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辉纵论

每个人都应从自身实际出

发，探究存在于生活中的规律，

并使之转化为智慧、提升为能

力。“岁月忽已晚”，我们这些“

30 后”的高龄老人，都有个期

盼：要让自己老而不弱(衰老而

不衰弱)。的确，衰老≠衰弱。

但能做到吗？我想就己身体味

来作答并疏理一下自己探寻新

打开方式的逻辑理路。

这一逻辑理路指向的是为

自己的行为建立起自洽的逻辑，

以获得更自洽的人生。剖析在

我身上曾经出现的日渐衰弱的

状况，我看到原先没有意识到的

存在，看到了自我认知偏差，看

到自身理性和非理性、正变量与

负变量的冲突。我意识到，要有

发自内心的“唤醒”，故而我提出

“唤醒自我驱动”，并视之为逻辑

理路里的关键支点。我警醒到，

自己诸多不理性行为(如长时间

瘫坐着看视频等等)形成负変

量，把身心都朝着衰弱推去。思

来想去，我由“渐悟”到“顿悟”，

开始有认知觉醒的精神自觉。

这种自我驱动的原动力，促使我

从细微、琐碎而具体的“高频小

事”入手，特别是在独处时默默

地“上劲”，多“逼逼”自己、与自

己较劲(这里想提一下，我说的

较劲是在激发内生动力，而不是

那种会诱发精神内耗的“较

劲”)。果真，“衰弱可逆”也在我

身上得到证实。且举一例，从步

态看，经测评，目前我不仅已消

除步幅变小、不见鞋底等衰弱

态，而且以青年人标准步态要求

来检测，我也悉数达标。

我赞同作家鲁敏对构成一

个人的几个方面按重要性作如

此排序：精神、智性、天赋、情

感、肉体。

我 以 为 ，老 年 人 之 间 区

别，究其本质，是认知和思维

的区别。智性参与，其旨归也

在提升自己的思维格局。拿

一个老者关注的数据来说：85

岁以上的人群中，患有认知症

的人数比例超过 30%，面临这

一可怕的、躲不开的挑战，老

年人都不会掉以轻心，我努力

以智性参与来应对：先找出阻

碍智性参与的负性因素，如存

在于自身思维方式中的惰性

及过度的反刍思维等，同时

“移步换‘径’”，找到推进智性

参与的路径，在这当中我把为

俗常生活不断增添新鲜内容

作为切入口。由此从多维度

切入，切入之一是“去体验”。

“体验”是我们一种把握世界

的方式，我们再老也不要把自

己对世界的体验拱手让人。

我只以“体验科技应用场景”

举一例，今年初经学习并通过

考试，我驾控问界M5智驾版，

在市中心马路让车子自动开

了十多分钟。回到车库它也

自动泊车一把到位。智性的

参与让我醒悟到，原来晚年也

还 有 那 么 多 能 去 尝 试 的 东

西。这让我眼界变得开阔了，

对生活也产生了持久的兴趣。

冯嘉元(上海医学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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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我的《青杞》，这是一

部写青春和中医药

的长篇小说。

一味中药，何止

酸苦甘辛，数味并煎，

其味则愈加难辨。诚

如国医大师沈宝藩教

授为本书做序时所

说：“《青杞》是一本以

小说体裁的灵活性和

情节的虚构性来反映

当下中医药思维和诊

疗特点，以中医药内

涵的丰富性和说理的

思辨性来拓展小说边

界和叙述方式的试水

之作。虽为试水，但

仍可圈可点”。

《青杞》以济水中

医药大学为背景，展

示了青年人成长过程

中的经验与教训、获

得与失去、执念与放

下，让人体悟到青春的懵懂与奋

斗的意义。或许天可负人，人可

负人，或许可以情随事迁，但青春

努力奋斗的过程不会，知识不

会。而只有在这样的苦读、苦思、

苦练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在

阅读、临床实践乃至生活中获得

“顿悟”，才有可能在精神、思想、

技术水平上与前贤相参、与名医

大家相遇，不致相去天渊。所谓

“仙人有待乘黄鹤”，即需要在积

累知识、掌握本领、拿到必要资质

和达到必要层级的基础上“等待”

机遇，而这全在乎平时的积累，聚

沙成塔。

写 作《 青 杞 》时 ，正 值

2021-2022年居家期间，我独自住

在大场浦河边一处老房子中，写

作之余或思绪烦乱时，会抽出整

块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书桌上厚

厚的一摞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和明清名医全书大成，让我对古

人眼中的自然、生命、医者、患者、

健康和疾病有了更深一步的认

识，我甚至可以看到远处小河边

海棠花开的地方，茅舍内油灯下

先师们清癯的面庞和桌上泛黄的

纸张。或许在他们用蝇头小楷录

下《竹林寺女科秘传》《秘传证治

要诀及类方》《石室秘录》，并将之

小心放入木匣子藏在梁上的时候

不会想到，这些以秘笈形式在家

族或师徒间传承的理论、方法、经

验和心得，会在千年之后被置于

诸多“异姓”学子案头以供研读。

社会的发展赋予人们新的

经历与感受，新的学习、思考和

表达方式，但这也不可避免地让

人们失去了在某些方面该有的

执着、敬畏和细腻的感知能力。

就中医药来说，我们在读经典

著作时，在体会历代医案时，在临

床使用经方、古方治病时，是否也

应循着在内心重演过去的方法去

理解先贤的意图。先贤所见之病

证与今人所见异同如何，古人所能

接触到的诊疗技术和药物与今天

差异多大？我有意识地把当时阅

读和写作专业书籍过程中的思考、

记录的盈余部分放进一份单独文

档，打印出来，在每次煮饭时就立

在灶台前看几页，修改补充几处。

这样，在书桌上那几百本中医药古

今医籍的滋润下，在厨房袅袅升起

的饭菜香和窗外丝丝飘进的丹桂

甜香中，《青杞》不单饱含了中医的

思辨、中药的芬芳，更带有了不少

生活中的烟火气。

中医药是医者和患者互动

的产物，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尤

其不能不重视社会对中医药知

识的认知。

我们既需要深邃凝练、内涵

丰富的中医药典籍作为中医药

发展的根基，也需要这样的写青

春、写中医药的书来宣传和展示

中医药。如果说前者是中医药

在医药学层面发出的声音，那么

后者则属于这种声音的一个回

响，期待有更多人会循着这“回

响”去寻找声源，进而理解和爱

上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

高振（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

合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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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镇洋溢村承载着深厚的

