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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风卷清云
尽 ，空 天 万 里
霜。”霜降，秋之
尾 声 ，冬 之 序
章。银白的霜花

与金黄的落叶构成自然画卷，这不仅是季节的更迭，更
是自然界一次深情的告别与期待的孕育。
霜降，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稻谷已归仓，玉米

棒挂满屋檐，红薯、土豆等根茎类作物也悄然遁入地
下，等待着农人冬日里的慢慢享用。这不仅仅是对一
年辛勤劳作的回报，更是对来年生活的一份期许与准
备。人们忙碌的身影中，透露出的是对土地的热爱与
敬畏，以及对生活的执着与希望。
霜降，不仅标志着自然界的又一次轮回，也预示着

味蕾上的盛宴即将开启。在这个时节，大自然以其独
有的方式馈赠给我们一系列应季美食，让我们通过舌
尖感受着季节的变迁与生命的韵律。寒意愈浓，人间
烟火越发温馨。走在街头巷尾，一股股诱人的香气扑
鼻而来，那是霜降美食独有的味道，它们不仅温暖了我
们的身体，更滋养了我们的心灵。霜降时节，很多人家
都会备上一些柿子，或直接食用，享用这份甜蜜；也有
人家制成柿饼，将自己对食物的喜爱和时间一起酝酿，
制成之后就是今后日子里不可或缺的味道。
随着气温的下降，人们开始寻求能够御寒保暖的

食物。牛羊肉的鲜美与营养，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
更滋补了身体，不管是羊肉火锅，还是牛肉萝卜，都为
即将到来的冬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第，怎一个
鲜字了得。
霜降之美，不仅仅在于物质的丰盈，更在于它所蕴

含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情怀。我们在感受季节更迭的同
时，也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与
价值。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内心都要保持一份坚定与
从容。每一个结束都孕育
着新的开始，每一次霜降都
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

王丽娜

空天万里霜

小说是人的命运之书写。所谓小说
的“持正守中”，是指持小说人物命运之
正，守小说写作道德之中。小说与歌颂
批判都没有关系，虽然小说人物可以歌
颂与批判，但小说家绝对不可以跳出来，
尤其不能“故意”跳出来左右
人物命运与人物立场和语
言。要相信读者，他们可以
看出作家的“故意”。什么是
小说大家？能够控制得恰到
好处的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没有“故
意”，莫言也没有“故意”，他们首先写的
是人性的故事，而后才是故事表达出来
的艺术的文学。所谓“艺术”，就在“持正
守中”的控制中；也可以说，这就是“炉火
纯青”的艺术实现。
这几天读池莉的小说集《汉口情

景》，真是“过了一回瘾”。她作品中的
“烟火气”，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而且妙
趣势不可挡，渗入到骨头里的理解——
对人的理解，是炸透且恰到好处的金
黄。她必定是传世的作家。

凸凹的长篇小说《京西之南》与其他
人的小说不同的是：它直接通向真，进而
达到了信，它是一部让人看了就信的小
说。我们读莫言等大家的小说，他们的
精彩是小说的精彩，你大概不会按照小

说写的人物故事去找真实的
生活。史长义（凸凹）的小说
可以让人产生一种真和一种
信，它的艺术真实与生活真
实完全融化在一起了，我相

信房山的人看了，都会获得对脚下土地
的热爱和自豪……他的小说用一群人的
命运，揭示了历史前进的内在的驱动力，
让人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许
多部分的写作实现了对生活的极致性表
达……如果改编成电视剧，一定是精彩
的。
小说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触摸、探

