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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峰峻峭贵登攀，
学海无边至岸艰。
远志晨攻开万里，
高灯夜战破千关。
吟来智慧新枝展，
摘出心肝硕果还。
聚水成渊须尽力，
平时积土定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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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携妇喜如狂。
群山逶迤惊驼奔，
高速迢遥伏蟒长。
叠翠萧关仍旧险，
卧云陇坂愈加苍。
近乡情怯谁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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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劲女人》是由上海越剧院艺术创作室副
主任、编剧莫霞执笔，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导演
安凤英担纲导演，中国梅花奖得主侯艳领衔主演
的一部秦腔现代戏。我们说“三个女人一台
戏”。三个女人究竟为我们奉献怎样一台大戏？

作为主旋律文艺作品《攒劲女人》的
主题立意

蛇无头不行，戏无意不立。找准主脑，就是
找到灵魂。一台剧从创意创排到搬上舞台，立主
脑确定创作意图、主题思想很重要，首先是中心
人物和主要事件要立得住。《攒劲女人》是一曲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女性自强不息的赞
歌。主旋律戏剧创作主题先行没问题，关注妇女
命运、讴歌女性自强也没错，但是，先进人物的宣
传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有区别的，不是所有的宣传
典型都适合艺术表现。许多时候我们看好的题
材和主题，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未必都能如
愿。关键是主创团队能否解决好宣传思维与文
艺思维的冲突，从创作的各个环节艺术地讲好宁
夏故事，使李耀梅这个有明显宣教色彩的宣传典
型成为李水河这个能与观众共情的舞台艺术形
象，这是个质变过程，需要千锤百炼下足功夫。

《攒劲女人》在人物形象上精心塑造，
故事细节上匠心雕琢

精心塑造英模人物，首先要还原人物，从一
个普通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深入挖掘人物的行为
动机。通过典型事件表现人物成长变化过程，展
现人物弧光，这样叙事才有腾升空间。优秀的主旋
律作品并非就一定是板着面孔、端着架子，相反，其
自身的艺术魅力和美学质感一定是非常丰沛的。

长期以来，以英模人物为原型的戏剧创作呈
现出某种思维惯性，可能由于人物原型的真实性
制约了编剧创作。往往是罗列好人好事，回避矛
盾冲突；或是机械地照搬生活，只有“事”的堆砌，
不见“人”的性格，一味追求形象的高大全，忽略
人物个性心理变化和成长历史；或是以报告文学
的思维去展览事件，缺乏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再
造；或是慷慨激昂、豪言壮语满台。所以，作品呈
现在舞台上的弱点或是人物形象扁平，或是戏剧
冲突不够，表现手法平淡直白，缺乏艺术感染
力。一部好戏终究是要写世道人心、写悲欢离
合、写爱恨情仇。并且在细节上给人物注入灵
魂，在艺术上给作品增加亮色。实现当代英模生
活真实化与艺术化的有机对接。

一是台词讲究，语言优美。从内容上看，《攒
劲女人》剧本创作上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台词也
很讲究，既有文采，也接地气。黑驴在讲述李水
河苦难时说：

大风刮八年，我看着李水河胃癌肺癌子宫癌，
吃的药有八百罐。大雪下八年，我看见李水河大儿
子死了小儿子丢了，抹的泪有八百碗。黄沙卷八
年，我陪着李水河种地挑水，流的汗有八百担。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一组带着写实
和夸张的神来之笔堪称金句，以这样的方式描写
李水河经历的苦难，有一种悲壮和豪迈。这样的
台词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和情绪感染力。

二是剧情细节编织绵密，人物刻画细致入
微。一部剧主脑既立，密针线、减头绪的事做好
了就不会有大的差池。李水河与徐文从童年的
两小无猜到少年的朦胧情愫，再到两个不幸的人
劫后重逢，继而旧情复燃，给李水河的生活照进
了一缕阳光。这两处内容，一则算是此情可待成
追忆的青涩往事，一则是经历风雨、劫后重生的
希望所在。但是，编剧在处理其微妙的情感纠葛
时颇费苦心。徐文即将离开红寺堡回福建时，虽
然他们之间没有捅破这层窗纸，对爱情尚有憧憬

