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953 年， 我毕

业于浙江省高级医

事职业学校 (现杭

州医学院 ) 预防医

学专业， 分配到兰

溪县人民政府卫生

院 (现兰溪市人民

医院 ) 从事卫生防

疫工作， 1962 年调

到岩山区卫生院 。

多年来， 一直从事

血吸虫病的防治工

作。

血吸虫病是我

国南方各省危害人

民健康最严重的疾

病之一， 遍及南方

12 个省、 市、 自治

区， 患病人数达到

1000多万， 受感染

威胁的超过一亿人， 是旧中国历代

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广大劳动人民身

上的严重灾害。 解放前流行相当广

泛， 大批患病者丧失劳动力， 并且

死亡率很高， 以致人口减少， 田园

荒芜， 有的村子甚至十室九空， 广

大农村一片凄惨景象。

解放后， 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贯

对防治血吸虫病极为关心， 多次发

出有关指示。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

正确领导下， 大力开展群众性爱国

卫生运动， 发动群众消灭钉螺， 实

行粪便管理， 普查普治病人， 使本

病流行大为减少， 血吸虫病的防治

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1958 年， 《人民日报》 刊登了

江西省余江县通过艰苦奋斗消灭了

血吸虫病的消息， 毛主席看到这篇

报道后， 兴奋得夜不能寐， 再次发

出了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的伟

大号召。 兰溪的原岩山区、 女埠区、

上华区、 马涧区是血吸虫病流行区

域， 于是， 兰溪县革命委员会就组

织流行区域分管血防工作的乡干部

和区卫生院的防疫医师一齐前往江

西省余江县参观学习。 在参观余江

县消灭血吸虫病展览馆中， 看到许

多晚期血吸虫病病人的照片， 绝大

多数是中青年男性。 他们在农田耕

种中， 感染了血吸虫病， 由于未及

时发现和医疗， 形成面色灰暗、 四

肢细长、 身体瘦弱， 由于肝硬化、

腹水引起大肚子， 个个都象怀孕 8

个月的孕妇， 十分痛苦， 一双双无

助而渴望生存的眼神， 深深刺痛我

的内心， 也使我下定决心， 这辈子

一定要为消灭血吸虫病贡献我自已

的一技之长。

消灭血吸虫病是一件非常艰巨

的任务， 主要应抓住三个环节： 第

一个环节是在春秋两季开展查螺灭

螺工作。 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

潜伏在农田水沟两侧草丛中， 血吸

虫的毛蚴寄生在钉螺体内， 发育成

血吸虫尾蚴后， 离开钉螺浮游在水

中。 一旦农民赤脚下田耕种， 血吸

虫尾蚴就从皮肤侵入而寄生在人体

内， 就感染了血吸虫病。 所以杀灭

钉螺是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环节；

每年春秋两季， 我带领血吸虫病防

治小分队深入到岩山区六个公社，

组织当地的赤脚医生深入田间开展

普查钉螺工作。 凡有钉螺生存的水

沟， 逐条登记在册， 然后组织生产

队社员开展灭螺工作。

第二个环节是粪便管理。 粪便

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肥料， 但是， 许

多寄生虫的虫卵， 如血吸虫、 蛔虫、

钩虫等又都是通过粪便传播的， 管

好粪便是防治血吸虫病的有效途径。

于是我们配合县农业局沼气办公室，

通过民办公助建造沼气， 既杀灭病

