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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晚饭后，55岁的同学老顾难得地和26岁的儿
子，一起去街心花园散步。从他即时上传的朋友圈照片
看，气氛很是和谐。然而走着走着，矛盾就发生了。路边
一个半掀开的井盖里，传出幼猫的叫声。父子俩过去一
看，不太深的干井里，困住了一只小猫崽。

儿子想对猫崽实施营救，老顾不肯。争论了一番，两
人话不投机，不再散步，一起回了家。回家之后，儿子越
想越生气。说下回遇到这种情况，他无论如何要将小猫
救上来，而且要带回家收养；老顾则强硬地认为，流浪猫
属于野生动物，大自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猫崽如果被
困死去，属于自然淘汰，人类完全不应干预……

老顾这套说辞，透着年代感。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
期，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影响。记得上世纪80年代
上初中时，我们班主任杨老师很欣赏古希腊斯巴达城邦
的做法，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时期，体弱多病者会被弃养，
以此保持整个城邦的强大战斗力。

如果放在如今，这种思想在课堂上讲，肯定不合适。
杨老师后来考上了社科类研究生，想必如今思想早已改
变。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位专家说，假如按照斯巴
达的优胜劣汰法则，诸如霍金这样的天才科学家，幼年就
被杀死了。斯巴达昙花一现，并未成为人类发展主流，可
见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现代人类
并未生活在丛林，岂能照搬丛林法则。

除了没有与时俱进，老顾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常有的
思维惯性，喜欢从宏观角度看小问题。从造物主角度看，
万物自生自灭自然没错，可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生物体，从
某种角度看，与猫崽无异，何以要站到大气层之上看世
界？

“我不管什么物竞天择，我只知道我能救它一命。没
有救，我会难过很长时间……”儿子“忤逆”老顾。老顾不
得已搬救兵，请我主持公道。我是看着他儿子长大的，小
伙子对我这个叔叔比较有好感。

“换作是我，见死不救，心里也会不舒服很久。”我
说。老顾措手不及，他以为我铁定站在他这边。

我对他说，活到我们这个岁数，更不应该动辄这个
“法则”、那个“原理”。人生已过大半，凡事求得心安更要
紧。你就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别总用上帝的眼
光看问题。做一个善良的人，才是此生应该达到的“小目
标”。

也许过些日子，老顾家会有一只小动物，是他儿子救
回家的。

大年初一，科里没回家过年的患者中，有
一名外伤伴创伤性气胸的患者给我带来两次

“意外”，让我印象深刻。
这是一名中年女性患者，腊月廿九来院就

诊，初见面时话很少，一直用左手捂着右肩，可
能是疼痛的关系，许多症状都是医生问一句才
简短回答几个字，要不就是眯着两眼不作声。
查阅急诊病历，她是骑电动车摔伤的，初来急
诊时只知是右肩关节脱位，在外院拍了片子，
复位失败了才来我院就诊。

看到她非常痛苦、说几句话都很费力的模
样，职业的敏感性告诉急诊外科医生可能不仅
仅是肩关节脱位，因而完善了胸部CT检查，发
现她还合并有右侧多发性肋骨骨折伴气胸。

我在会诊时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与
她沟通，在明确了骨科医生将会立即带她去手
术室复位后，便更加关心她的胸部症状。

联系手术室的间隙，她儿子拿着CT片和
报告来了。我向其交代了病人目前的情况，特
意强调了创伤性气胸的严重性和后果，强烈建
议患者住院观察治疗。

母子俩迟疑了。其实，我懂他们心里此刻
所想，明天就除夕了，这时候住院，这个年肯定
是过不好了。

“医生，我们能不能除夕和年初一过了再
来住院？”病人的儿子带着商讨的语气问。

“不建议。”我不假思索地回复他，之后便
是病人及家属一段不知所措的沉默。

手术室的工人推着平车来接病人行肩关
节脱位复位术，而直到此时，病人及家属还没
有给我是否愿意住院的准确答复，只见他们的
步伐充满着迷茫，背影里写满了犹豫，我跟上
去再次动员患者住下来观察，并特意与急诊外
科当班医生提到这个病人，希望在复位后想办
法让她住下来。

次日，是除夕，我在查房时很庆幸地看到
了昨天碰到的那名患者，右肩缠绕着绷带，正
闭目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我之前真的担心病
人因为想要回家过年，不顾后果就签字承担所
有后果执意离开。

大年初一，主任和我照例查房，一边向这位
患者传递新年问候，一边看复查结果。气胸较前
有进展，面对这样的结果，主任向患者提起留置
胸管的建议。病人一家子满脸顾忌，新年伊始，
当地人对大年初一在身上动刀是十分忌讳的。

