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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虹毅
出版社：
金城出版社

《癌症患者的疾痛故事：
基于一所肿瘤医院的现象学研究》

《史记》是中国经典的文史名著，历来对《史记》进
行解读、诠释的作品不胜枚举。本书则以文献研究为根
砥，兼顾通俗性与学术性，不仅涉及故事性较强的纪
传，也深入讲解了理解难度相对较大的表和书。对于

《史记》的故事，以文本变迁为重心，强调了其成为经典
名著的文本生成过程，为读者呈现出的是一部立体的、
有层次的“史家绝唱”。

长篇小说《微芒》以1941年日军占领下的广州为背
景，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抗日谍战故事。军事教官出身
的段世豪为救妻子，不惜以身涉险，不料被卷入日军一个
巨大的阴谋之中。期间，中共地下党、军统特工、美国间谍
竞相出手，和日军特高课展开了一场生死暗战，最终摧毁
了日军秘密生化武器研制基地。作品生动地刻画了主人
公段世豪向爱而生、为义赴死的英雄形象，叙述自然流
畅，故事跌宕起伏，节奏紧张刺激，在扣人心弦的情节发
展中展现了主人公的铁血柔情，更彰显了抗日英雄在面
对侵略时的民族大义。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患者也可以较好地控制
病情、提高治愈率，使带瘤生存成为一种常态，把癌症视
为一种慢性病渐已成为共识。但长期治疗、控制病情的过
程，涉及手术、放疗、化疗、免疫疗法等多种手段，使患者
在生理上、心理上同时面临巨大压力。本书作者通过在肿
瘤医院的长期调研，详细记录了患者从发现疾病、找寻原
因、经历治疗和追寻意义的过程，分析每个环节中疾痛给
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更好的解决方案，以
改善患者的治疗体验，鼓励他们坚持积极治疗、乐观生
活。在理性、严谨的研究中，体现出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并
为解决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份具有启发性意
义的样本。

这是一部关于中草药的博物小品文集，按《本草纲
目》中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的分类法进行编排，内
容充实，知识丰富。本书将植物学、药物学的知识与历史
小故事融为一炉，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文笔自然流畅，
语言风趣幽默，使读者既有新鲜感又有亲切感。读过不但
增长见闻，又有文学美的享受。

品味诗词品味诗词

苏轼曾言：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
尽人间书。读书，实乃天下第一好事，可
以获知人类最精华的智慧；可以足不出
户体验别样人生；可以让我们更宽容地
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

古往今来，很多硕学通儒曾写过脍
炙人口的劝学诗。新学期开始了，让我们
一起来读读这些诗句。

《劝学》
唐·颜真卿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劝学》是唐朝诗人颜真卿所写的一

首七言古诗。劝勉青少年要珍惜少壮年
华，勤奋学习，有所作为；否则，到老一事
无成，悔之晚矣。

《冬夜读书示子聿》
宋·陆游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是一首教子诗，通过写陆游对
儿子子聿的教育，告诉读者做学问要
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切忌读
死书，要结合实践，才能获悉真理。

《观书有感二首·其一》
宋·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持续不断地读书，大脑就像拥有永
不枯竭的“源头”，永远“深”且“清”。

《观书》
明·于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读书多了，就会培养高雅的情趣，没
有尘世俗气的杂念。

《读书》
唐·皮日休

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梠。
高斋晓开卷，独共圣人语。
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
案头见蠹鱼，犹胜凡俦侣。

读书就像与圣贤对话，虽未处同一
时代，却神交相许。

《游郭希吕石洞二十咏·书院》
宋·刘过

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
便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

勤奋读书如同农夫耕地，几分耕耘
便有几分收获。

《读书有所见作》
清·萧抡谓

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
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
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
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

书里的知识就像养分一样，滋养
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通晓理义。

《偶成》
宋·朱熹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告诫人们要珍惜光阴、追求学业，将
来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碌
碌无为而蹉跎人生。

《励学篇》
宋·赵恒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概括了过去许多人读书的目的和
追求——出人头地。所以人们也就常
用这句话鼓励子女或别人读书。

《移居二首·其一》
东晋·陶渊明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有好文章大家一同欣赏，遇到疑难大家
一同钻研。读书，能交朋友，让人淡泊名利，
在平淡生活中，寻得趣味。

《读书》
宋·陆九渊

读书切忌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
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细商量。
为学读书须耐心、细意去理会，切不可

