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敢而高尚的灵魂
——赏读杨晓景长篇小说《奔跑的叶子》

郭愿宏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特鲁多医生碑铭

去年12月的一天，我收到杨晓景新出的
长篇小说《奔跑的叶子》，作家娟秀的签名，
知性不俗的谈吐，书页间散发的淡雅清香，

犹如在严冬欣赏一株凌寒独放的蜡梅，使人
身心平添一股天地间的凛然之气。

这部 69万字、上下两卷的厚重清新之
作，伴我度过了新冠疫情来袭时幽居书宅的
那段特殊时光。自己虽然迟迟未被染“阳”，
却最终未能幸免。在高热剧咳、浑身疼痛难
安之时，唯有此书给我心灵的慰藉、精神的
疗愈。我集中半月时间读完了全书，疫情也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逐渐消散。

这部小说是作者以医者的身份、平民的
视角、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回声、炽热的担当
结晶而成的一部精神自传和心灵史诗。书
中塑造了陈儒生、沈若拙、陈灵均、顾学勤、
齐令晖、周敏慧、江雪等一批鲜活可感的人物
形象。灵魂人物是陈灵均，其他人物都是围
绕他展开的。作者是延安卫校毕业的，当过
护士，有过临床经验，从事过病案管理、卫生
统计、编辑宣传等基础工作，深知医者的酸甜
苦辣，见证了患者的伤痛悲喜，目睹了由医患
矛盾、利益纠葛引起的方方面面。她以孤注
一掷的决心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医疗事业的
发展历程和由此折射出的普罗大众的思想情
感、生存状态进行了一番入情入理的调查、探
究、思索、奔走、书写。我个人以为，这部力作
不但有当代史诗的价值，而且对医疗改革之
深化、医患矛盾之纾解、医学事业之未来、医
者回归本真的反观超越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作者深受中华传统文化、陕北地域文化
的熏陶，有着丰富的医疗专业理论知识和实

践历练，拥有冷静的头脑、缜密的逻辑、燃烧
的激情、勇毅的坚守，使其作品具有一种历史
的纵深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假如隐藏了
作者的姓名，读者也许未必会相信这部作品
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

书中主人公陈灵均这一形象的塑造尤
为成功，倾注了作者的大量心血，寄托了其
高尚医者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找准了时
代的痛感，提炼出理想的亮光。他出身贫
苦，母亲没有奶水，靠米糊救活他的性命。
他从小瘦弱多病，但父亲陈儒生深厚的文化
底蕴，母亲罗雪娥慈爱坚韧的品格，一步步
将其锻造成一个仁爱坚强、光明磊落、聪颖
干练、勇于开拓创新、富有牺牲奉献精神的
良医、智者、硬汉。

陈灵均在卫校上学时已不同于一般学
生，他能正视眼前的困难，又不完全拘于现
实。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强大的精神力
量作支撑。即使在鲜血、脓水、尿液、粪便、
腥臭混杂的环境中也能悟出“越是肮脏的
地方，越需要洁净的灵魂”这样的道理。只
有能将那些看似卑微渺小得不值一提的事
情办好，才有可能接近于道，才有可能担起
泰山一样的重任。陈灵均的这种能力素
质，与他喜爱文学、勤奋读书学习有关。医
学能医治人的生命，文学能医治人的灵魂，
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陈灵均超越一般
人的地方。