索乃至试验。抓住一个陌生的情感线
索，大胆地往前写就是了。没有是非对
错，不要道德绑架，要的就是单纯客观地
触摸、试探和蹑手蹑脚地前进。

王久辛

谈小说

朱买臣衣锦荣归
崔氏女覆水难收

泼水 （设色纸本）朱 刚

秋天，也是品尝新疆
美食的好时节。
在新疆，吃海鱼的机

会少，而湖水或者水库里
的鱼，则常常吃到。烤、
炸、煎、煮、氽等吃法，其中
以烤为最佳。当然也有例
外。那年秋天，秋意渐浓，
我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出
差，周末得空，与一位新疆
文友一晤。他说中
午去尝尝当地的特
色食物吧，价廉而
物美。于是去了一
条偏僻小街上一个
简陋而狭窄的饭
店。文友说，这里
是品尝“五道黑”的
好地方。“五道黑”，
是怎样霸气而特征
鲜明的鱼，竟然有
这样的称呼，我充
满了好奇。文友又
说，你吃了，一定难
忘。我看了餐厅玻
璃水缸里的各种
鱼，竟然没找到“五道黑”
的身影。文友说，“五道
黑”比较稀罕，可能饭店把
它放在厨房里了。果然，
厨房里有“五道黑”。
在品尝了一些开胃菜

后，总算等到“五道黑”。
那是一盆清蒸鱼，鱼呈椭

圆形，体侧稍扁，肉体丰
厚，头小身宽。光溜溜的鱼
身上真有深黑色的横斑
纹。我特别留心，竟有七
条，粗细长短不一，这在棕
褐色的肉身中显得清晰突
出，其腹部却是白色的。
清蒸之后，肉质非常细腻
嫩滑，在孜然香味的伴随
下特别鲜香。我品尝了一

口又一口。我们点
的这条“五道黑”约
一斤。据说大些的
也不过一斤七八
两。这些鱼来自新
疆的内河额尔齐斯
河，生长比较缓
慢。它们在植物丛
生的河流中繁殖生
长，以食浮游生物
和小型鱼类为主，
繁殖力比较强。这
些年，新疆的一些
河流、湖泊都养殖
了这种鱼。“五道
黑”很快只剩残骨

碎刺了。服务员又端上一
盘红烧的，与南方浓油赤
酱的有得一拼，还加了不
少胡椒、花椒、红尖椒，虽
然辣了些，但肥美之味一
直在舌尖飞扬。
我后来在博斯腾湖也

品尝到了这种鱼。那次是

烧烤的，在红柳木的熏烤
下，鱼香弥漫，十分诱人。
不过，我以为这种鱼清蒸
应该是最有味的。
我曾专门了解，“五道

黑”学名赤鲈鱼，归类于冷
水鱼，算得上是一道名吃。
在新疆，各类清真美

食没少吃。到乌鲁木齐，
一位维吾尔族兄弟特邀我
们去街市品尝小吃。
小车驶入一条并不宽

阔，但干净幽静的马路。
维吾尔族兄弟说，到了，米
拉吉。店招上的“米拉吉”
几个字简单大方。
眼前的建筑颇具民
族特色，外墙花纹
凹凸，线条柔和，色
彩清爽而亮丽。进
得屋内，雕梁画栋，维吾尔
族人喜欢的各类花卉，尤
以纯净的玫瑰花为主，图
案纷呈。喀什民居、维吾
尔族老汉、湖泊舟楫等油
画，也布设得恰到好处。
土陶古玩陈列在柜架和墙
洞内，浓重的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这当是品享美食
的好地方呀。坐定后，先
上的是一杯红茶加热蜂蜜
和黑加仑，馨香甜爽。在
秋燥时节，正合吾意。上
桌的第一道美食竟是金黄
色的原始抓饭，米粒清晰，
油光锃亮，味道十分爽
口。我吃得舍不得落下一
粒米和肉。后来上的是皇

帝粥，用黑色的木耳片、玲
珑的绿豆等五谷杂粮慢
火熬煮而成，是色彩和营
养俱佳的美味，真是令人
垂涎。
又上了一个叫优步旦

的点心，名称让在座之人
都非常好奇。一经细品，
才知是白玉米粉和白面粉
相揉而成。关键是佐以鲜
美的羊肉汤，成了绝配。
另一道点心是曲曲尔，我
之前便知道，类似我们南
方的馄饨。我们吃的曲曲
尔的皮是用包谷面制成

