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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人间

□陆晓林

大姐叫李兰英，1 9 5 1 年
生人，自小聪明伶俐，二年级
尚 未 读 完 ，就 直 接 跳 入 四 年
级。但是，因为家境困难，读完
初小，她就主动辍学，加入了
生产队挣工分的行列。自此以
后耕地牵牛、送粪赶驴、插秧
割草、上山砍柴成为生活中的
必修课。由于心灵手巧，老实
肯 干 ，很 受 婶 子 大 娘 们 的 喜
欢，大姐很快就被推荐为村里
的“赤脚医生”，从此一干近四
十年，直到躺倒在炕头上。

接受“赤脚医生”培训期
间，只有初小文化的大姐刻苦
学习医术，勤学好问，肯钻研，
受到了老医生李志平、闫先兴
的好评，也因而得到了老医生
的言传身教，医术进步很快。

从此之后，一个红十字的
小药箱陪伴了大姐一生。小药
箱就是个百宝箱，处处体现着
大姐的细致耐心。药箱里分门
别类摆放着很多老病号的常
用药。一个铝盒子，是专门放
在炉子上给医疗器械消毒的。
一沓宣传材料，是对各种注意
事项的提醒和介绍。另外，还
有很多她自己动手制作却很
实用的小器具，经常能够为患
者帮上大忙。

从此，村里的老少爷们再
有点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吃
药打针基本上不用出村了。不
管是阴天下雨还是冰天雪地，
只要有人喊，大姐总是随叫随
到。1 9 9 8 年正月十六，天寒地
冻，空气中还弥漫着鞭炮的味
道。晚上九点光景，大姐家的
木门被敲得山响。已经躺在炕
上的大姐赶忙起身穿衣，打开
大门。原来是村里的李志功，
他的媳妇快要生了。大姐二话
没说，赶紧陪着李志功一家赶
到当时的红沙沟镇人民医院，
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才回
家合了合眼。2 0 0 9 年腊月十
二，村民李本友伤了手，其家
人急匆匆地找来大姐进行包
扎治疗。由于伤势比较严重，
大姐进行了简单处理后，立即
陪着伤者前往镇人民医院做
进一步治疗，在医院里忙前忙
后帮着办理各种手续，一直到
住下院才算放心。

小弟到现在还清楚地记
得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接出
诊 的 大 姐 回 家 的 经 历 。在 村
里，为了方便照顾病人，村民
一般会喊大姐到家里给病人
打针、挂吊瓶。每每此时，两三
瓶点滴下来天色已晚，久等不
归的父母就会喊小弟拿着手
电筒去接大姐。有时候下雨
或者飘雪，天黑路滑，年龄
尚小的小弟担心害怕急于赶
路，往往会摔几个跟头；有时
候黑暗中会猛然跑出来一两
条野狗，把两个人都惊出一身
冷汗；而很多时候，打完针后
很多善良的患者家属会一直
把大姐送回家。

大姐最遗憾的是自己医
术水平还不够高，不能更好为
乡亲服务，为此她不断学习，
弥补不足。有时候遇到急难病
症，大姐一时解决不了，都要
亲自陪病人到县医院及时接
受治疗，这时候，她总不忘
跟专家医生取经，记下病症
和治疗方案，以备后用。大
姐说，庄稼人不容易，能在
基层诊所解决的病就不要往

大医院送。“救护车一响，一头
猪白养”，她最有体会。村里人
都说，生病找兰英治疗放心，
村 里 能 有 这 样 一 位“ 赤 脚 医
生”是福气。

一般小孩都害怕穿白大
褂 的 医 生 ，但 是 大 姐 是 个 例
外，村里的孩子都很喜欢她。
小 孩 吃 药 怕 苦 ，她 就 想 尽 办
法，把药片磨成粉末，再加上
糖调成糖水，一勺一勺地喂；
打针怕疼，她就准备了很多小
玩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村里
很多孩子是在她的陪护下出
生，很多老人也都是在她的照
料下离去。

大姐一辈子热心民间偏
方的搜集和整理。每听说一个
新的方子，她都如获至宝，经
常要赶几十里路登门拜访，
千方百计地讨来进行试验论
证，加以整理归纳。她说，
小偏方也能治大病，最大的
智慧在民间。民间医术一定
得重视，去劣存优，要保护
传承好。甚至有一段时间，
她一度想去学习针灸推拿。
她 觉 得 庄 稼 人 整 天 干 体 力
活，容易伤筋动骨，学点这
样的技术实惠实用。

大姐性格要强追求进步，
村里各项公益活动她都跑在
前头。出义务工、修路、筑坝、
挖河渠，从来不甘落后。后来
大姐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一干近二十年。她刀子嘴豆
腐 心 ， 心 直 口 快 却 善 良 无
私，受到了群众的尊敬。大
家推举她为镇人大代表，大
姐高兴得不得了，觉得是莫大
的信任与荣耀。

