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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母亲的爱 意念

诺吉看上去就是一副弱不禁
风的样子。你瞧他，20多岁的小伙
子，却瘦骨嶙峋、双颊深陷、四肢
干枯、胸部狭窄，就像一个遭到了
虫子啮噬的梨。

他练上了气功，要彻底改变
自己的面貌。为了漂亮的佩丽，他
也应该如此。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果然获得功力，甚至可以运用意
念来控制自己的心跳，使之不多
不少保持在每分钟70下。

心脏乃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
诺吉对自己的功夫非常满意：“我
只要长期不懈地保持这样的心率，
就一定能身体健康，青春长驻。”

一天清晨，诺吉呆在屋里，用
意念控制着心跳的频率。突然，从
窗外传来一两声嘹亮的叫声，好
似起床号划破寂静，随即引发了
此起彼伏的争相鸣叫，时而清脆
婉转，时而细细碎碎。诺吉为之吸
引，收住气功，推开窗户，向外张
望，只见一群鸟“呼”地飞散。

这时，诺吉感觉有异，静心体
会一下，发现心脏似乎不跳了。

“跳！”他赶忙用意念命令心
脏。心脏听话地又跳动起来。

兴许是他孱弱的身子招架不
住习习晨风的侵袭，他有点受凉
了，禁不住咳嗽了几声。他忽然意
识到，在他咳嗽的时候，他的心脏
一直都没有跳。他大惊失色———
他的心脏已经习惯了受他的意念
支配，一旦接不到意念的指令，就
会停止跳动。

佩丽来看诺吉了。
诺吉见了她直往后退。这个

女人皮肤白皙、五官俏丽，细长的
眉毛下闪动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
睛，真是楚楚动人。自从诺吉发现
他的心脏没有了意念的驱使就会
停止跳动以来，一直回避着佩丽。

他担心自己经不住她美貌的诱
惑，分了神而一命呜呼。

“你怎么老是躲着我？诺吉，
我爱你。”佩丽说。

哦，天哪，多么可怕的字眼！
她说：“你不能总这样把自己

禁闭在家里。美好的生活正从你
身边逝去，一去不返。”

诺吉皱起眉头。
佩丽含情脉脉地看了他一

眼，然后走进盥洗室。
十分钟之后，她穿着猩红色

的浴衣，浑身散发着香水的气味
走了出来。她贴近他，握住他的
手。“我们谈谈。”她说着坐下，诺
吉紧张地一阵咳嗽。

“跳！跳！跳！”诺吉暗暗命令。
“佩丽……亲爱的，”他说，尽

量不直视她，“我不能……这样做
对我太……太危险了，我非得控
制住不可，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
情。”

“是这样吗？”她靠近他。
“是真的，相信我。”他结结巴

巴地说。
“是吗？亲爱的。”她喃喃细

语。
他想，这女人简直要了他的

命！
“跳！跳！跳！”
这时，诺吉完全崩溃了，在佩

丽那灼人的眸子面前，他的呼吸
变得沉重起来，手忍不住握住佩
丽那柔软的小手。两人发出一声
深深的叹息，紧紧搂抱在一起！

半小时后，诺吉如梦方醒，惊
喜地发现自己还能安然无恙地活
在人世——— 心脏已经在不知不觉
中摆脱了意念的控制，又像从前
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律跳动了。

让意念见鬼去吧！诺吉暗自
思忖。

作者：托马斯·威尔德 翻译：邓笛作者：佩特·莱 翻译：班超

每当我想起克莱拉·哈登一
家，快乐便会溢满心房。

他们家共有五个孩子，我的
好朋友克莱拉是大姐，12岁，她
最小的妹妹才2岁。他们中总有
一个会出这样那样的麻烦，使得
他们家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然
而，我却喜欢喧闹的家庭，因为
每次去他们家，迎接我的总是欢
声笑语。克莱拉的母亲总有时间
陪我们，她可以停下熨烫衣服的
活，帮我们组建一支拉拉队；她
会关上吸尘器，带我们去森林为
科学课作业采集标本。

你不知道你下次去哈登家
时会做些什么，他们的生活充满
了乐趣和无穷无尽的爱！

因此，那天当哈登家的孩子
都红肿着眼睛走下校车时，我知
道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把
克莱拉拉到一边，要她告诉我出
什么事了。她哽咽着说，“妈妈告
诉我们，她患了脑瘤晚期，只能
活几个月。”我和克莱拉走到教
学楼后面，放声哭泣，我们紧握
着彼此的手，不知道该如何阻止
悲痛。

几天后，我才去看望他们。
因为我害怕那使人窒息的悲伤
和忧郁，不敢去。后来是母亲说
服了我，她说，在朋友和家人陷
入悲伤的日子，你不能不闻不
问，所以我去了。但当我走进哈
登家的院子时，从屋内传出来的
竟然是轻快的音乐和笑声！进入
客厅，我看到他们正在玩大富翁
游戏，哈登夫人坐在沙发上，周
围环绕着她的孩子们。每个人都
笑容满面地欢迎我。