粗心。

《四时读书乐·春》
元·翁森

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多读书，就能诗意地看待这个世界。

《柏学士茅屋》
唐·杜甫

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深岩居。
古人己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
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溜决渠。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有识之士当如柏学士博览群书。

《劝学》
唐·孟郊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
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
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全诗道明读书的重要性。不学习，知识
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错过了学习的时
间，便不复当年。

摘自《唐诗宋词元曲》

开学第一课之劝学诗

1945 年 9 月 2 日，在东京湾的密苏
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国的
无条件投降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就此落下帷幕。作为最
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战后五大国
之一，中国派出代表参加了这一仪式，和
各盟国一起，在日本的投降书上签字受
降，为八年抗战画下一个句号。

为何选择将这样一个隆重庄严的仪
式安排在这里举行？1945年1月服役的
密苏里号，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最大也最先进的战列舰依阿华级最新的
一艘，堪称海上巨无霸。它的吨位虽然不
是世界第一，却是历史上主机功率最大、
航速最高的战列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艘战舰是美
国海军米切尔中将的快速航母特混编队
的旗舰，曾在硫磺岛、冲绳岛诸战役中直
接参加对日军战斗，先后击落击伤3架
日本轰炸机，引导击沉一艘日军潜艇。它
也曾两次遭日军自杀飞机的冲撞，可谓
久经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密苏里号的
确有资格入选。

仪式举行时，麦克阿瑟上将作为盟
军总代表上前致辞，并把参谋长萨瑟兰
中将和另外两位盟军将领温赖特将军和

泊希瓦尔将军带到了会场中间。于是在
中国首席代表徐永昌将军的侧面，美国
代表只剩了海军上将尼米兹一人。由于
拥挤，他几乎被推进了旁边的记者堆中，
所以看起来中国代表便站在了引领各国
的第一列。

举行仪式的签字桌，据说是密苏里
舰士官室的一张餐桌。周围是人山人海
的观礼官兵和记者，为了方便记者拍照，
在会场外侧还搭起了一个临时平台，供
摄影师们使用。

密苏里号上更加宽敞的地方也有，
比如一号主炮前方的起锚甲板，但观看
受降过程的人们很容易发现，把会场布
置在二层平台上有着独到的好处。当日
本方面的代表登上军舰的主甲板后，还
要再向上经过一个陡峭的舷梯才能到达
这里（代表日本签字的重光葵1932年在
上海被炸断右腿，终身跛行），他们必须
从高昂的炮口下走过。盟军的威严和震
慑更能得到体现。

这次受降仪式独具匠心之处甚多。
例如，所有参加仪式的官兵，包括中国代
表团的成员，都身着军便服，不穿礼服，
以此表达对于法西斯的轻蔑和战争即将
结束，军人们将要停止征战、铸剑为犁的

意愿。同时，签字双方采用的文件版本一
致，但外饰迥然不同，盟军保留的一份为真
皮包装，而给日方的一份是帆布包皮。盟国
各国代表在8时30分至8时50分之间陆续
到达会场，日本代表则在9时准时到场，由
代表日本政府的外相重光葵和代表军方的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带队，颓然
进入会场。据说梅津美治郎得知被安排这
一任务时羞愧地要切腹，后经天皇开导才
同意。他们虽然身着礼服，却面色阴沉、一
脸沮丧。

9 时整，麦克阿瑟上将肃然宣读要求
日方投降命令，并即席作如下演讲：“今天，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
个庄严的文件，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
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
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作为
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
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情绪相聚的。我们
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
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实现我们即将为之奋
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
地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而忠实
地执行这种谅解。在这庄严的仪式之后，我
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
个十分美好的世界，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

世界，一个致力于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
世界，这是我最热忱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
希望！”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命令，日
本帝国政府和日本军队代表，在投降书指
定的地方签字！”

日方代表率先在投降书上签字。由于
屈辱和紧张，深谙外交礼仪的重光葵竟一
时找不到签字的地方，踌躇达一分钟之久，
在萨瑟兰中将提醒之后才完成签字。

此后，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各盟国
代表，陆续在受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
昌，排在签字的第二位。9时18分，最后一
名代表签字完毕。

当时，在舰上观礼的中国记者朱启平
回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
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
……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
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
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密苏里号上的签字仪式，见证正义的
人们如何共同用牺牲维护着世界的公理，
也见证着中国人如何在漫长的战争中用鲜
血守护民族尊严而最终赢得胜利。这一刻将
作为埋葬法西斯和展开人类新纪元的标志
永载史册。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萨苏

历史见证75年前的受降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