工作后的陈灵均并没有觉得自己中专

学历就低人一等，他揣着医者的良知和对生
命的敬畏，用仁心仁术捍卫医道尊严，解除
患者病痛。他从乡镇医院一路稳扎稳打来
到县医院，成为响当当、硬铮铮的业务骨
干。叶知秋院长为减轻县医院的财务负担，
增加整体效益，支持他开办二门诊，实行承
包经营。他带着几个年轻人三拳两脚就打
开一片新天地。二门诊患者云集，业务火
爆，竟让县医院门庭冷落车马稀。院长无奈
之下，只好撤掉二门诊，让他们重新回到县
医院，足见他的经营管理才能。他在唐都医
院脱产进修时急切地学习当时在县医院还
未开展的介入手术技术，敢于和全国心血管
内科领域的权威人士杜格一教授就某患者
的治疗方案“打赌”并最终获胜，让这位知名
专家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为了寻求更适
合自己发展的平台，他毅然放弃县医院科室
主任的待遇，应聘到新安市医院当了普通大
夫，跟随性格耿直、靠业务立身的顾学勤钻
研医术，提升修养境界。其间经受了“潜规
则”的考验，遭受了逐利者的排挤，却始终不
昧医者的良心道义。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看到国家出台
了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后，竟然萌
生出创办一所民营医院的大胆想法。他主
动放弃竞聘市医院心内科主任的机会，筹资
创办了南山医院。如他所说：“没有了人文，
医学便只剩下技术在‘裸奔’；缺失了人文，
再好的医疗技术也往往带着傲慢。”该院将

人文精神融入医院管理，控制医疗成本，节
约患者费用；打破公立医院“以学历代能力，
以职称定收入”的常规，“不给医生定工作任
务，只对其工作质量进行考核”，鼓励员工
读书学习，涵养人文情怀，以更好地实现

“让每位患者看得起病，让每位医生更有尊
严”的目的，使该院成为全国卫生系统民营
企业的典范。当然，南山医院在发展中必
然会经历坎坷风雨，也被患者家属以医疗
事故之名“敲竹杠”，也有居心不良的人蓄
意抹黑恶搞，可对于“真的猛士”、永恒的事
业而言，种种羁绊也许只是几味“麻辣佐
料”而已。

陈灵均是凡人，难免有七情六欲。他与
齐令晖的婚外之恋、惺惺相惜，为作品增添
了新的看点，为质地坚实的作品赋予一抹绚
烂的云霞，写得空灵、唯美、忧伤、痛彻、诗
意。齐令晖的纯真无畏，陈灵均的自我抗
争，一个是“飞浪逐雪”，一个是“落霞涌金”，
但他最终无法割舍家庭，无法割舍善良的妻
子，在艰难抉择、自我超越中让这一爱情之
殇焕发出良知与理性的光辉，象征着圣洁、
坚贞的“彼岸花”花叶永不相见，善良的人们
还将继续在各自的轨道上前行。

陈灵均，多好的名字啊！灵均，是屈原
的字，承载着家国情怀、美善理想、君子风
范、英雄气质，与主人公的秉性天然吻合。
尽管作者笔下还有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但
怎能与他相比，提溜出来也是陪衬罢了。

秋之静美
甄建萍

秋韵如画
高中梅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夏去
秋来，两三场雨就把“秋老虎”给浇蔫
了。夏天的高温已无力肆虐，特别是
清凉的秋雨一降，把满天的空气里里
外外给洗了个遍。多日混浊的闷气，
经这绵绵的秋雨轻轻一洗，一下子清
新起来，吸到口中，咽到肚里，凉爽爽
的，真是舒服极了。

黄叶是秋的使者，是秋带给我们
的一份值得珍惜的礼物。当你漫步在
洒满黄叶的路上时，你是否感受到秋
的寥旷与苍凉？这片片黄叶给现代都
市增添了多少古典浪漫！碧云天，黄
叶地，有如沉寂夜空里的一道闪电，照
亮了多少无尽的才思和灵感！一片黄
叶轻轻地拍一拍你的肩头，然后悠然
落下，在地上发出一声声轻微的嚓嚓
声，这是西风在向你亲切招手。春也
温馨，秋也迷人，眼过长空，风卷落叶，
古道西风，小桥流水，都是秋天里一个
个动人心弦的音符。

仰望苍穹，清凉的空气越发显出
天空的高远深邃。杨树光秃秃的枝丫
清晰地印在天幕上，仿佛一幅挂在天
空的淡雅素描。地上是厚厚的一层落
叶，封藏着对远去的春夏的浓浓留

