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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病了，牵动一座小城的心；一个医生
走了，这方土地为他而悲恸。那些曾经被他抢
救的无数生命，那些因他妙手仁心而转危为安
的生命，此刻正因他而泣血、流泪、伤痛……

癌症来袭

2017 年 5 月 13 日，周末，一个很平常的日
子，冲开晨雾的那轮血红太阳照例挂在郏县人
民医院门诊楼前高大的梧桐树上。

上午9点多，躺在内一科CCU病室的一个病
人，突然奇迹般地对床前的妻子说：“给我拿纸！”

病人十多天来滴水不进，长时间处于间断
意识模糊状态。这是在说梦话吧？妻子不解地
问：“要纸弄啥？”

“开处方！”
妻子随手把床头的一把梳子递给他。病人

艰难地睁眼一看，发火了：“快点，给我笔，患者
等着哩！”

泪水已近干涸的妻子，此时理解了终生痴
迷于为病人看病、开方的男人。发抖的双手将
他扶起，用肩膀扛住他瘫软的病体，右手递上几
天来没曾用过的笔和床头柜上的输液记录卡。
病人的双眼艰难地环视一下房间，似在调整自
己的情绪，把笔在有茧的食拇指间习惯性转动
一圈后，全神贯注地在输液记录卡的背面，一笔
两笔，一画两画，一个圈连着一个圈，一个弯勾
着另一个弯，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艰难地
过去了，他好像要用尽终生之力，为病人开出一
个百病皆治的处方……

妻子咬着嘴唇含着泪看着心爱的人写好处
方，并用最后一点点力气签上了名字。平时他
给病人开过处方后，总是要认真交代用药方法
和注意事项，而今天他没有，把处方交给妻子
后，再次陷入昏迷状态。妻子拿着天书一样的
处方，终于忍不住连日来填满心中的痛，失声大
哭！闻声赶来的医生、护士看着无法读懂的处
方无不热泪飞溅，病房内泣声一片。

这个开处方的危重病人叫刘现义，是这个
科室的主任兼郏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2017年正月初七，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河面
的冰层未消，冷风依旧呼啸。今年的初七恰逢
立春节气，中原大地春节仍在持续，舞狮看戏，
走亲访友，人们享受着太平盛世的幸福和吉祥。

郏县人民医院少有的清静，就是平时排队
抢号的内一科，今天病人也没几个。刘现义把
几个病人看完，又安排一位胆囊结石患者手术
后，来到CT室落实过节期间对家人的承诺：做
肠胃检查。

刘现义肠胃不舒服有一段时间了。去年11
月开始，不断地拉肚子，春节期间明显感到胃部
难受，全家人欢欢喜喜过大年，他把难受埋在肚
里。细心的妻子看出他的不舒服，初五那天向
他发了脾气：“你光记着病人，就不想想自己，没
有好身体今后还咋给人家看病？”

妻子的话犹如当面一记重拳，令他心里猛然
一惊。是呀！没有好身体今后还咋给病人看病！

9 点多刘现义趁空来到 CT 室。看到主任
来了，值班的小伙子一边问候，一边麻利地操作
仪器。几分钟过去，检查结束了。医生的敏感
告诉刘现义，自己的身体可能出了问题。一再追
问，小伙子才谨慎地说：“好像有点不正常。等会
儿片子出来给您送过去。刘主任您先去忙吧！”

岂止是有点不正常，在 CT室工作多年，小
伙子已看出他的胃部有不小的异常，送走刘现
义后便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室主任，主任立即
报告院领导，院领导得知情况后通知刘现义，胃
部有异常，立即做胃镜检查。

胃镜检查结果很快出来，发现胃腔内有肿块
隆起。医院几位领导立即决定，由病理室主任带
病理切片赴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做病理分
型化验。三个小时后，刘现义被确诊为胃腺癌。

腺癌，为涎腺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医学
观测表明，腺癌占涎腺上皮性肿瘤的10％左右，
属于恶性肿瘤中恶性程度较高的一种。院领导
商议后决定第二天到省会医院进一步诊断，希
望这个诊断结果是错误的。

去省会医院会诊，刘现义不得不临时放弃
手头的工作。当天下午，他先到病房，查看了病

人的情形。吃过晚饭后，又叫来外出刚刚返回
的科室副主任万应杰：“老万，我不能瞒你，我得
了癌症，明天去郑州检查，科室的工作你负责抓
好。对外就说我因事请假，患者有急事可以打
电话找我。”

