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
昔

忆

本版编辑∶赵 美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2 2021 年 12月 10日 星期五

晚晴风景 /

□ 朱正安

今年 9 月，11 岁的外孙在松江

小学毕业后，经摇号录取到了

市区一所中学读预初；没过多久，经

过一番鏖战，他又荣膺“上海市国际

象棋棋协大师”称号。

不久后一个双休日，外孙随父

母第一次“荣归”松江，聊着聊着，忽

然对我说：“大大，杀几盘？”我连忙

摆手笑道：“岂敢岂敢，你现在是‘大

师’了，我哪敢……”外孙不容分说，

早已取出棋盒摆好了棋：“我们下的

又不是国象，是中国象棋，大大，不管

咋说，你还是我象棋的启蒙老师嘛！”

经他这一“将”，我心里那个甜啊，简

直无法形容，便与他“杀”将起来。此

后，他每次回来，几乎都要与我对弈

一番。

外孙不到五周岁时，我便试着

教他下象棋，从摆棋、“马行日象走

田”教起，一步步地向前走。不想这

小家伙对下棋情有独钟，越下越来

劲，赢了，手舞足蹈，输了，眼泪汪

汪，缠住我还要决战到底。他哪里晓

得这是我有意把控的棋局———故意

“一不留神”让他吃掉我一只车甚至

来个“双炮将”，最后宣告败北；接下

来的一局我就步步紧逼，连吃带将，

把他打个落花流水。每次祖孙对弈，

三局二胜或五局三胜，我一般都是

让他赢二负一或赢三负二，有时也

让他负二赢一或负三赢二，这样，既

激发了他下棋的积极性，又可让他

在胜利面前戒骄戒躁，在挫折面前

锤炼意志。实践证明，我的这套“方

针政策”十分有效，譬如有时我主动

提出让他一车或一马，他从不同意，

总是斗志昂扬；偶尔我故意连赢他

几局，他也从不气馁，第二天就要与

我决一雌雄。

孩子六岁那年，他父母见他爱

下棋，就把他送棋牌培训机构面试，

国象老师认为“孺子可教”，就收下

了这个学生。小家伙也争气，从十级

起步，差不多一年两次的升级考，在

一片厮杀声中，虽然有输有赢，最后

还是过关斩将，不断晋级，九级、八

级、七级……象棋是智慧的体操，中

国象棋与国际象棋都是棋类活动，

自然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所以，

随着国象水平的提高，外孙的中国

象棋水平也就不断上升；而我的下

棋水平本就平平，上学时连班队都

从未挤进去过，所以没过多久，我与

外孙对弈的态势就发生了变化———

先是不能轻松把控胜负，接着是不

敢掉以轻心，再下来就有点捉襟见

肘了。尤其是我步入古稀之后，思维

迟钝，老眼昏花，有时候一不小心，

就被他杀得人仰马翻。也有控制不

住自己的时候，总觉着一个七十岁

的老头败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有

点不好意思，便有点急，想悔棋，外

孙哪里肯依，“不行不行，落子无

悔！”还拿出下棋规则“将”我军，说

得我羞愧难当，无言以对。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外孙

因为经常能打败我而心气越来越

高，每每家里来人，只要是男性，无

论老少，都会取出象棋来：“某某（称

呼），杀一盘？”赢了，兴高采烈；输了，

揪住不放，非要再下。我知道这样的

历练对他相当有益，所以一贯持支持

态度，当然支持的另一个目的，是想

多听听外人如何夸我外孙，心里那个

高兴啊！

好像也就那么一晃嘛，如今的

外孙，已是名副其实的棋手，而且如日中

天，我则充其量不过是个会下棋的无名

小卒，且垂垂老矣。所以每次他回来“两

军对垒”，我是越“杀”越觉得力不从心

了。外孙成了大师之后，好像一下子长

大了，颇有大将风度，过去他摆棋，都是

他执红我执黑，如今他每次摆棋时倒过

来了。碰上我悔棋要重走时，他往往网

开一面，还常常“一不小心”让我来个

“抽车将”什么的，或者就是主动将我走

的臭棋捡起放回我手中，提示我别着

急，想好再落子。我在外孙面前也就不

怕“老面皮”了，嘿嘿一笑就把自己的尴

尬掩饰过去了，因为我已经领悟到我与

他的角色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换。

当然，我与外孙下棋，其实要的不是

输赢，而是一种情趣，一种生活的情趣，

所以赢，赢得快活，输，也输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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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士清