恋。脚踩上去，软软的，是秋天给我们
的抚摸。树枝上零星的几片树叶，宛
如几个跳动的音符，在风中唱出秋天
的赞歌。

黄色是秋天的肤色，也是最容易
让人产生怀旧与思乡情怀的颜色。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黄色是成熟的颜

色。树叶由最初的鹅黄经过春夏的
成长，变为朝气的嫩绿、蓬勃的墨
绿。秋天，又变成成熟圆满的黄色。
在冷气袭来时，它们毫不犹豫地飘落
下来，堆积在母体的根部，用自己的
身体为母体防寒遮雪，成为母体来年
的养分。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看似

无情的树木却情深义重如人类，用这
种人文的自然现象，展示着秋天的伟
大与深沉。

秋的气质是纯真的，自古以来，秋
天的一切就是明净与纯洁的化身，人
们往往给最美的东西赋予了秋天的特
质。少女的明眸够多情够明亮的了，
就称其秋波；月亮与露水够可爱的了，
但在秋天里，“露似珍珠月似弓”。这
些多变的、给人错觉的精灵，却把它们
最美的一面在人们心目中定格成永
恒。

秋天又是典雅的。她不同于春天
的躁动、夏天的奔放，更不同于冬天的
刻薄。她宛如一位典雅庄重的东方贵
妇，让你在不经意间瞥见她的惊艳，让
你在她的美丽中失魂落魄。一缕清风，
一片红叶，几点寒星，几许秋香，都是那
么具有摄人心魄的震撼力，而这一切，
却是秋天里最自然、最普通的了。

秋天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欣赏
秋天的美，如同手捧一杯香茗，需要
把盏临风的耐性与超脱。因为你面
对的是一首意味深长的诗，又是一声
荡气回肠的曲，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
谜。

白露一过，庄稼地就被露水打湿
了。清晨，行走在棉花地头，看万物在
收获的季节吐露的丰腴，感受着秋之
静美。

在晨曦的光照下，棉花秧苗在秋
风中搔首。棉花还未完全怒放，只有
星星点点的洁白花朵，如一朵朵云团，
绽放在绿海里，将棉花地点缀得耀
目。此时，万绿丛中一点白，色彩虽单
调，却不乏丰收的期盼。

棉花地头，有一片三四亩的土
地。因是盐碱滩，无法种作物，长年荒
芜着。这片土地，虽贫瘠却不寂寞。
那里密密地生长着芦苇。秋天来了，
芦花摇曳，摇成了一片“蒹葭苍苍”的
海洋。

秋风“最是无情”。它吹弯了芦苇
的腰，而芦苇弯曲的腰，从来不是卑微
的，它从来都活得高贵。这片土地，没
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只靠天赐的雨
水，芦苇就活出了自己的品格。风来，
芦苇弯腰；风去，芦苇又挺拔着身躯，坚
韧地直立着。它，不会如竹子般被人赞
美，却有不屈服的品格。

春天，芦苇在泛起的白色盐碱地

里冲破冬的枷锁，发出嫩绿的新
芽；夏天，芦苇在阳光的照耀下，在
雨水的哺育中节节拔高；秋天，芦
苇将美丽的芦花呈现出来。芦花，
就是芦苇对秋最好的奖赏啊！那素
素白白的模样，是新生命的渴望，被
世人传唱。

我想，芦苇的弯腰，是充满智慧
的。它在狂风下弯曲自己，避免折断；
风停了，它又挺拔了身躯。这不正是

“大丈夫能屈能伸”吗？
芦苇不是大丈夫，它却用自己纤

细的身姿，告诉我们这个浅显易懂的
道理。

我站在这片浩荡的芦苇海洋里，
默念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

念到“在水一方”，我不由想起电
视剧《在水一方》里的孤女杜小双，她
坚强地活在尘世的疾风骤雨里。她坚
韧的性格，多像一棵芦苇，在没有任何
养分的情况下，也要活出自己的一片
天空。