克莱拉停止玩游戏，带我去
她的房间聊天。她告诉我，“妈妈
说，我们能给她的最好礼物，是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生活。妈
妈希望她最后的记忆充满欢乐。
我们对妈妈承诺，将会尽最大努
力做到。”

一天，哈登夫人邀请我参加
一个特别活动。当我到她家时，
我发现哈登夫人头上戴着一块
金色的大围巾。她说，由于化疗，
她的头发正在脱落，但她不想戴
假发，而是戴这块漂亮的大围
巾。她把晶莹的珠子、漂亮的饰
物、彩笔和胶水放在桌上，要我
们帮她装饰围巾。我们都兴致勃
勃，把头巾装饰得分外华美、绚
丽。最后，哈登夫人给我们拍了
一张照。照片上，每个人都自豪
地用手指着自己做的装饰。

伤心的日子终于到来，克莱
拉的母亲去世了，在随后的几
周，哈登家笼罩着悲伤。但有一
天，我到学校后，看见克莱拉正
在和同学说话，她兴奋得手舞足
蹈，不时提起她的母亲。原来那
个活泼的克莱拉回来了！当我走
到她身边时，她告诉我发生的
事：上学之前，她帮妹妹穿衣服
时，却在袜子里发现了一张有趣
的纸条，那是她妈妈生前写的。
这让他们感到妈妈还在他
们身边。

那年圣诞节，他们去阁楼取
装饰物品时，又发现了一张妈妈
写的圣诞祝福贺卡。在随后的几
年，妈妈给他们的惊喜一直持
续。克莱拉毕业的那天、她结婚
的那天、她第一个孩子出生那
天，她都收到了母亲的亲笔信。
原来，她母亲生前曾委托朋友，
要在每一个特殊的日子帮她为
孩子们送上离世前写好的信笺，
直到孩子们成年。

哈登先生再婚的那天，一个
朋友带着哈登夫人写给子女的
信出现在婚礼现场。在信里，她
祝丈夫幸福，叮咛她的孩子要用
爱包容继母，因为她相信，他们
的父亲不会选择一个不善良、不
爱他们宝贝孩子的女子。

我常常想，克莱拉的母亲在
写信时一定很快乐——— 想到孩
子们一天天长大、想到他们收到
信时的惊喜，她怎能不开心？她
也一定很痛苦——— 病痛、离开深
爱的家人的苦闷、不能亲眼见证
孩子长大的遗憾。然而，她却把
所有的情感化作对孩子的祝福，
在她逝去后，她的爱一直陪伴着
她的孩子，醇厚、绵长、芬芳。

错 了

就 改
●2月14日A2版《iPad

下架潮暂未波及济南》倒数
第三行：“深圳高院正在审理
中的iPad是否侵权案也将二
审”，“深圳高院”应为“深圳
中院”。

●2月14日A13版《奔波
三月，海归硕士没找到活》第
二段：“他又考入了位于日本
人名古屋爱知县的爱知工业
大学”，句中“人”字多余应删
除。

●2月17日A12版《外甥
绑架亲姨夫勒索30万》第五
段“2011年春节前”，根据案
情判断，“2011年”应为“2012

年”。
●2月18日A7版《方家

庄村，炼铁作坊仍在生产》第
四段：“2011年钢城区共关停
土小企业 588家，其中钢城
区关停了 2 2 8 家”。前一个

“钢城区”应为“莱芜市”。
●2月18日A15版《武尔

夫犯了六宗“罪”》第四部分：
“还请了基尔肯斯夫人的私
人贷款”，“还请”应为“还
清”。

●2月18日A9版《五名
被拐越南人东营获救》第二
段“江苏滨海市”应为“江苏
滨海县”。

●2月20日A12版《冬泳
队员合力勇救落水老人》第
三栏：“冰又一再蹋下来”，

“蹋下来”应为“塌下来”。
(感谢读者潘京华、朱

永胜、周而复始、靳淑红、陈
立新、糜自超、张召来的批
评指正)

《山东民生白皮书》好

2 月 1 9 日《山东民生白皮
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白皮书”的内容涵盖了经济、文
化、办学、医疗、住房、就业各个领
域，各个篇章、每个部分都是言辞
恳切、数字详实，读来令人鼓舞！
尤其B5版《2700亿民生支出花在
了哪里？》，比较详尽地回答了群
众最为关注的几个方面，释疑解
惑。 读者 张家善

说到底，民生问题是国家治
理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
去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办
好 26件“民生实事”以来，作为
媒体人，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些民
生实事的具体落实情况。采访报
道这些民生实事，可以说我们酝
酿了很久，适逢两会召开，压力之
下我们似乎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找到了突破口，最终以这种“白皮
书”的形式推出来。根据报社领导
的指示安排，每一个编辑记者都
很投入，但心里也免不了有一点
忐忑。政府认可，读者满意，这是
最好的答案。 编辑 高扩