的，也是美味。
随之，架子烤

羊肉上来了。我
怕上火，未动筷。
维吾尔族兄弟说，

这个味道不一般，不吃太
可惜。于是扯下一大块送
到嘴里，真是香脆鲜润，没
有一丝膻味，狼吞虎咽般
就把这块羊肉解决入肚
了。据说这种架子肉是置
于坑内烤的，味入肉内，鲜
美就不一般了，而且肉质
也上乘。维吾尔族兄弟当
场演示，沾了一点肥膘，两
手一抹，亮开手掌，油腻不
在，都渗进皮肤里了。他

说，这就是上乘的好肉
了。这家美食店特别注重
肉种，自产放养的牛、羊，
精心饲养，只供应自家店
用，那自然就更不一般了。
维吾尔族兄弟热情，

又坚持上了鸽子汤、薄皮
包子。最后是水果，都是
新疆秋季收获的佳果：无
花果、葡萄、哈密瓜，都品
尝了一点，感觉肚腹都撑
不住了。
前不久，听说新疆的

三文鱼鲜嫩无比，尝过的
人说其滋味胜过挪威的，
还出口不少。另外在盐碱
地还养殖了大量的鱼，也
不逊于大洋里的鱼。秋
天，尤其物产丰富，应有尽
有，又是观赏金湖杨的好
季节，景色无比优美。这
是新疆人的福分，也是国
人的福分。赏秋景和饕餮
美食大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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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心脏地带，矗立
着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医院——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而我作为
仁济医院消化科的一名年轻医生，站在前辈
们的肩膀上，感受着这份厚重的历史与责
任，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与敬仰。
记得刚踏入仁济医院的大门时，我还是

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医学生。令我
震撼的就是消化科那厚重的历史与辉煌成
就。在科室的荣誉墙上，我看到江绍基院士
的照片，这位中国消化病学科的奠基人之
一，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江
绍基院士不仅是仁济医院消化科的骄傲，更
是中国消化病领域的泰斗。20世纪40年
代，血吸虫病肆虐，感染人数众多，江绍基院
士等前辈作为血防指导专家工作在血防第
一线，不畏艰难，深入疫区，与病魔进行了一
场又一场的殊死搏斗，不仅提出了至今仍在
医学界影响深远的血吸虫病防治方案，还通
过大量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为血吸虫病的
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当我凝视
着江绍基院士的照片，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
言喻的敬仰之情。后来，为进一步巩固血防
工作中的仁济经验和成果，上海第二医学院
于1964年5月成立了血吸虫病研究室，即如
今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的前身，目前已经
成了国内消化内科主要的医疗、科研和教学
基地之一。
纵观数十年来消化所的全部研究均以

临床问题为导向，以患者的急难愁盼为起
点，在明确机制和标志物或者防治靶点的基
础上，最终回归临床应用。当时的学科带头
人江绍基院士、萧树东教授早期的主要研究
方向是最常见的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
发病机理以及胃癌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
疗。消化所在幽门螺杆菌流行病学、基因多
态性与致病性关系、致病机制、耐药机制及
对策和疫苗等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消化所还率先发现叶酸可以治疗慢性
萎缩性胃炎、大肠腺瘤这两种被公认是胃
癌、大肠癌癌前病变的疾病，从而为消化道
肿瘤防治提出了新的诊疗思路和高效安全
的方案，并在临床工作中向全国积极推广。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被写进论文发表于多个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更为国内数十家医院所
推广应用，还被写入多个指南和共识，并被
写入全国高等院校医学统编教材，多次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消化所在乙
肝、自身免疫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等慢性肝病的研究中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突
破，不仅在国际上首次建立并验证判断“有
无明显纤维化”的非创诊断预测模型，填补
国内外空白，还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抗病毒药

物对组织学肝纤维化改善、阻止疾病进展的
循证医学证据，并提出优化治疗策略，出版
了国内首部《自身免疫性肝病基础与临床》
等专著。随着对仁济医院消化科历史的深
入了解，我逐渐明白了这份敬仰的源泉。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
如今的现代化医院，仁济医院消化科始终走
在医学的前沿，不断攻克一个个难题。
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深感责任重