的李水河痛彻心扉。“多少年多少难我都不哭，这
一刻哭得我浑身舒畅暖胸膛！……”情到深处，
面对几乎是生离死别，她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世间最苦苦不过聚散不由己，世间最难难不过情
逝再回头。这个时候，李水河因幸福而哭泣。然而，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正当李水河陶醉并憧憬即将到来的美好
爱情时，等来的却是徐文意外病故的噩耗。

三是主配角的性格和行为关联度高。李水
河的性格是犹豫的延宕的，她母亲的性格是落后
的保守的，她女儿马阳阳的性格是向上的激进
的。影响李水河走出婚姻的有来自两方面的力
量，一方面是母亲劝她隐忍。另一方面是女儿鼓
励她抗争。马阳阳这个角色安排得非常好，她是
新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她是李水河生命的延续和
希望的所在，也是新旧观念的调色板。她能主宰
命运、放飞自我。这是个怒放的生命。新思想战
胜旧观念是必然的。李水河能走出不幸婚姻，马
阳阳的催化作用不可小觑。

四是侯艳对李水河命运和情感的准确把握
和倾情表现。侯艳在《攒劲女人》对李水河命运
深情演绎，时而高亢激越、荡气回肠，时而婉转低
回、如泣如诉。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李耀梅的不屈
和拼搏精神一样，我们能看出她挺拼的，似乎要
用尽洪荒之力。她是真正在用心用情、用功用力
塑造这个角色，让这个攒劲女人的形象臻于完
美。这与其说是艺术追求，不如说是情感寄托。
侯艳从骨子里太爱李水河这个角色，对其不幸命
运和不屈的抗争精神不遗余力地讴歌。应该说，
李水河形象的成功塑造是给中国当代戏剧人物
长廊上的又一贡献。

《攒劲女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标新
立异、不落窠臼

戏剧创新不易，《攒劲女人》题材不新、内容
不新，唯一可以求新的或许就是艺术手法。我原
以为，继秦腔现代戏“三部曲”之后，宁夏秦腔的
现代化或许已经登峰，再想超越恐怕不易。但
是，宁夏秦腔剧院并没放弃现代秦腔的创作和探
索，他们一边复排传统戏，一边坚持现代戏创
作。这是守正创新的意义所在。应该说，现代秦腔
创作的探索和实验永远在路上。比之移植外地题材
的《花儿声声》、改编他剧文本的《狗儿爷涅槃》、改编
红色经典的《王贵与李香香》，《攒劲女人》是真正土
生土长的原创现实题材秦腔现代戏。该剧的创排告
诉我们，只要我们在创作上用心用情用功，尤其是在
艺术表现上下功夫，现代秦腔的创新发展虽然道
阻且长，但仍有空间，仍有可为。继往开来的宁
夏秦腔人，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信念，坚定而
执着地走在秦腔的现代化之路上。

一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是一次大胆创新。
《攒劲女人》最大亮色是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那一群群拟人化了的天地万物，他们可以是黄
河、黄土地、一头驴、芨芨草等，但他们并不是站
立不动的歌队，而是参与表演和剧情的“人物”。
芨芨草可与李水河一同歌舞、一同抒情、一同悲
欢。剧中芨芨草的群唱道白与《王贵与李香香》
合唱道白的讲述风格异曲同工。