刘现义说这话时眼眶有点红，但并没有胆
怯和沮丧。万应杰听闻头皮发麻，语音颤抖：

“刘主任你不会是癌症！我明天陪你去检查。”
“我不能坐诊要影响工作，你再走了病人怎

么办！”
2 月 5 日，星期天，一夜未眠的院长李亚辉

利用各种关系，请到省人民医院几位专家，经过
会诊形成一致意见：刘现义系腺癌病变，癌细胞
已经转移至腹腔。

2月6日，省肿瘤医院谨慎地提出了治疗方
案：因患者已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做一个周期的
化疗后，根据化疗效果再确定是否手术。

失去最佳治疗时机的恶性肿瘤，一个周期的
化疗再有转机可能？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治病救人

2月6日，刘现义在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开
始了第一次化疗。化疗前他对随行陪护人员
交代：手机不要关掉。

躺在病床上输液化疗的刘现义通过手机继
续“坐诊”。据其外甥冯晓刚说，化疗当天至少
接三十多个电话，部分是朋友同事关心询问，一
多半是患者求医问诊。同事、朋友的来电他回
答得很轻松：“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回去了。”患
者寻医问诊的电话，每一个都重要，个个他都细
细地听、细细地说……

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第三天刘现义的手
机被强行关机。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探视
的人一个接一个。同室病友有点不解，问刘现
义的爱人：“你当家的是个什么干部？”

“他什么干部都不是，是个医生。”
让病友没想到的是，这个医生是远近闻名

的“神医”。
“神医”，是民间对理想化医生的尊称，是文

学作品中塑造的虚幻人物，而刘现义在郏县人
的心目中则是实实在在的“神医”。

李先生在郏县县委统战部工作，5年前，吃
饭时常感觉食管灼疼，用了半个月的消炎药，症
状依旧不见好转，怀疑得了食管癌。到市医院
进行切片化验排除了癌症，按食管溃疡治疗近
一个月不见效，又到省医院找专家诊断，吃一星
期药后出现进食困难。在平顶山又住院 20 多
天，病情发展到水米不进、唾液难咽，体重80公
斤的小伙一下瘦到 55 公斤，不成人形，生命垂
危。一个周三的下午，院方通知终止治疗。全
家无奈，通过熟人帮忙联系北京协和医院，就在
此时，有人推荐县人民医院的刘现义。

省市医院治不了的危重病人，县医院能治
疗吗？病急乱投医，试试吧！

刘现义经过诊断，确诊其患的是贝赫切特
综合征，也称白塞病，五年前他曾治疗过一例。
刘现义当即向病人家属表示：让我冲击三天，不
行你们就去北京。

李先生周四上午入院，中午开始用药，下午
可以少量进水，三天后可以喝稀饭，一周后想吃
咸的喝香的，半个月后痊愈出院。

郏县财政局退休干部老李的母亲，60岁那
年，一天吃晚饭时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老李以稍
知医术的敏感，发现母亲心律不齐而且迅速加
重，遂立即拨打 120，并打电话向住在附近的刘
现义求援。刘现义放下饭碗跑步赶到，病人已
停止呼吸，他立即实施人工呼吸，同时指挥赶来
的急救医生使用救心针，第一针扎进去后，第二
针找不到血管，他大胆提出只要扎进皮肤里就
行，可以多扎两针。刘现义跪着为患者做心脏
复苏术，九分钟后仍不见有生命迹象出现，赶来
的其他医生和家人都认为没有希望了，但刘现
义仍不放弃，到十二分钟时，病人呼出了第一口
气，奇迹出现了！心脏停搏十二分钟又恢复跳
动，刘现义创造了全国县级医院抢救心脏停搏
的奇迹！李老太太遭此大难后又幸福地生活了
20多年，逢人便说：是现义帮我拾了一条命。

…… ……

吃苦长大

第一个疗程的化疗结束。作为一名医生，
刘现义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长年累月和病人
接触，也让他看淡了生死。刘现义没有被病魔
击倒，他要求上班坐诊。