拿着特殊治疗同意书，我一边在床边与病
人家属讲解留置胸管的操作流程和可能发生
的并发症，一边观察他们的表情，我好像看见
他们的大脑此刻正一片空白。

患者的丈夫与儿子听完后表示要先与患
者本人商议。我回到办公室，心想着这一家子
如此难以决定，一定会选择继续吸氧保守治
疗，捱过大年初一，可是，结果恰恰相反。

“医生，我们决定现在做，这时候哪能管那
些忌讳，病情既然已经进展了，拖到明天肯定
对病人不好。就现在做吧，麻烦你了医生。”患
者丈夫说这番话时的语气异常坚定，这让我意
外，更叫我欣慰。

事实上，有些病人确实会古板到分不清主次，
为讲究一些风俗忌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然
而，这位患者及家属的做法改变了我的惯常认知。

窗外，鞭炮声声，我小心划开病人的胸壁，细
心地放好了胸管，病人轻轻咳嗽下，胸瓶里翻滚
的气泡水声，此时此刻比任何声音都要打动我。

2024年央视春晚，一首《健康到到令》歌
曲，让八段锦艺术地呈现在了亿万观众面前。
我观此画面，亲切感油然而生，只因自己练八
段锦已有3年多且尝到了甜头。

八段锦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健身运动，我
早有耳闻，它又被称为“千年长寿操”，想必有
其道理。然而，要能坚持练习，须有内因和外
因共同作用。

2019年冬，我去东北参加活动。那天，我
独自踏上沈阳到长春的火车，走到座位旁，便
如以往乘车那样，右手抓住旅行箱手把，用力
提起，左手往箱底一托，想把箱子放到头顶上
的行李架。不料左肩一阵剧痛袭来，人一个趔
趄，箱子也差点砸到旁人身上。幸亏身边一个
小伙子，一把将箱子接住，然后帮我将其放了
上去。我连声道谢。

也许是我平时不做上举运动，故不知左臂
关节炎症如此严重，已举不到时钟10点钟的
位置。遭遇火车上的那一幕后，我赶紧亡羊补
牢，想早日康复，于是多种治疗方法齐下，又是

“爬树”，又是热敷，但几个月下来见效甚微。
转眼来到2020年。由于疫情，出行受限。

某日，一同事告诉我，他们几人已做了一阵子
八段锦，问我是否参加？想想午饭前那段时
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听着舒
缓的音乐，看着平板电脑上的演示，我跟着学
起来。同事告诉我：不要着急，慢慢上手。我
按照他的指点，在手机上下载了带“呼吸导引”
的视频，这是国家体育总局录制的标准版，晚
上在家里再做一遍。

渐渐地，我跟上了节拍，动作也熟练起
来。只是由于左肩关节疼痛，“两手托天理三
焦”手臂是弯曲的，“调理脾胃须单举”两臂高
度也是参差的。

八段锦柔和缓慢、圆活连贯，松紧结合、动
静相兼。时间不长，一遍只需十二分钟；场地
不大，伸展不过一米见方。几个月坚持做下
来，渐渐养成了习惯，哪一天不做，就觉得缺了
点什么。大约做了半年时间，某天忽然觉得左
手可以向上伸直了，一点也不疼了。我欣喜万
分，那段时间我没做任何医学上的治疗，也未
用其他锻炼方法，可以肯定地说，是八段锦治
愈了我的左臂炎症。

故而，在和亲朋好友聊起健身话题时，我
总是现身说法，极力推荐八段锦，并把相关内
容转发给需要者。过段时间不忘问：“还在坚
持做吗？”对方若摇头，我一笑了之。对方若点
头，我会再推荐央视《健康之路》代金刚博士详
解八段锦要领的视频，这是提高版的要求了。

治愈了炎症，是我坚持之内因；和同事们
一起每天不辍，是我坚持之外因。如今退休
了，就得靠养成的习惯。去年秋高气爽的日
子，在苏州石湖，头顶蓝天白云，面对湖光山
色，我一时兴起，做了一遍八段锦，3个30多岁
的游人站在一旁看着，待我做完便聊了起来，
原来他们都是八段锦的爱好者，其中一个小伙
子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他叹道，做了八段锦，浑
身都是劲，就是一忙起来便顾不得了……

每每忆起这一幕，我想八段锦绝不是老年
人的专属，忙碌的青年人不妨每天也花上12
分钟，做一遍八段锦。正如《健康到到令》中所
唱：“养生秘方不只枸杞和保温杯，阳光比黄金
还贵，出门去晒背，来打个八段锦，气血舒畅美
美美。”似乎，还得加一句“贵在坚持别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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