菌虫卵， 提高肥效， 又可利用沼气

点灯煮饭， 深受群众喜欢。 据市沼

气办公室统计， 至 2004 年， 全市共

建沼气池 2108只， 有效地控制血吸

虫病传播。

第三个环节是普查血吸虫病患

者。 病人早期没有临床症状， 唯一

的办法是大便普查。 每年农闲时，

我带领防治血吸虫病小分队的医务

人员， 深入到岩山区六个公社， 组

织当地的赤脚医生， 对凡年满 16 周

岁以上农民， 不分男女， 均需化验

大便 3 次， 通过大便孵化， 凡发现

有血吸虫毛蚴游动的样瓶时， 即可

确诊为血吸虫病患者， 然后登记在

册。 我国对血吸虫病实行免费治疗，

在每年冬季农闲时节， 我带领防治

血吸虫病的医疗小分队， 在岩山区

六个公社的卫生院， 设立临时病房，

收治当年普查发现的血吸虫病

患者， 治疗采用酒石酸锑钾针

的三日疗法， 每天上下午各静

脉注射一次， 由于锑剂有毒性

反应， 便用锑剂时， 患者常有

恶心、 呕吐、 咳嗽、 全身肌肉

酸痛、 头昏以及因药液漏出血

管外所引起的局部剧烈疼痛等。 最

严重的反应是对心脏和肝脏的损害，

表现为心律不齐、 心搏加快或减慢、

血压下降等， 于是晚上我就睡在病

房里， 便于晚上巡视病人， 发现毒

副反应， 得到及时抢救处理。

兰溪是全省 12个血防重点县之

一， 自从 1994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

阻断标准， 此后一直保持 “三无”

成果 （即无阳性钉螺、 无新感染病

例、 无现症病人）。 近年随着人员流

动增加， 兰溪发生血吸虫病疫情的

风险加大。 为巩固血防成果， 相关

部门历年来坚持查灭钉螺， 今年从

3 月 15 日开始至 4 月 30 日止， 市

疾控中心共组织血防人员对 78 个行

政村开展查螺， 查螺面积 309.46 万

平方米， 均未发现阳性钉螺。

赵志铨

� � � �月空清朗， 夜风微凉， 耳机中

回放着一曲接一曲的 TVB 版金庸剧

主题曲， 从 《归去来》 到 《难念的

经》， 从 《风起云涌》 到 《活得潇

洒》， 熟悉的旋律中， 仿佛又回到少

年的时代， 置身于那个亦真亦幻的

江湖， 那个心神驰往的乌托邦世界。

就像少年 pai 最后结束了他的奇

幻漂流， 回到陆地； 爱丽丝还是逃

离了梦中的仙境， 睁开双眼； 侠客

终究也离开了他缔造的那个绚丽、

磅礴的江湖。 2018 年 10 月 30 日，

一代武侠泰斗金庸先生与世长辞，

享年 94岁。

大师塑造的这个武侠世界过于宏

大， 从刀光剑影到诗情画意， 从忠肝

义胆到缠绵悱恻， 从家国天下到儿女

情长， 无论是原著的字里行间还是搬

上了银幕的武侠剧， 都提到或创作了

不少经典的音乐， 通过这些旋律我们

可以走进这个江湖， 一窥金庸的武侠

世界和他的精神家园。

《射雕英雄传》 中东邪黄药师就

以玉箫吹奏碧海潮生曲， 与欧阳锋

来了一场 “萧筝之斗”： “秦筝本就

声调酸楚激越， 他这西域铁筝声音

更是凄厉， 只听得筝声渐急， 到后

来犹如金鼓齐鸣、 万马奔腾一般，

蓦地里柔韵细细， 一缕箫声幽幽地

混入了筝声之中， 铁筝声音虽响，

始终淹没不了箫声， 一个极尽惨厉

凄切， 一个却是柔美婉转。 此高彼

低， 彼进此退， 互不相下。” 而 《笑

傲江湖》 中的曲洋和刘正风合奏的

《笑傲江湖》 中却是： “琴声不断传

来， 甚是优雅， 过得几刻， 有几下柔

和的箫声夹入琴韵之中。 七炫琴的琴

声和平中正， 夹着清幽的洞箫， 更是

动人， 琴韵箫声似在一问一答……忽

听瑶琴中突然发出铿锵之音， 似有

杀伐之意， 但箫声仍是温雅婉转。

过了一会， 琴声也转柔和。 两音忽

高忽低， 蓦地里琴声箫声陡变， 便

如有七八具瑶琴、 七八支洞箫同时

在奏乐一般。 琴萧之声虽极尽繁复

变幻， 每个声音却又抑扬顿挫， 悦

耳动听。”