医院领导、妻子、儿子、儿媳近乎乞求的解
劝，才让他答应在家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六点多钟，是晨起散步的时
间，当刘现义打开门时，门口已聚了七八个人，
有朋友、同事，当然也有来找他看病的。上午情
形如初，家门外站立一群人，找上门看病的占多
数。一个一个请到客厅，把脉问诊、开处方，一
个一个再送出门外。每送走一个病人，刘现义
脸上就多一分轻松，多一层喜悦。

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更
严重。院长李亚辉安排医院科室人员到家门
口挡驾劝解，但门口的病人依旧不见少。为了
保证刘现义能实实在在休息几天，在医院领导
和朋友的安排下，刘现义被悄悄转移到平顶山
新城区，但他有一个条件——不关手机，保持
与患者的联系，“我是个医生，不能让病人找不
到我”。

刘现义是郏县长桥镇刘楼村人。爷爷 40
岁那年，因急病去世。他四岁时，39岁的父亲患
气管炎去平顶山看病，不明不白地死在医院
里。父亲意外离世，母亲精神失常，把两个不懂
事的小儿子送人后离家出走，60多岁的奶奶带
着他和姐姐相依为命，那日子犹如苦胆煮黄
连。自懂事起，刘现义就抱定从医志愿，高考报
志愿时，作为一名选择空间很大的优等生，他毅
然决然地报考了开封医专。1983 年毕业分配
时，又选择了回原籍，被分配到李口乡卫生院工
作，踏上了他朝思暮想的从医之路。

有次闲聊时，刘现义问万应杰，你吃过糠没
有？我吃过。

吃糠咽菜，那是对艰苦生活的一种形容和
概括，现实生活中，人吃糠是不可思议的事。而
刘现义吃过，并且还不是一次。万应杰从吃糠
的生活中读懂刘现义为人处事的坚守和对生命
的无上尊重。

李口镇，谋圣张良出生的地方。位于平顶
山北坡，是郏县的一个中等山区乡镇。刘现义
报到上班时，卫生院一共 9 个人，只有血压计、
体温计、压舌板“三大件”器械。按一个乡镇卫
生院的标准来衡量，缺了不少教科书上讲到的
设备、器械，然而不缺的是热血青年热爱卫生事
业的热情和钻研精神。

有人说，人生取得成就一般有两种类型，一
是先天优质基因遗传，二是后天勤奋学习实
践。刘现义属于后者。

到乡卫生院工作，对于简陋的条件，刘现义
没觉得有什么不足。从小在苦水中泡大的人，
对给予的一切不会有不满足的意识，唯不满足
的是自身知识的不足和经验的欠缺。虽不能
学古人悬壶济世，成当代杏林妙手，但必须成
为一名合格、优秀的医生。这是刘现义给奶奶
的承诺。

哈佛大学有一个著名理论：“人的差别在于
业余时间，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 8 点到
10点之间。”刘现义好买书、爱看书，全医院的人
都知道。他晚上熬夜读书学习的习惯，李口的
不少百姓都清楚。凡是深更半夜有病人找刘现
义看急诊，门卫不加思索地回答：还亮着灯的就
是他的房间。

就学读书是开启事业之门的钥匙，而从业
后的钻研学习则是干好事业的必备素质。

作为卫生院的骨干，刘现义白天坐诊看病，
晚上整理当天接诊的笔记，特别对那些危重病
人、疑难杂症以及所学专
业以外的诊断治疗，一个
个认真地梳理、分析。看
一例病人斩一分收获，是
刘现义对自己的要求。
十年间，记了二十几本诊
断笔记；十年间，他用一
块块实践的砖石，砌起全
科医生的知识大厦。

患者至上

1993年初，郏县县委为改变县人民医院的
被动局面，决定在全县招贤纳士，公选院长。公
选文件规定，新当选院长允许在全县选调医疗
人才。院长边安生一上任就在全县挑选内科主
任，首选的就是被李口人称为“神医”的刘现义。

1993年3月，刘现义调到县医院工作，临走
时闻声而来的群众把乡卫生院的大门围得水泄
不通。有位老太太眼含热泪拉着刘现义的手：

“刘大夫，你走了俺今后看病找谁？”
“到城里找我。只要是李口的，不论啥时候

我都等着。”
一语相诺，刘现义一直信守到生命的尽头。
2 月 26 日，刘现义开始第二次化疗。第一

次化疗没有反应，已将刘现义的病情判为死缓，
生命进入倒计时。一周时间他想了很多很多，
曾有几次向好友姜鹏亮表达心情：“毕业从医30
多年，自我感觉可以用我成熟的经验为群众、为
社会作些贡献时，却患了这种不治之症，不能再
为人们看病治病是我最大的遗憾。我还有两个
月的时间，不能死在病房里，活一天就要给患者
看一天病，能多看一个病人，就会减少一分遗憾
和痛苦……”