“驴人对戏”这一创意是该剧创作的一次大
胆尝试。剧中由驴头、驴身、驴尾三部分组成的
毛驴形象，时分时合、亦庄亦谐，这头“驴”不是打
酱油的，它不仅是迎娶李水河的交通工具，更是
李水河命运的见证者、讲述者。这种魔幻现实主
义手法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用过。编剧借驴
的视角反观人物形象、解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
命运。李水河命运坎坷，悲情成分太重，色调偏
灰偏冷。如果一一呈现舞台，似乎时时会突破观
众的心理承受底线。但编剧选择不完全依靠苦
难叙事，不刻意卖惨，不赚取观众廉价眼泪。和

秦腔《游西湖》一样，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效果是
冲淡了苦难叙事的悲剧色彩，让第三者置身事外
的讲述似是举重若轻，甚至有黑色幽默的效果。
这里不是故作轻松，而是有意淡化苦难，旨在给
人以向上的力量。

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唯美含蓄。新婚
之夜马三棍施暴情节运用了比较高级的戏剧艺
术表现方式，表现大胆克制，马三棍扒衣服，李水
河将红色外衣就势高高抛起并翩翩落地，以此表
现女主人公受到的屈辱，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编导在展示李水河与徐文的爱情时，没有山
盟海誓、卿卿我我，更多的是欲言又止、欲说还
休。这完全符合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和性格。

三是花儿、合唱、交响乐等非戏剧元素的巧
妙植入。《攒劲女人》在不失秦腔本体的基础上植
入了花儿、合唱、交响乐等非戏剧元素，剧中花儿
及芨芨草的合唱设计，均不失为该剧艺术表现的
另一个亮色。这种诗性的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
戏剧表现形式，提升了戏剧的审美品位，而且彰
显了作品的地域特色。

《攒劲女人》作为现实题材文艺作品
的现实意义

首先，芨芨草精神是李水河乃至西北女人命
运的真实写照。主人公李水河面对苦难与不幸，
表现出的韧性和抗争，处处给人以力量，给人以
希望。剧中对芨芨草精神及其象征意义的提炼
和归纳提升了该剧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它使
作品更有质感。一部好的戏剧能给人以强烈的
生命教育意义。正如余华在《活着》里阐释平凡
人“不死的哲学”，他告诉我们，人是为活着本身而
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别的意义。有时候生
命或许不必赋予它更崇高的意义。导演安风英说，
在表现人物性格上，她们遵从了生活和人物原型，是
宁夏人的奋斗精神感染了她们，给她们极大的创作
灵感和艺术启迪。李耀梅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在与
她交流谈及苦难往事时，她不是声泪俱下，相反的
是说话前先笑。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无时不打
动着编导人员。他们也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
位观众，让他们从中汲取积极的力量。

其次，文化底色特色鲜明。《攒劲女人》是黄
河题材文艺创作，其舞美充分展示的是以黄河、
黄土、黄风、黄沙为主的粗粝豪迈的环境，给人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是震撼心灵的生命底
色。该剧以黄河母亲这一独特视角，关注着生
活在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们是用怎样的精神和
力量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将构成一部带着黄土气
息、色彩浓烈油画质感的生命史诗呈现给观众。
而此次主创团队在舞美设计上寻求传统文化的当代
表达，拓展现实题材的艺术呈现方式，以史诗般的恢
宏还原这方水土的质朴，以大写意的美学追求寻找
精准表达，在空灵自由的空间里营造听觉与视觉的
冲击。

第三，高台教化与社会宣传的本质区别在于
艺术的羽化和普度。宣传的价值在于有意义，而
创作的价值在于有意思。这就是高台教化胜于
宣传说教的原因。对于基层群众来说，他们一定
更愿意接受《攒劲女人》的人物原型。愿意为之
歌与哭，为之泪与笑。文艺的使命是为人民书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攒劲女人》是三个
女人致敬一个女人的一部大戏，我们应该为李耀
梅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妇女立传，同时也
向为秦腔现代化道路上不惮前行的每一位秦腔
人致敬。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它会
给宁夏秦腔乃至中国戏剧以更大的惊喜。

作者简介：闵生裕，70后，宁夏盐池人。中国
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出版《拒绝
庄严》《都市牧羊》《一个人的批判》《闵庄烟火》
《操练自己》等七部杂文随笔集。