同一曲 《笑傲江湖》， 任盈盈弹

奏给令狐冲时又是另一番气象 ：

“曲调中正平和， 令人听着只觉音乐

之美， 温柔雅致……琴声似止未止

之际， 却有一二下极细的箫声在琴

音旁响了起来。 回旋婉转， 箫声渐

响， 恰似吹萧人一面吹， 一面慢慢

走近， 箫声清丽， 忽高忽低， 忽轻

忽响， 低到极处之际， 几个盘旋之

后， 又再低沉下去， 虽极低极细，

每个音节仍清晰可闻。 渐渐低音中

偶有珠玉跳跃， 清脆短促， 此起彼

伏， 繁音渐增， 先如鸣泉飞溅， 继

而如百鸟离去， 春残花落， 但闻雨

声萧萧， 一片肃杀之象， 细雨绵绵，

若有若无， 终于万籁寂静。”

在金庸的妙笔中， 武侠世界仿

佛就在这琴声、 铮声、 箫声， 乃至

余鱼同的金笛， 黄蓉的歌喉中慢慢

展开， 娓娓道来。

同样能毫无保留展现出这个武侠

世界还有 TVB 金庸剧中那些经典而

又脍炙人口的主题曲。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恨不能相逢， 谁与我生死

与共” 仿佛是金庸感叹自己与夏梦的

情缘不能成真； 再听到 “这次是我真

的决定离开， 想让你忘记愁绪忘记关

乎， 放开着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这

难道不是他对他的亿万读者、 观众，

那些从儿童时就被他种下武侠梦的人

们， 最后的离别吗。

从此山高水远， 再没有一个江

湖叫金庸， 但在他缔造的江湖梦里，

世间始终你好。

11

芥子园

责任编辑 ：陈燕娟

电话：

88899476 E-mail

：

13967909989@163.com

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 期 五

LANJIANG

DAOBAO

� � � �李渔一生交友无数， 龚

鼎孳是其中之一 。 龚鼎孳

（1615～1673）， 字芝麓， 安徽

合肥人。 明崇祯七年 （1634）

进士， 官兵科给事中； 十七

年 （1644） 李自成攻陷北京，

为李所用， 官直指使； 清军

入京迎降， 任太常寺少卿，

后官至礼部尚书。 因失节丧

操， 遭人不齿和蔑视， 《清

史稿》 入贰臣传。 但任职期

常能保护善类， 扶掖人才，

又颇得人心； 其为人沉溺声

色， 放荡不羁， 反复无常。

但又有清才， 洽闻博学， 诗

文并工， 书画皆能， 在文人

中声望很高， 与钱谦益、 吴

伟业， 并称 “江左三大家”，

堪称异类奇才。

李渔在杭时就与他有书

信往来， 康熙五年 （ 1666）

北上京都筹款建南京芥子园，

面见了龚鼎孳。 两人一见如

故成了好友。 在京时龚陪同

李渔引见了不少达官显贵，

为日后李渔打秋风筹款作了

铺垫。 后来李渔在南京建成

了芥子园， 龚不仅为其题了

园额， 还作诗二首相赠。 诗

云： “大河南去长淮上， 好

结茆斋翳薜萝。 饱吃软红尘

十丈， 归来原有白云窝。” 又

“象马驮来历刹尘， 粥鱼螺鼓

一时新。 等闲瞎捧盲拳外，

却有埋头读书人。”