因为做肠胃镜复查，我又住

进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住院本身是生活的无奈，但每次我

感受到的却是温暖。

医生因看护和照顾的病人多，

加之对复杂病情的判断和处方的

思考，通常对病家问病、关照的话

语都很简练，语气、面容多的是职

业的严肃，一般病人难以感受到医

生的亲切———其实他们的亲切，就

在对你病情准确的诊断、正确的用

药，以及对你恢复健康的信心中。

遵医院通知，我 11月 18日入

院，但 11月 24日要赴外地参加一

个学术会议，希望 23日能出院，时

间紧迫。责任医生吴医生和岳医生

跟我商量。吴医生说：“老陆，你要

做几个检查，包括查看血糖变化情况，短短四五

天中间还有两天休息日，不可能做完。”她说：

“两个方案，供你选择：一是安心住下，把检查做

完；一是你安心去开会，12月有床位时再来住

院。”岳医生则说：“12月天气冷些，床位紧张，

我建议你还是住下，外地的会就不要去了。”吴

医生的方案，岳医生的建议都是为我着想，我很

感动，当即决断：放弃参会，住了下来。

吴医生、岳医生都是老年科主任医师，看门

诊时经常会相遇。2015年间，我觉得肠胃情况

不太正常，向岳医生反映，希望做镜检。岳医生

说：“你这是保健自觉，很好。”她马上安排做了

肠胃镜检查，果然胃里有一个小息肉，微创摘除

了。岳医生又嘱咐：胃息肉是多发性的，隔一年

要复查，不可大意。

为了准确测试我血糖的变化，吴医生嘱咐：

“老陆，测试期间，你既不要刻意少吃，也不要刻

意多吃，正常进餐，看看血糖控制，只是需要你

管住嘴呢，还是需要换药，或许两个都要？”后来

换药测试，指标就较好了。果然，如吴医生所言，

“两者都要”。

还有，我自恃手脚尚灵便，体检、看门诊从

来不用家属陪同。这次住院做几项检查时，陪护

员一是坚持要家属陪同，二是推出轮椅要我坐

着。坐轮椅被我坚辞了，家属陪同拗不过，只好

服从。但因临时安排检查，呼唤家属来不及，年

轻的姚医生就充当家属陪同前往。医生解难救

急，真诚仁爱之心可见！

住院期间，印象最深的就是护士忙碌和频

繁进出病房的身影。她们为病人测体温、测血

糖、量血压、更换点滴、给药，有时还要更换被病

人弄污秽的床褥、床单等，不嫌烦，不怕脏，令我

深深钦佩和尊敬！

一天，我穿着宾馆带回的拖鞋，在走廊上走

动，蔡护士长见了说：“老陆，你不能穿这种方便

鞋，走廊里病房里都不能穿。”“为什么？这鞋很

干净呀。”她说：“这鞋鞋底打滑，容易摔倒，我们

是有前例的，快去换掉。”见我犹豫，她就站起来

笑着说：“来，我陪你去病房换鞋。”在这么亲切

的关心下，我还能固执己见吗？我说：“不用陪，

我立即回病房换鞋。”她回答我的不只是灿烂的

笑容，还牢牢盯着我一步步走回病房。

还有一次，我拿着《解放日报》巧遇邱护士，

就说：“病房楼要是有公共休息室就更好了，可以

让病人坐坐，看报读书，或饮茶喝咖啡。”她笑道：

“以前有过，现在取消了，因为我们的科室，行动自

由的患者少之又少，你瞧瞧，他们是怎样行走在

病房走廊的？白天，有的撑着四脚拐在走廊上挪

步，有的坐在轮椅上让护工推着透透气，有的则

坐在病房门口微闭着眼休息，更多的则出不了

房下不了床……”她脸上闪过了忧戚，转而又微

笑地说：“我希望……”她希望什么呢？希望这里的

病人能尽快康复，能回到自由的天地里。

医生仁爱，护士亲切，感怀于心，不是说一

声谢谢就能完全表达的。病人或病人家属要多

多理解，要懂得感恩。

□ 龚寄托

天平村野战医院的传奇故事

被文化和旅游部选为全国

100 个乡村中的党史故事，这喜

讯冲开了我记忆长河的闸门。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解放军

打仗的故事。母亲也常常给我讲述

攻打月浦一仗的前尘往事。那时，

战事异常激烈，而作为与月浦相邻

的天平村，驻扎着一所野战医院。

据母亲说，那时常见前线的伤病员

被络绎不绝地送往这所野战医院。

在这里，轻伤员们在稍事包扎之后

很快重返前线，而重伤员则留在野

战医院治疗养伤。一时间，天平村

野战医院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战地

后勤补给地，为伤员提供医疗服务

的战地医院。

据说当年母亲和乡亲们都不

约而同地拿出自家的门板等支援

前线，救护伤员。当年军爱民，民拥

军，军民一家亲的甜蜜往事常使母

亲念念不忘，铭记于心。当然更为

母亲和乡亲们万分敬佩的是，在野

战医院突遭敌军偷袭时，一时间作

战人员极为稀缺的生死考验严峻地

摆在大家面前，此时一群轻伤年轻

战士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以鲜血

和生命掩护了野战医院的转移。

“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天

平村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浴血奋战

的野战医院先烈们，在美丽乡村建

设和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的

探索实践中，他们把经典故事精心

整理汇编，广为传颂，并被国家文旅

部推荐入选为全国 100个乡村中的

党史故事。

当我再次品读起题为《衣冠承

忠骨，牡丹祭英雄》的传奇故事时，

不由得肃然起敬，双眼湿润，七十

多年前异常惨烈的战事清晰地展

现在眼前。

斗转星移。昔日天平村野战医

院故事的诞生地，如今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天平村已跻身上海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先进行列，也是名

扬沪上的“菌菇之乡”“蔬果基地”

“休闲胜地”，无疑已成为北上海新

农村建设的样板。我由衷赞美家乡

人为“天平村野战医院”的故事续写

出了极为精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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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灵

生命在于运动。冬日临

近，老年人的运动应从“小”

做起，这样不仅能够保养身

体，又不容易造成损伤。

每天早上醒来或晚上临

睡前，有几个小动作建议大

家不妨一试：先叩齿，大约五

十下就可以了；舌头转圈，然

后唾沫分两三次慢慢咽下。

太极拳、散步，“慢动作”

的运动是老年人的最佳选

择。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能

整天窝在室内，如果能在户

外的冷空气中稍作活动，也

能有效增强神经调节能力。

在冬天锻炼时还需要特别注意

时间的选择，最宜早上十点至下午四

点，这个时间段阳光照射强。除此之

外，在运动时要避免出大汗，否则容

易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