三个女人一台戏
——评秦腔现代戏《攒劲女人》

□ 闵生裕

前几日回家乡，我独自信步走到田间地头，满
眼看到的都是平整的农田。有的地里春小麦长得
绿茵茵的，像是铺了一层绿地毯；有的地里是一垄
垄排列整齐的“港菜”种植田，喷灌系统不停地喷
洒着白色的水花，一派春意盎然的生动景象。

我很想看看儿时家乡的众多湖泊，那里曾经
留下了许多铭刻在我心底的美好记忆。但是，一
个湖泊也没有看到。

有些东西往往在失去后，才倍感留恋和惋
惜。也许是怀旧吧，这些日子我总是在追忆过去
家乡的那些湖泊，以及曾经在湖边的烟云往事，心
念时不时被拉回到湖边，游历在那段苦乐交织的
岁月中。

我的家乡在青铜峡市瞿靖乡友好村。小时
候，家乡的湖泊很多，我就是在这些湖边长大的。
我家住在由一些残垣断壁的土围墙所形成的老宅
子里。老宅子地势较高，站在村口登高眺望，映入
眼帘的到处都是湖泊。老家的东边，有一个稍小
的碱湖，碱湖的东边又连着比较大一点的朱家湖，
朱家湖的东边又连着张家湖，三个湖相距很近，像
是个两节腰的宝葫芦。大队和小学及我们第五生
产队在朱家湖的北面，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小学。
它的东边有个湖面不大，但水很深的钱家湖。我
家的东北边是个韩家湖，韩家湖的再北边又有个
很大很深的汤家湖。儿时常听大人们讲有关汤家
湖的“金马驹”“铁链沉船”等神秘故事，心生敬畏，
留下许多美妙遐想。

夏天的清晨，天空刚刚发亮，湖里就开始传来
叽叽喳喳的叫声，热闹非凡。清脆的鸟鸣声，由小
变大，由独唱变成和奏，唤醒了居住在湖边睡梦中
的人们。野鸭，鹌鹑，鹧鸪，红嘴鸥等各种鸟儿飞
翔在苍翠的芦苇丛上，或掠过平静的水面，竞相嬉
戏争鸣，像是在开辩论大会，或者是搞歌唱比赛，
好似一场悦耳动听的交响音乐会。鸟儿的歌声唤
醒了湖泊新一天的开始。

当阳光照到湖面上，气温升暖，湖面碧水映着
蓝天和白云，银光粼粼，湖水清澈涟漪，婆娑水草

随波摇曳，鱼翔浅底，或隐或现，美不胜收。碧绿
的芦苇荡挺拔俊秀，恰似茂林修竹，比肩相携，清
风徐来，芦苇随风波浪翻滚，苇叶发出“哗哗啦啦”
的响声，似万马奔腾，恢弘壮阔。

每当中午，烈日当空，随着气温升高，湖面水
温变暖，鸟儿的热情更加高涨，湖里一派热闹景
象，各种动物和植物达到了生命的高潮，竞相争荣
绽放，这大概是湖里一天最灿烂的时候。

午饭过后，我们这些顽皮的男孩子们，趁着
大人们午休时间，偷偷结伴到湖里去游泳和戏
水。我在与伙伴们的玩耍中，学会了扎猛子、潜
水、踩水、仰泳、狗刨等游泳方式，也学会了打水
漂、击水花等游戏。每个人尽情发挥，悠然自
得，在快乐中磨炼身心。湖泊给我快乐，湖泊伴
我成长。