书院厂文化与百年水乡风情，葡

萄种植是该村独树一帜的特色产

业。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小葡萄，

不仅点缀了这片富饶的土地，更

如同一条幸福的纽带，紧密地将

村民们的甜美生活“串”在一起。

我在村里担任书记助理，向

着“乡村振兴”的目标，“知不足

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

从进村起，我认真学习葡萄种

植相关知识，倾听种植户的困难诉

求，为村子葡萄种植业发展策划了

“寻趣葡萄园”中小学葡萄基地研

学活动。这个活动被立为洋溢村

年度特色党建项目，进一步提高了

生清葡萄的品牌知名度。

去年初，镇上交给我一项任

务，要一年的时间总结洋溢村在

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过程当中的

经验和成果。这对初入职的我来

说，是一道难题，但也是我必须经

历的“破茧成蝶”的过程。这项工

作需要细致地观察与记录村干部

们的日常工作，随时跟进乡村振

兴各项工程的进展，提炼出有洋

溢村特色的而且有示范效应的工

作思路和方法。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我

主动参与各条线工作，携手村干

部们先后多次实地摸排有 117

户区域重点户的房前屋后状况，

登记入档并进行现场整改，把惠

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

群众心坎上。我在工作总结中将

此经验梳理为“3141”党建工作

法：“3”就是三级党员干部齐上

阵，“1”就是一张清单摸到底，“4”

就是四级分兵入户做宣传，而剩

下的“1”就是一户一策一方案，这

个工作法获得了广泛认可。

基层是观察改革开放的重要

窗口，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是中国

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回首毕业一年多的经历，我有幸

学在基层、干在基层、悟在基层，

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思维更加成

熟了心性也比以前更坚韧

未来，我也将时刻牢记初心

和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

时代大潮中奔涌激荡，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汪思余（国务学院2022届选

调生）

心望远山而前行

半落斜阳半掩门，

竹屋卧榻阅经文。

三枝淡雅钻篱进，

一缕幽香已沁魂。

雉鸟抬头飞有意，

池鱼卷尾戏无痕。

春风送曲拂尘梦，

润我凡心醉已昏。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村 居

还记得初中那几年的冬天，

一起床便看到窗外白雾茫茫——

是雾霾又来了。空气质量太差，

伸手不见五指，体育课也全部取

消。我们所有人的正常生活和身

体健康，都受到了雾霾的严重影

响。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环境

问题竟然如此严峻，工业和交通

运输不断发展，带来了便利，也带

来了污染。那片茫茫的大雾，促

使我心里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呢？

上海迅速采取了防治措施，

我在高中就已很少遇到雾霾天

了。但是，那片大雾从未真正消

失，只是暂时离开了我们的眼前。

“全球气候变暖”“碳排放”“极端天

气”等等词汇，不再是一张张天气

预报中热力图的脚注，而是变成了

上海蒸腾的热浪，出现在我们每一

个人的生活中。从那时起，我就开

始持续关注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

了解社会发展、人口增长的现状，

人类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与现有资

源日趋减少、环境保护的矛盾。我

想为解决这一问题尽一点力。

进入复旦后，我顺利分流到

喜欢的化学系，在浓郁的科研氛

围中，我心中的种子发芽了。

然而，真正的研究没有那么

容易。首先，高中的化学教育仅

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大一的我其

实与高中生并没有区别，就算对

答题得心应手，在面对实际操作

时也难免卡壳。试卷里的仪器总

是完美的，药品总是充足的，真

正的实验却总是与千奇百怪的

琐碎难题相伴。科研里的难题

再也没有了对应的标准答案，我

们需要丰富的实验经验与强大的

分析问题的能力，才能在实验室

站稳脚跟。

当时，我几乎做一次实验，就

要问师兄七八个问题，恍然大悟

后也觉得自己幼稚。但实验室就

是最好的课堂，我通过不断提问

和学习，慢慢将考试答题的思路

转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做

实验时就越来越得心应手。

克服了实验操作的“新手

关”，新的难题在等着我——前沿

领域不存在“新手教程”。我只能

通过阅读近期发表的综述来了解

目前领域内的研究现状。阅读全

英文的专业文献，对我来说曾是

“折磨”，看上一两句话，我就要打

开有道查询某个专业词汇的意思。

困难始终存在，但是，通过动

手实践、广泛阅读、高效沟通，我

磨炼了自己的技能和眼光，心中

的梦想小芽向更高的地方生长。

种下一颗种子，用心血浇灌

它、培育它，在挑战和机遇中让它

成长，种子就会结出果实。每当

成果发表，我都会感到由衷的喜

悦，也更想去广袤的知识海洋中

探索，攻克尚未解决的难题。如

今，我在海外求学，继续探索能源

催化的可能性，为实现“碳中和”

之路贡献力量。

为初中时许下的一个愿望，

我正走在奋斗路上。

徐子楷（化学系2023届本科

毕业生）

理想种子已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