖、涉涧水，
留下的是坦途———

通往幸福的坦途。
火红的岁月，沸腾的

群山。在临海境内的大雷
山隧道的出口，我仰望着
六十多米高的横面桥桩，
以及其托起的高速公路，
再看看眼前这群皮肤呈古
铜色的上海隧道人，敬意
油然而生。我知道，这片诞
生于远古的群山曾经无比
寂静，但随着这群上海隧
道人的到来，群山开始沸
腾，台州这片土地也将会
随之腾飞。

  荷香 （中国画） 潘常欢

问路

胡尔朴

    我们三位
朋友走在异地
的大街上，大
街中央有一条
绵长不断的护
栏。我们到这个城市旅游，
出门逛了几条街几处商
场，却忘了回旅社的路了。
问了几个路人，都不知道
我们所住的旅社应该往哪
儿走。
我们从火车站出来后

是一位招住宿的妇女把我
们引到这七拐八弯才走到
的旅社的，因为价格实惠，
我们将就了。
护栏那边迎面开过来

一辆红色轿
车。我们急
切地向轿车
挥手，轿车在
我们跟前停

住了，车里正副驾驶座上
坐着一对青年男女。

隔着护栏我们问道：
“请问，跃进街富强旅社怎
么走？”

那一对男女低声说了
些什么，开车的男青年大
声说：“你们稍等等！”说完
开车走了。

我们不知道是咋回
事，过了一会儿，红色轿车
从我们身后很远的一个街

口绕着护栏拐了个大弯开
到我们这一侧，在我们跟
前停下来。男青年伸出头
来：“上车吧，那家旅社不
好找，我们捎你们去。”萍
水相逢，竟有如此好事？
“上车吧，我们

不是劫匪。”女青年
吃吃笑道。他俩真
诚的面容让我们心
有愧疚。

车往前开着，是跟他
们来时相反的方向，这让
我们倍加感动。
车在富强旅社的街口

前停下了，我们感谢不迭，
再三要他们收下几张钞票

时，他们微笑着谢
绝了。

我们会永远记
住这陌生而温暖的
城市。

责编：徐婉青

    明 天 请
看 《一次会
谈：奠定合作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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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时期我就很喜欢读鲁迅的书
文。那时，家里贫穷，买不起鲁迅的书，除
了读好语文课里所选的几篇鲁迅文章外
（《藤野先生》《孔乙己》《故乡》等），就到
中学图书馆里去借看。高中毕业考大学
时，鲁迅《故乡》末尾里的一句话“地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鼓舞
我一定要努力，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我的
运气算好的，1956年提前考上了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系，成了该系第一届五年制
的本科生。

上大学后，除了学好哲学等专业课
外，我对读鲁迅书的兴趣丝毫不减。1957
年 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套
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出版（1958年
出齐，共 10卷），我非常喜欢，当时哥哥
每月给我 20元生活费，交了伙食费，余
钱不多，就一本一本买。1960年春天，把
这套书 10 本全买齐了。

1960年，我提前毕业，分配在新建立的伦理学教
研室。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时间细读《鲁迅全
集》里的文章了。动荡年月，在别人打派仗时，我躲起
来，第一次系统读这套书，花了半年时间读完。

其间，研究院接到任务要编一本《鲁迅语录》，我
被吸收到编写班子。在当时“斗争哲学”指导思想下，
我们首先把鲁迅批判别人的话找出来———有批封建
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现代评论派的，有批各地军阀
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等等，找了一堆，报了上去。结果
久未回音，这事不了了之。

2005年，又出版了一套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共
十八卷，收了新发现的书信，最后一卷还有全集篇目
索引和注释索引。我立即去买了一套。买回来就读了
起来，先读书信。当时一些报刊正在发文讨论鲁迅是
富人还是穷人的问题，我就此在读书信时摘了一些资
料，用鲁迅本人在书信中的话回答这一问题。很快写
了一篇文章《鲁迅晚年的经济情况———读鲁迅晚年书
信摘记》，发表在《百年潮》杂志上，后新民晚报又以
《鲁迅是穷人还是富人》为题整版转摘。

2020年初，闹起了新冠肺炎疫情，宅在家里，我又
把 2005年版《鲁迅全集》拿下书架，欲再细读一遍。这
次读还准备了一支红蓝铅笔，在书上画画写写；又准
备了一个小笔记本，专记鲁迅用的词汇。很快读了两
卷，词汇记了一小本。

现在，我对鲁迅的思想体会更深了。鲁迅一直站
在正义和进步一边，同情受迫害的青年学生，对封建
旧社会、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正人君子”等都不
客气地加以挞伐。鲁迅爱憎分明的态度值得我学习。
这次读鲁迅，我第一次体会到鲁迅是一个非常求实的
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更值得我学习。
鲁迅 1936年去世，那一年我出生。我今年 84岁，

我要阅读，学习，到终老。

  荷香 （中国画） 潘常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