3月9日8点，第二次化疗结束的次日上午，
刘现义又回到了他魂牵梦绕、须臾不愿离开的
工作岗位——县人民医院内一科。

查过病房，会了诊，刘现义来到前院门诊楼
时，一楼至二楼的楼梯内像集市一般人头攒
动。不知谁喊了一声：“刘主任来了！”

像平地大风骤起，拥挤的人群转身张望，自
觉让开一条路。刘现义保持着惯常的微笑，边
走边左右环顾点头问候。走进离开十多天的诊
室，刘现义举目四望，好像给久违的诊室问好，
然后坐下，从容取出处方笺、听诊器，招呼坐在
眼前的病人。

刘现义诊室前的候诊长队，是县人民医院
的一道风景线。

由于慕名而来的诊疗者太多，所以规定每
天限挂70个号。挤在门口的人群中，有的是老
患者，已多次找过刘现义，认为是老熟人不想排
队；李口来的患者自恃“刘现义大夫是俺那儿的
人”，要求先进去；还有那些公职人员、企业老
板、大忙人，等不及；更有重病者不想等，诊室门
口吵吵嚷嚷、哭哭啼啼。

中午 12 点到了，上午挂号病人看完了，门
外还有几个，要么是病急心急，要么是熟人朋
友，要么是路远农忙不想等。继续看！病人事
大，吃饭事小，大不了到门口小摊上凑合一下。

下午下班刚到家，又有人找，那就再折返回
去。不能让一个来者失望，不能让一个患者伤心。

“限号 70 个”，只是个原则限制，限号以外
的病人有多少，没人清楚。有人粗略地算了一
笔账：自刘现义调入县人民医院 24 年时间内，
每周按他习惯的 6 个工作日计算，除查房会诊
以外，每天平均诊断患者80人以上。

信任度与诊疗数绝对成正比。
今天的患者他注定看不完。
诊室门前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来看看他

们心中的“神医”身体啥样。有的人理智，隔窗
户看几眼，含着泪摇摇头走了。挤不到窗口的
老年人、肢残人，听听助理、护士的介绍也走了，
还有那些感情过于充沛的“患者”，一定要进诊
室见见面。有位李口的老人满眼含泪手拿一张
纸，“我是给刘大夫送偏方的！”

一个人患病，牵动一座小城的心；一个医生
有恙，让一方大地心急不安。那些被刘现义抢
救过的生命，那些由他妙手仁心而转危为安的
生命，因他而泣血、流泪、伤感……

1975年元月，在平顶山市郊区东方红人民公
社（今湛河区北渡镇）工作的我，随着公社部分干
部和各大队的负责同志共 50 多人，到山西省昔
阳县参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租了两辆公
交车和其他几个公社的参观车辆一起浩浩荡荡
地奔赴山西。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车上没有暖气，车又
漏油，因此不能开窗通风，汽油味很浓。那时没
有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也多坑坑洼洼。车行不
久，就有人晕车呕吐。随着车的颠簸，呕吐的人
越来越多，连原本不晕车的人也未能幸免。汽车
不得不走一会儿找个地方停一停，把车厢打扫一
下。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汽车在崎岖的
山路上艰难爬行，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我们才赶
到山西黎城县招待所住下。黎城县号称山西的
东大门，这个山区小县不愧为革命老区，我们到
时招待所的同志早已下班，食堂的师傅也已睡
下，这时又起来给我们熬了香喷喷的小米粥，蒸
了玉米面馒头，配上咸菜。我们一天没吃东西
了，又渴又冷，又饿又累，吃后倒头就睡，连衣服
都懒得脱。由于没有暖气，一个被子难以御寒，

和衣而睡倒还暖和些。
第二天一大早，招待所准备的是小米干饭和

咸菜。别看头天晚上小米稀饭大家吃得津津有
味，小米干饭多数人却吃不惯，胡乱扒拉两口就
上车赶路了。直到晚上才赶到目的地，住在昔阳
县供销社的一个招待所里。

第三天上午，我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
参观者一起，集中在昔阳县拖拉机厂一个大车间
改成的礼堂里，听了当地经验介绍，然后分头到
几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村实
地参观。参观过程中，大家被昔阳人战天斗地改
造自然的精神所震撼。