图片给力

2 月 1 7 日头版《四黑哨获
刑》新闻图片，四个获刑黑哨的
头像被粘贴在一个足球上，而这
个足球却被禁锢在铁丝线缠绕
的球门中。这幅图片设计得巧妙
贴切又形象，寓意丰富深刻。让
人看了图片就会自然联想到这
四个黑哨获刑的原因。比语言文
字更直观，更有吸引力，给人留
下很深的印象。 读者 赵连英

“名哨”获刑，是世人关注已
久的焦点，放到封面版上当无争
议。可惜的是，图片虽然不少却
都感觉不很理想，因为毕竟是在
封面版上，对图片的形式和内容
要求都比较严。事实上也是在无
奈中，产生了组合一幅图片的想
法，于是就联手美编，结合“足
球”“四大名哨”“入狱”诸特征，
最终做了这么一张图。读者认
可，这是最好的奖赏。

编辑 高扩

不能穿太多，

走走就出一身汗

这次搜救过程远比预
想的要艰难很多。站在谷底
环视，四面环山，悬崖峭壁，
冰雪覆盖，山坡上没有一条
通路，林林总总的巨石挡在
眼前。因为天冷，岩石上面
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救援
人员即便小心谨慎，却总也
免不了滑倒。

山中虽然零下十几摄氏
度，不少人却穿得很单薄。

“不能穿太多，走走就要出一
身汗。”在武警和消防战士心
中，只有救人，没有自己。

为了争取时间，队伍很
少休息。人们总是在不停地
上山、下山。搜救人员将女
驴友藏身地锁定在无路可
通的山腰或山梁。对救援人
员来说，与其说是爬山，不
如说是攀岩，没有支撑点，
根本爬不上去。只能抓着石
头、树枝所有能抓得住的东
西，一点一点艰难地向上
爬。如果抬头，前面全是脚
下扬起的沙尘。

在一千多米海拔的山
梁上行走，仅有不到半米的
宽度通行，厚厚的树叶遮盖
着地面。人们只能用拐杖不
断试探着，时常会发现，刚
刚要踏过去的“路”，上面树
叶遮盖，底下却是悬空，而
一侧便是悬崖峭壁。

下山远比上山要难得
多，最陡的一个坡接近 7 0

度，很难找到支撑点，一脚

没踩稳便身体失控向山下
滑去。消防八中队的一名小
战士，下山时膝盖磕在石头
上，平地走路都一瘸一拐，
却依旧坚持着，在下山不到
200米的路程，因为体力不
支连摔了两次。

这份坚持，

让人感动

一些消防战士自事件
发生当晚就上山救援。因为
目标定位不准，有的路已经

搜寻了四五遍，但接到命令
后，大家还是义无返顾地再
度上山。仅有的一点希望，
成为每个人坚持的最大动
力。

作为记者，在山上见到
熟悉的面孔，他们虽然不知
道我叫什么名字，却都亲切
地打招呼：“小姑娘，你又来
了，上山注意安全啊。”这一
句简单的问候，却让我很感
动。哪怕是跌倒时的一个搀
扶、体力透支时的一个鼓
励、饥饿时分给的一块干

粮，这都是彼此的温暖。
16日下午一点，搜救的

第四天，似乎找到的希望越
来越小时，忽然发现一名消
防战士一路跑着下坡，好像
是找到了！

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
都像注射了兴奋剂，消防战
士立刻抬上担架往山下奔
去，我们被远远甩在后面。
下坡都是布满树叶的土路，
坡上的树枝成为大家下山
的支撑，大家几乎是一路小
跑着，见着树就抓住，找准
重心就往下冲。密布的枯树
枝打在脸上，用手一拨，摸
到硬刺，针扎一样疼。

跑了一段相当长的距
离，却被前面的悬崖挡住，
冰瀑横亘其间，女驴友在对
面山腰，看得见却过不去。

“强行通过！”接到命
令，十几位消防战士顺着岩
石向下挪动，陡峭的岩石石
壁光滑，一脚踩空便会摔落
谷底。在这样的天险面前，
十几位战士没有一个退缩，
不久便赶到事发地点。

事件以一个悲伤的结
局戛然而止，作为记者，在
直播报道的同时，我们也作
为参与者感受着所有的喜
怒哀乐。疲倦、饥饿、疼痛甚
至安危，个人的感官都被弱
化。救人是一致的目标和最
大的精神支撑。在自然和生
命面前每一个人都很渺小，
但 4天 4夜里，大家却坚守
希望，没有一个人退缩。这
份坚持，让人感动。

本报记者 周倩倩

直奔现场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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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大搜救：四天四夜坚守希望
女驴友泰山失踪。2月12日至16日，泰安武警、消防、泰山景区派出一千二百人次，历时4天4夜在泰山展

开空前大搜救。本报两名记者也参与到搜救过程中。冰瀑、雪地、深谷、悬崖，跟随武警、消防官兵一路路折
返、一步步搜寻、一声声呼喊，记者亲身感受并记录下搜救过程的每一分艰辛……

记者周倩倩（中）和战士们一起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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