冬天的湖泊更是别有一番景致。每当寒霜袭
来，芦苇开始由绿变黄，很快就换上亮黄色的冬
装。秋冬时节，塞北高原几乎每天都是寒风呼啸，
西北风刮个不停，刮走了绿色，刮走了喧闹。湖水
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冰面在阳光照射下晶莹闪光，
就像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面镜子，冰面与日月交相
辉映。每当北风吹来，苍白松散的花絮随风飘荡，
一副漫天飞雪的景象，修长的芦苇挺立着腰身，摆
动着用苇叶装伴的百褶裙，犹如卸了粉妆的婷婷
少女，演绎着冬天的静谧和美丽。在冰冷的冬天，
芦苇顶着凛冽的寒风顽强的矗立在冰面上，虽然
身躯已经枯黄，叶片已经卷曲，花絮已经飞扬，但
它披着寒霜和白雪，不屈不挠，依然保持着自己特
有的优雅姿态，似万树银花，与风共舞，为大地带
来了一抹生机和希望。

傍晚来临，夕阳西沉，晚霞染红天边白云，余
晖照耀在芦苇丛上，金光闪闪，芦苇高昂着头颅，
相拥相携，共度冬日的孤寂和凄凉，就像一个个饱
经沧桑的耄耋老者，诠释着生命的真谛和浪漫。

冬天的湖泊到处充满了诗情画意，简直就是
一幅精妙绝伦的水墨风景画，蕴含着淡雅、恬静和
凄婉的独特美，任何伟大的画家也无法精确描绘
出它的特质。春秋时期《诗经》里“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描写，令人浮想联
翩，千古传诵。

冬天的冰雪虽然封存了那些夏天鲜活的故
事，也开启了冰面上的欢乐生活。那是我们这些
孩子们的天然滑冰场，也是打陀螺的好地方。虽
然寒风凛冽，缺穿少带，脸面和双手都冻得通红，
玩起来不觉得冻和累，浑身冒汗，其乐无穷。

湖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它每时每刻都在汲
取天地精华，演绎日月变化，一年四季姿态分明，
呈现给人们多姿多彩的美丽，风韵婀娜怡人。

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湖泊是植物的天堂，动
物的乐园。它不仅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留下了许多
快乐时光，还赐予我们各种食物，伴我们茁壮成
长。每逢春秋时节，湖水较低，湖边滩涂坡地显露
较大，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在湖边挖食物，或放
驴、放马的好时光。湖滩黑泥土里的茨菇子，黑菇
子，还有糯甜绵软的黄皮蒲根，水甜甘脆的雪白芦
根，有的可以现挖现吃，有的拿回家用水煮着吃，
香甜可口。秋天在湖里抓鱼、抓螃蟹、捞贝壳。它
丰富了我们的味蕾，填补了食物短缺的辘辘饥肠，
度过了贫苦的童年时代，它醇厚的香甜滋味永远
留驻在心间。湖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特产美
食，犒劳着湖边的儿女，这是大自然对湖乡人的独
特馈赠和厚爱。

湖泊是芦苇的家，芦苇是湖泊的主人，是湖泊
的标志物。芦苇不是竹子，却有着刚毅挺拔的傲
骨气节；芦苇不是荷花，却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优
良品格。即便面对风霜雪雨，苦涩清贫的日子，也
始终昂首挺胸，坚守自己的信念，尽情的回馈那片
生他养他的土地，用多姿多彩的生命价值奉献苍

生大地。
湖泊不仅是农田用水的调蓄池，起着泄水排

涝，抗旱排碱的调蓄作用，还是污水净化池，起着
对泥沙废水、化肥农药等净化作用，是难得的农业
生态环境治理的天然湿地。

上世纪 60年代末期，为了建造适合农机化作
业的条条梯田，许多低洼湖滩地都被填土裁湾取
直造成农田。上世纪 70 年代初家乡附近开挖了

“反帝沟”“中干沟”等大型排水干沟，村子的几个
湖泊就很快失水干涸，湖面水域丧失殆尽。过去
在冬天里总是白茫茫的低洼盐碱地，变成了高产
农田，长出了绿油油的水稻。上世纪80年代，湖泊
很快变成了连片平整的粮田。