第四天开始返程，因多数人晕车、呕吐，我
们临时决定坐火车回家。公交车把我们一行送
到阳泉火车站。年关将至，车站人满为患，好不
容易买到了到郑州的站票。火车一到，人们蜂
拥而上，上边的人下不来，下边的人上不去，有
的人干脆从车窗钻进去。这样又挤又推半个多
小时，我们才被人流推上了车。车内早已挤满
了人，过道里、厕所里、两节车厢连接处，甚至座
椅下都躺着人。同行的一位同事说，车开出去

一站多了，他的脚还没着地。我旁边一位农民
模样的乘客，带一口铁锅，只好头顶着，没走多
远，已是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要不是人挨人的
挤着，他早已瘫倒在地。因为是慢车，一站一
停，直到过了石家庄上了京广线往南，车上拥挤
的局面才稍有改观，我们才可以自主地站一站，
或找个地方靠一靠。

就这样，在火车上挤了一整天，也站了一整
天，下午6点多钟才算到了郑州。我们借着昏暗
的灯光，在火车站附近每人吃了一碗面条，碗很
大，每碗才两毛钱。吃完面，要解决住的问题，却
遇到了麻烦。我们身上都没有带介绍信，住招待
所、宾馆是不太可能了，那只好找澡堂了。

好不容易在二七纪念塔附近找到一个澡堂，
还好可以住，但要到澡堂下班，等洗澡的人走完
后才能入住。大家只好在街上转悠到九点多钟，
回到澡堂真如倦鸟投林。幸好水还没放，我们草
草洗个澡，把衣服放在床下小储物箱里倒头就
睡，可直到快入睡才发现那床如躺椅，仰躺尚可，
侧卧感觉老往下滑。几十个人同居一室，鼾声一
片，令我想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成语，

但可能是站了一天太累了，我居然一会儿就睡着
了，还睡得很香。

一觉醒来，又要往家赶。那时从郑州到平顶
山可以坐火车，每天一趟下午发车，要走四个小
时，而坐长途汽车上午就有票，要五个多小时。
为了能早点回家，我们一行人决定坐上午的汽
车。颠簸五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了平顶山，然后坐
公交车到马庄，下车后又步行几公里，回到公社
驻地时已是晚上。大家说，这一次出去了五天，
参观了一天，其余四天在汽车上呕吐、在火车上
拥挤，又是和衣睡、又是住澡堂，真是终生难忘。

此事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可每每想起来仍是
历历在目。现在出行可坐高铁、可乘飞机，高速
公路四通八达。前几年我去山西出差，开车半天
就到了太原。有个朋友说，他们一家春节期间想
吃武汉热干面，开车到漯河，坐高铁一个多小时
到武汉，逛逛街吃过热干面再坐高铁回来，不耽
误吃晚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变
化真是太大了，我们的出行越来越便利了，祝愿
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我曾经遇见过两对父子，深深地感动于
他们之间的亲密相处。

一对是在饭店吃饭时见到的。我比父子
俩到得早一些，两人进饭店刚好坐在我的邻
桌。他们进来之前显然是边走边聊，坐下来
之后，依然进行着旁若无人的交谈。

看长相两个人肯定是父子，但听那说话
的语气又像是朋友。我听两人的谈话内容大
概是给新房买家具的事。儿子带着有些责怪
的语气说：“你这人呀，有些事该商量你不商
量，就拿买沙发的事来说吧，说好了我们大家
看完之后再定的，你却说都没说一声就把沙
发给买回来了，弄得不合大家的眼光，不埋怨
你才怪呢。”只见那位父亲歉意地笑了笑，没
有过多的解释，大概是默认了儿子善意的批
评。接着，两个人又聊起了其他的事情，那种
和谐、那种默契，恰似忘年之交，不能不让人
羡慕和感动。

另一对父子是在晚上散步时见到的。当
时我也在散步，父子俩从我身边走过，都是一
身休闲的打扮。从个头来说，儿子略比父亲
猛一些。我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在行走中，
父亲把胳膊自然地搭在儿子肩上，两个人并
肩而行，边走边聊。那么自然，那么温馨，如
朋似友，那关系就像俩要好的哥们儿。我想，
两个人所谈的一定是关于亲情的话题。记得
朱军曾在采访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时问道：