我的三个孩子跟大姐感
情很深。每个孩子从出生到
成人她都没少操劳，一有点

儿感冒发烧她比我们做父母
的还着急，总是嫌我们粗心大
意。后来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
学，这一下可把大姐乐坏了，
走到哪里就炫耀到哪里，仿佛
圆了自己的读书梦。孩子读大
学，学费负担很重，也是多亏
了大姐的帮助，孩子们才顺利
完成了学业。每当放假，孩子
们回老家总要最先跑去看
姑姑。

大姐对老人特别孝顺。
父亲病重期间，卧床不起，打
针、喂药，都是她一手忙活，只
要老爷子想吃的东西，她总
会想尽办法做到。母亲心脏
不是很好，大姐提前就给
母亲准备好药，有时家里
做点好吃的总不忘给老
人送。因为有当医生的大姐，
我们兄妹几个省心不少。每念
及此，我常痛哭流涕。

大姐对待亲人和乡亲都
很 热 心 ，唯 独 对 自 己 粗 疏 大
意。她身体高而胖，干农活样
样在行。去年初，她腹部开始
感觉痛，她只是当做普通的胃
病，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在我
们的多次劝说下，她才同意到
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出来，已
经是胃癌晚期。这无疑是晴天
霹雳，大家都很悲伤，一下子
很难接受。大姐却很平静，她
跟 我 们 说 ，她 自 己 是 一 名 医
生，对自己的病很清楚，让大
家不要担心，她会想得开。

得知大姐的病情后，村里
的人都很难过。叔伯兄弟姐妹
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关心。有
的找来稀缺药物，有的打听偏
方，有的送来瓜果蔬菜。全村
老少都来看望，当时在潍坊居
住多年的祖荣大姐听说消息
后，在大姐住院期间天天坚持
给她做饭送饭。这些都使大姐
很宽慰。

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大
姐还坚持为村民看病，村民们
有点小病也还是习惯跑到大
姐家中问诊拿药。村里李成山
大爷生病了，大姐出不去门，
就坚持在家里为他挂吊瓶，其
间陪着大爷聊天拉家常。

化疗期间，大姐依然很淡
定，谈笑自若。每天坚持锻炼，
与病魔作斗争。她还经常下地
干农活，收生姜、剥玉米、摘花
生，自己家干完了，就去帮助
兄弟家、女儿家，有时候累得
饭都不想吃。大家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不停地劝她。可她总
是笑着说，活一天干一天，这
样充实有意义。

农历十月二十四是大姐
的生日。那段时间，她气色特
别好。生日当天，忙于工作没
有赶回来的孩子们早早打来
电话祝她生日快乐，说好元旦
过后就回来看姑姑。大姐高兴
地手舞足蹈跟个孩子一样。然
而生日过后的第三天，大姐的
病情突然加重，最终还是离开
了我们。

大姐出殡那天，村里所有
的 人 都 来 了 。 大 家 唏 嘘 不
已，倍感失落，说从来没有
一 个 人 的 离 去 这 么 牵 动 大
家，说大姐不容易，好人受
了 很 多 苦 ，将 去 天 堂 里 享 清
福，一路会走好。

大姐只是位普通的农村
“赤脚医生”，生于斯，终于斯，
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黄土地，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却永远
留在了乡亲们的心里。

大姐是位
“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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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珍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一
个缩影。家庭和谐了，我们的生
活才可能幸福。父慈母爱是一
种和谐，夫妻恩爱是一种和谐，
婆媳和睦更是一种和谐。

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
统中，“百善孝为先”的伦理观
念最为根深蒂固，孝行孝道的
高低常常标志着一个人道德品
行的高低。儿女孝顺天经地
义，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
化，孝道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
生着变化。如今，中国社会正
处于转型期，传统的三代同堂
乃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已经被
三人的核心小家庭所取代。因
此，从前的齐一化孝道标准已
经难以面对多元化的家庭结构
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每个家
庭都有权利和能力来定义各自
的“孝”，每个人也都应该以自
己的方式理解和践行什么是

“孝”。
为了倡导孝心孝行，为了

展示当代人的孝心孝行，本报
和山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连续四年举办了“孝行齐鲁”征
文活动。其中的孝心故事曾经
催人泪下，也曾经感天动地。
人间有真情，久病床前有孝
子，是一届届征文给读者的启
示和感悟。

面对今年依然以“孝行”为
主题的征文，思虑再三，我们决
定从一个新的角度书写当今的
孝行和孝道。生活在同一个屋
檐下的一家人，贤妻良母好做，
父慈子孝的人家很多，但有一
种特殊的亲情——— 婆媳关系，
既微妙敏感又关系到家庭的幸
福和婚姻的美满。民间有言，儿
孝不如儿媳孝。对于婆媳，从来
有一种“婆媳是天敌”、“婆媳是
冤家”的说法，但社会发展到今
天，物质已经极大丰富，婆媳之
间不再为一根针半碗饭发生冲
突，婆媳之间也越来越平等民
主，年轻的儿媳无需像以前那
样忍辱负重朱颜变白发时，才
能“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获得
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尽管依然
还有《双面胶》中那样的婆媳冲
突，但“媳妇的美好时代”确实
也是充满了人间的家家户户。