大。江绍基、萧树东等医学先贤们克服万
难，带领仁济消化团队不断攀登医学高峰，
创造历史。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
前辈们留下的仁心仁术的美德，沐浴着仁济
温和、谦卑、从容、大气的文化底蕴。我们应
当传承和弘扬百年仁济的实干精神，努力在
医教研等各方面工作中取得佳绩。我们应
以先辈们为榜样，勇闯医学未知地带，将仁
术济世的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作为仁
济消化的一名青年医生，我深知自己不仅要
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和精湛医术，
更要勇于创新，用理想、热爱、智慧、奋斗和
担当积蓄传承的力量，勇挑医疗重担，为无
数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为了我们共同的消化
病学事业砥砺前行！

周澄蓓

传承与使命的力量

她微微笑了，想
起了自己在仁济医院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日
子。请看明日本栏。

我是通过苗族妇女罗大妹认识她丈夫王学斌的。
罗大妹和我老伴时常聊天，就在这随意的聊天中，

罗大妹显露出对农家的牛特别熟悉，我夫人不由得问
她，你怎么会对大水牛这么知根知底的？
罗大妹笑了，说她的丈夫王学斌，深谙喂牛之道，

是个专业的斗牛汉子。她热情地发出邀请，请我们老
两口去她家玩。顺便看一看高坡苗寨上的斗牛场，还
有她家喂养的大牯牛。
原本我就对苗族的斗牛感兴趣，一直想有个机会，

深入地采访一下斗牛这个在苗乡普遍的活动，于是就去
罗大妹家做了几回客。由此也认识了她的丈夫王学斌。
王学斌是个苗家中年汉子，个头不高，话也不多。

在他家坐下来，跟着他分别走到几个牛圈里，看他喂养
的几头斗牛，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给我的印象是
他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的。
可是一到了斗牛场上，他就变了一个人，显得生龙

活虎，话语也多起来。他喂养斗牛的伙伴，几乎都听他
的，喂养的斗牛由他牵着，走进斗牛场。斗牛发起威，
奋勇地扑向对方的牛，他就在斗牛场的一边，仔细地察
看着。有时候还蹲下身子，观察着斗牛的四蹄。
一场下来，牛斗赢了，他赶紧走上前去，牵起大汗

淋漓的斗牛，走出斗牛场，顺手亲昵地抚摸着汗淋淋的
牛身子，似提醒般对朋友道，“水”。牛的主人这会儿就
像得到命令一般，招呼提着水桶、拿着矿泉水的伙伴，
赶紧洗刷斗牛身子，让斗牛咀嚼着喝水。
我在一边看得分明，这一阵儿，王学斌仿佛和他的

朋友换了身份，好像他才是真正的牛的主人，而朋友不
过是个看斗牛的客人。
事后，我问王学斌，朋友掏几万块钱买来斗牛，怎

么完全交给你牵到赛场上斗。
王学斌道：朋友只是喜欢牛，巴望自己的牛夺得冠

军，出人头地，扬眉吐气，在苗乡里有个好名声。但他
并不真正懂得斗牛的性子和脾气，托到了我，我当然得
尽心尽力地帮他。

2024年春节期间，王学斌帮助朋友的斗牛夺得了
全场的第二名。这头牛真的是斗疯了，在把对手斗得
落荒而逃时，还在场中央旋转着牛身子寻找对象，恰好
王学斌上前去牵牛鼻绳，斗牛一抵脑壳，迎面把王学斌
撞倒在地，从王学斌胸膛上踩了一蹄，随后直追那头被
它斗败的牛而去。
我在观礼台上看得分明，王学斌翻身而起，死死地

拽住了牛鼻绳，把斗红了眼的牛拉了回来。边上几位
助手，套住了斗牛的前后蹄，这才把斗牛制服。

站在我身旁观看斗牛
的罗大妹长长地吁出一
口气说：“哎呀！把我都
吓到了。”罗大妹女儿也
说：“好凶险，好凶险！”
提笔写这篇小文时，

我老伴给罗大妹发去微
信，询问胸膛被牛踏了一
蹄的王学斌，伤势怎么样
了？罗大妹当即发过来一
个笑脸，说：“谢谢叶老师，
没啥，只是擦破点皮。他
正在喂斗牛哩。”

叶 辛

斗牛苗汉子王学斌

长乐未央
（篆刻）曹醒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