芦苇，在秋季的静美，亦被杜小双
演绎出了真谛。在最美的年华，杜小

双与卢友文相遇。爱情是夏季茂密的
芦苇，浓郁而芬芳。尝尽甜蜜后，卢友
文舍弃了杜小双，就如在接近秋的日
子里，爱情逝去，绿色离开芦苇，在秋
天枯黄。

多年后，杜小双并没有因为自己
的成功而舍弃卢友文。她在卢友文
贫困潦倒、褶皱爬满额头时寻到他，
给予他最善良的守候与陪伴。这不
正是芦苇最美的产物——芦花的品
格吗？在秋天，芦花将自己最后的
美丽与善良献给尘世，献给美，献给
最爱的人。

我站在苇海里，想芦苇的品格。
你看，生长于这片贫瘠之地的芦

苇绽放出的芦花，在秋天摇曳得多静
美。我采摘了满满一大把芦花，我要
将芦花插在我的陋室。我相信，我的
陋室会因为芦花的光顾而大放异彩。

静品秋之美好，感悟人生。
如果用人的一生来比喻四季，春

天是少年，夏天是青年，秋天一定是
中年。到了中年，品过生活酸甜苦辣
之况味，一切归于平静。就如这秋
天，在雕刻过沧海桑田的起伏不定，

经历过风雨的凛冽交织，锤炼出硕果
累累。谁说不是呢？人生之秋，虽逐
渐走向衰老，却沉淀出丰收与喜悦，
睿智与从容。

立秋后的某一天，我觉得应该去山林里走走。
上午，车流呼啸，路上的外卖骑手行色匆匆，人们埋头赶路，

所有人都在按既定轨道向前，城市有条不紊地运转。我迫切地
想去一座山，但关于去做什么，心内却完全迷茫。

此时正是一年里最好的时候，炎夏的燥热褪去，秋冬的萧瑟
还只在赶来的路上。山中没有汽笛声，人声也几乎消匿，山很安
然，我被感染着。站在山顶，能清晰望见城市的全部，当下的山
是生命的视野。陕北人都生活在山里，山也曾是生命的阻隔，人
们出山、入山，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来去自由。

走了没多久就觉得累极，坐在一处林荫下的石阶上小憩。
手臂伸向光里，看树叶投射在皮肤之上的琐碎光影，心里装着的
只有唐庚的这句：“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满山的风摇摇晃
晃，时间在这里流动，也在这里静止。一片叶子不偏不倚落在我
身侧，我清晰地看见了它下坠的样子，以及它停在石阶上时的全
部脉络、颜色，因生了虫而留下的小孔，当下心里突然产生一种
强烈的直觉，从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就注定会与它相遇。它经过
了漫长的季节，生长、下坠也都完全是为了与我相遇，我们为彼
此而来。

藏匿在林间各处的蝉鸣声阵阵，因为知晓它们不久后就将
销声匿迹，清脆的声音便带给人无尽的凄厉之感。但它们只是
大声地叫着，躯壳空空如也，自然也生不出喜与悲，所有凄绝、悲
凉不过是人们赋予的定义而已，它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好像就只
是经过这个季节。

总之是山的安然，把时间还给了我。离开时有种告别桃花
源的不舍。我清空了手机中随手拍下的几张照片，一切行走中
的所见只是一种观照，心内有种声音告诉我：“向前走。”秋至、
叶落、蝉死皆是时间发展的必然，当下的悉心感受与对话才成
为了意义。向前走，不必苦恋过往，让世间人人事事物物自然而
然发生。

我想，有时候不是我该去往哪里，而是内心驱使着我向某个
方向行走。山也好，海也罢，在那里，才是我该栖息的目的地。

向前走
刘新月

社址：延安市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8216298 传真：8216222 发行热线：8216261 广告热线：8226222 广告经营许可证：延工商广字 6126004000001 号 全年订价：430.00 元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业务电话：8216292社址：延安市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8216298 传真：8216222 发行热线：8216261 广告热线：8226222 广告经营许可证：延工商广字 6126004000001 号 全年订价：430.00 元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业务电话：8216292

2023年10月15日 星期日责任编辑/刘婧 视觉/杨红亚 组版/景小燕 校对/肖怡甜4 书香延安·时光YUEDU悦读悦读悦读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