因此，当“婆媳好故事”征
文开始以后，果然受到了广大
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婆媳之间
亲密相处甚至患难与共的一个
个“好故事”，连续不断地投到
我们这里。回头梳理这些来稿，

虽是“命题作文”，但真的非常
感谢作者的热心和用心。单看
这些题目就让人感到片片温
情。《家庭里有一种特殊的亲
情》、《吓是亲，骗是爱》、《爱的
无缝对接》、《媳妇做好，婆婆好
做》、《婆婆，下辈子我还做你儿
媳》、《婆婆也是亲妈》……这是
一首首多么美妙动人的家庭旋
律，生活在其中的一家人，是和
谐的也一定是幸福的。夫妻相
爱是一种缘，婆媳相处又何尝
不是一种缘！我们从中看出了
相互珍惜，看出了相互理解，更
看出了相互间的浓浓亲情。

具体到这次的获奖作品，
每一篇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特
别喜欢《家庭里有一种特殊的
亲情》一文，作者把婆媳关系上
升到了人间大爱的层面。作者
承认，婆媳不同于母女，在生活
习惯、思想理念上都可能存在
很大不同。但面对各种差异，作
者能以较高的思想境界，从生
活点滴入手，理解婆婆，包容婆
婆，看对方“没有弱点，只有特
点”，使得婆媳之间真正达到心
灵的沟通、感情的交融。《妈妈
别怕》一文讲述的故事一波三
折，本来，儿媳一直不被婆婆接
受，可是一场飞来横祸，夺去了

“我”的爱人、婆婆的儿子的生
命，使一个家庭几乎陷于崩溃
之中。然而灾难也让婆媳之爱
显得更加高尚感人，更加充满
力量。《爱有多重》把家庭亲情
主题置于国家责任的大背景之
下，刚结婚不久的丈夫在汶川
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牺牲了，
儿媳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努力
照顾好婆婆。为了不让婆婆受
到打击，她模仿丈夫的笔迹给
婆婆写信，又让弟弟模仿丈夫
的声音给婆婆打电话……其品
格，其精神，是那么可贵！最温
馨的一篇当数《儿媳做好，婆婆
好做》，当时一看题目就喜欢上
了，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朴实
的情怀，作为一个女人，上有婆
婆下有儿媳，承上启下，是一个
大家庭的核心和灵魂，但作者
不管对婆婆还是对儿媳，都能
充满爱心，“以女儿的心对待婆
婆，以母亲的心对待儿媳”，从
而使三代人的婆媳关系处理得
和谐而融洽。

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小细
胞，只要每个家庭都和睦了、
融洽了、快乐了，我们的社会
也就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和谐
和健康。此亦为本次征文诉求
之目的。

婆媳好 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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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档案

●姓名：李兰英
●终年： 60 岁
●籍贯：安丘市凌河镇张
家庄子村
●生前身份：乡村医生

第五届“天兴集团杯”
《婆媳好故事》
有奖征文评选揭晓

由齐鲁晚报与山东省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山东邹平天
兴集团联合举办的“孝行齐鲁，
爱在人间”《婆媳好故事》有奖
征文活动，在省内外广大读者
的热情参与下圆满结束。经专
家评委的认真评议，共评出：
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
奖 10 名、优秀奖 50 名。评选结
果如下：

一等奖(2 名)：
《婆婆别怕》王旭
《家庭里有一种特殊的亲

情》金翠华
二等奖(5 名)：

《爱的无缝对接》王晓宇
《爱有多重》陈健
《吓是亲，骗是爱》陶唯倩
《想爱婆婆也容易》刘晓翠
《儿媳做好，婆婆好做》刘

玉环
三等奖(10 名)：

《玉山家的盲道》王新涛
《有妈折腾也是一种幸福》

李海峰

《我给婆婆写家书》吴宝华
《悠悠婆媳情》孟小英
《帮助婆婆圆梦》孟环
《婆婆，下辈子我还做你儿

媳》王瑞红
《爱无语，爱有声》房宽杰
《婆婆要出嫁》卞梦薇
《两个女人的联盟》刘美荣
《花甲媳妇古稀婆》王新会
优秀奖(50 名)：
宋智慧、郭震生、程敏、

平平、荆升文、王新莹、孟迎
新、桑芃、石俊青、刘宗兰、
魏锡静、榕杨、李凯、那琰、
刘青、颜巧霞、孔昭凤、李
欣、王举芳、王敏、江思瑾、
高玉芳、崔红玲、王书阳、周
荣西、张宪云、高培丽、李志
红、赵芳、刘晓玲、曹化君、
过震雷、田莉、王琼华、梁少
英、张一菲、于涛、牛学国、
耿心、王世卢、杨延明、王新
佳、张卫荣、杨君梅、刘巧
荣、郝士锋、肖雨凡、吴惠
敏、王文进、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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