再后来龚鼎孳又与李渔

相约在李渔芥子园旁买地筑

“市隐园”， 李渔大喜过望，

作四绝奉赠。 诗云： “闻说

将开绿野堂， 可容老

圃见微长？ 满怀丘壑

无由出， 愿与裴公作

嫁裳。” 其二： “天

教绿野傍柴荆， 先为

名园置一丁。 郭橐酬

知别无事， 代培花果

祝 长 生 。 ” 其 三 ：

“一生佳兴付空谈 ，

选胜无由事却谙。 得

作东山棋墅客， 便司蜡屐也

心甘。” 其四： “佣舂久已怪

长贫， 谁许梁鸿许结邻。 恰

好长君名字合， 伯通名下作

居民。” （伯通是龚鼎孳的长

子， 后来也成了李渔的好友）

李渔与龚鼎孳多有唱和，

不 一 而 足 。 康 熙 十 二 年

（1673） 九月， 龚鼎孳病逝于

京都， 归葬合肥巢湖庵。 李

渔闻讯悲恸不己， 作 《大宗

伯龚芝麓先生挽歌》 吊唁之。

龚鼎孳顺治十一年 （ 1654）

被贬广州， 由合肥出发南下，

溯钱塘江赴粤， 途经李渔家

乡兰溪， 作五古和七绝各一

记兰江两岸风光， 今亦便录

如下， 以飨同好：

《兰溪舟中作》

丛峭翕烟艓 ， 榜语破礁响 。

整檝讹曦昩 ， 绝流轻上下 。

力尽天一回 ， 雲马骋飞桨 。

皓魄眷芳洲 ， 征夫哂遐往 。

兰皋始击汰 ， 川陆顿平广 。

元化卑雷同 ， 百里殊风壤 。

襟目互瞀惑 ， 陵谷证今囊 。

醲阴冒故峦 ， 牵衣何悒怏 。

林空出寒翠 ， 稀疏送余赏 。

篙师急鸣滩， 还如争瀁漭。

《自兰溪趋龙游戏占》

平沙细瀫总波澜 ， 顽石

砛砑溅橹残 。 正向天关愁九

折， 销魂却过相公滩。

龚鼎孳与李渔有缘 ， 与

兰溪亦有缘。 是为记。

施福山

□

倪慧娟

闲情偶记

� � � �合上笔记本电脑， 走出办公楼，

飘落的雨丝迎面而来。 下雨了， 斜

风细雨， 愁绪如织， 这缠绵悱恻的

秋雨， 点点落在身上， 滴滴落在心

里。

撑起伞， 走进雨中， 与夜色融

为一体。 突然想， 每日每日地在这

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奔忙， 重复着单

调乏味的日常， 何不扔掉伞， 让细

雨抚触肌肤， 让清凉浸润心灵， 痛

痛快快地来一次和秋雨的亲密接触。

想到此， 便好不淑女地收了伞， 踩

着高跟鞋， 在阵阵含着凉意的雨丝

里漫步。

漫步在这细雨中， 脚底传来高

跟鞋规律的咯噔声， 浮躁的心片刻

便宁静了下来。 这清秋， 清清爽爽

地来了。 这细雨， 绵绵糯糯地下着。

雨丝里，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城市

的黑夜里努力工作， 不知道多少人

因为明天没有着落而失眠。 一场秋

雨， 洗刷了城市的夜色， 也洗刷着

多少成年人欲哭无泪的世界。

都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轻松二

字， 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和责任让

人喘不过气。 都歇一歇吧， 工作永

远也做不完， 而明天总会来临。 让

我们一起走进这秋风秋雨中， 静静

地走过街角， 看这夜色中的城市湿

了每一个路人的心。 在岁月的长河

里， 我们都将是生命的过客， 离开，

不过是早晚的时间不同而已。 所以，

该休息的时候给自己一份休息的空

间， 该放弃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放弃

的理由， 别因为过重的压力和责任

把自己压垮了。

真想， 穿上运动鞋在雨里奔跑

啊！ 一边想着一边加快了速度， 无

奈高跟鞋发出了埋怨的声音， 只好

又放慢脚步， 安心地沿着街道前进。

大街上的人流已经少了， 有汽车飞

驰而过， 迅速消失在雨幕中。 树上

的叶子被秋雨清洗了一遍又一遍，

在夜晚的灯光中折射出柔和的光芒。

夜色， 加深了雨夜的孤独， 也掩盖

了匆忙的脚步间疲惫的人生。

点滴细雨打湿了头发， 一丝丝

凉意浸透了肌肤。 天凉好个秋。 不

知不觉， 秋风扫落叶的萧瑟已铺天

盖地而来。 回首走过的人生， 充满

了遗憾和无奈。 沉思一缕， 片刻的

宁静和逃避， 岁月不及秋雨深情，

时光留不住青春的秘密。

在尘世间前行， 我们有时候常

常会迷路。 该如何正确和孩子进行

沟通， 该怎样保持婚姻的新鲜感，

该怎样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爱上了在秋雨中漫步， 是因为想要

寻找一条明心确幸的人生道路， 让

徘徊太久的心安全着陆， 让人生的

轨迹走向既定的目标。

一场秋雨一场寒。 秋雨的清寒

带走了夏日的热忱， 也带来了秋的

冷静和平和。 漫步在秋雨中， 思考

着人生的方向， 一份宁静、 一份安

详在心中落地生根。

漫步在秋雨中

□

汪明军

心情随笔

旋律中的江湖

誓

为

苍

生

去

瘟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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