“您说您曾经无数次梦到过母亲，您想念母亲
最多的是什么？”季老想了想，两眼充满深情
地说：“是母亲对待孩子的体贴、细心。”没等
朱军说话，季老又赘述了几句：“不过，我从来
没有想过我的父亲，也没有梦到过我的父亲，
因为他没有值得我想的地方。”接下来，季老
微笑着对朱军说：“你以后做了父亲，不要让
孩子将来把你给忘记。要跟母亲比一比，多
关心、多爱护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跟你讲心
里话，其实父亲也一样能够做到。”季老的话
值得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人深思。

其实，在许多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我
们耳闻目睹的人和事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场景：父亲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多数扮演着
默默无闻或是被儿女误解的角色，这样的角
色或多或少都会给儿女的健康成长带来些影
响。等到父亲故去，随着生活的沉淀，儿女们
才感悟出父亲那宽厚无私、不善言表的爱，尽
管如此，这依旧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无法弥
补的遗憾和痛苦。

如何表达父爱，是一门学问。有时，父爱
需要润物细无声，给予子女默默的陪伴；有
时，父爱需要春风化雨，表达出来让儿女细细
体味。每一位做父亲的都应该学会把对儿女
的爱释放出来，让儿女在亲情的阳光下健康
成长，也让自己尽享美好的为父之乐。

小时候，姥姥常说：“想吃葵花籽呀，那得
等它的花枯了，背面发了黄。”姥姥的话，我和
哥哥从来都当作耳旁风。我们偷偷把花揪
掉，用手抠里边的籽吃，因此碰掉许多附在花
饼上的毛茸茸的东西。这时，姥姥就会说：

“让你们心急，等着吧，会有你们好吃的。”果
然，待到成熟时，受了伤的葵花饼上结的籽全
是空壳。长大后回忆起这些事还是忍不住
乐，可笑过之后不免想起些什么。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欲速则不达，揠苗助
长……这些无不是因为心急而违反客观规律
导致失败的例子。其实任何人的成功都要从
磨砺、挫折和不断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和经验，
这些不是人生的意外，而是走向成功的必然。

要不心急，就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定力。
工作中，要把各项政策、要求落到实处，转化
为成果，非一日之功。过程中，你必然是寂寞
的、冷清的，如果你心急，就会有放弃的念头
和抄近路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寂寞和成功
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有了在寂寞中的辛勤
苦干、聚力有为，才会有之后的干成事、干大
事。可现实生活中，耐不住寂寞的大有人
在。这些人迫不及待想看到结果，因此便热
衷于搞急功近利的表面文章、热热闹闹的形
式主义、舍本求末的“单项冒尖”，总是把兴
趣、热情和精力集中在费劲小、见效快的“活
路”上。如此种种，经不住名利的诱惑，耐不
住寂寞的清苦，如何能走远路、担大任？

要不心急，就要有输得起的勇气。周恩
来总理曾劝导出师不利的原红一师师长李聚
奎说：“胜不骄败不馁。我们要赢得起，也要
输得起。从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更宝贵。”输
得起是一个有志者走向成功的必备素质。我
们只要干事创业，就必然会经受挫折，有时也
会感到懊恼和灰心丧气，但要明白，正是有了
这一回回的落后和一个个的失败做铺垫，才
使得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近。

要不心急，就要尊重自然规律。哲学家
培根说：“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如
果我们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自食苦果。可
人们往往为了某些利益，去干一些人定胜天
的“大事”，结果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
面对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应当保持随时、随
遇、随喜的心境。当然，这里不是说随大流，
而是顺其自然，不怨怒、不躁进、不过度、不强
求；更不是随便，而是把握机遇，不悲观、不刻
板、不慌乱、不忘形。顺其自然，并不是让我
们消极地去等；顺其自然，是以一种从容淡定
的心态去面对成败。

刻意强求的东西或许终生都得不到，而未
曾期待的灿烂却会在淡泊中不期而至。当别人
成功你却平平的时
候，千万别急，从容
坚定、耐心有力，终
会迎来自己的花期。

妙手仁心刘现义（上）

释放父爱
◎尹红岩

心急行难远
◎范庆杰

一次难忘的出行
◎高德领

◎萧根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