先辈们曾经依附了千百年的湖泊，被历史的
滚滚潮流所掩埋，踪影尽失，荡然无存了，永远遗
留在心中的记忆深处，成为抹不掉的乡愁。也许
后人正在以穿越时空的目光，从遥远的未来凝视
着昨天和今天。今天的人们谁曾想到过去这里有
着星罗棋布的湖泊，家乡也是湖乡啊。

现在宽敞的道路，让我回家的距离越来越
近，而记忆中的湖乡却越来越远。一些湖泊虽
然消失了，但不代表过去的不存在，至少湖的根
脉还深埋在黄土地下，湖乡人的精气神还在代代
传承不息。为了抵达心中那遥远的一湾湾湖泊，
值得洒一湖泪，摆渡沉重的乡愁，寻觅游子心灵停
靠的港湾。

至今，在梦中，我还时常穿梭在湖泊旁边，或
嬉戏打闹，或游泳，场景活灵活现。我仿佛闻到湖
水的鱼腥味和芦苇的清香味，似乎听到湖里嫩绿
的芦苇纂子向上快速拔节生长的声音，听到清脆
的鸟鸣声，它们唱着快乐的歌曲，我看到鸟儿在暮
色黄昏的天空追逐云朵，自由地飞翔。我的心随
着飘舞的芦花在飞扬，越飞越高，看到了乡村建设
的美丽画卷。

遥 远 的 湖 乡
□ 朱万荣

2030年 5月 16日，某自媒体发布了一
条消息：“葛文主任攻克了世界性医学难
题——癌症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虽
然是一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消息，但在
人人都拥有自媒体的时代，很快淹没在信
息的海洋里，没有几个人注意。过了几
天，某报著名记者莫恭平在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里偶然刷到了这条消息，令他眼前
一亮，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值得挖掘的新
闻富矿。他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了发布这
条消息的自媒体主人，并得到了葛文主任
的电话，得知这位“神通广大”的葛主任现
任某民营中医院的特聘专家。

莫记者通过电话很快联系到了葛主
任，不巧的是他正在病房查房，不便电话
采访他。于是记者便先全网搜索葛文主
任，第一个词条就显示：“葛文，出生于
1950年 6月，博士，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内
科专家。”再看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1977 年考入某省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学
习，1983 年考入某中医学院攻读硕士学
位，1986年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博士毕
业后在某公立三甲中医院开展临床工作，
在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硕果累累。2010年
葛文主任退休后被某民营中医院返聘为
中医内科专家，继续开展临床诊疗工作。
进一步搜索，发现葛文主任还发表过几十篇
论文，出版了几本医学专著。

莫记者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决定实
地到该民营中医院一探究竟。经过多方
打听，终于在临近中午时分找到了这家中
医院，也顺利见到了葛主任，说明来意后，
葛主任表示他下午还要上门诊，便请记者
中午在医院食堂吃工作餐，期间可以和记
者聊聊。于是他们在食堂里边吃边聊。

葛主任说：“他们研究治疗癌症已经
有 30 多年了，直到近年来他们才找到了
治愈癌症的‘法宝’。他认为癌症的发生
与发展源于人体内的癌细胞越来越强大，
最后破坏和吞噬了人体的正常细胞，人的
生命也就到达了终点。我们经过多年的
研究，发现治疗癌症不通过用靶向药物和
放疗化疗等手段杀死癌细胞，而是通过中
药给人体正常细胞‘赋能’，让它们能抵抗
住癌细胞的破坏和攻击，并形成正常细胞
的‘铜墙铁壁’，合围并限制癌细胞的扩
张，让癌细胞在人体内没有生存空间，从
而致使癌细胞彼此内斗，自我内耗，最后
让它们衰竭而亡，从而达到癌症不治自愈
的目的。”葛主任进一步比喻说：“癌细胞
和正常细胞之间的斗争好比游戏比赛，
我们通过给正常细胞不断‘充值’，让正
常细胞有花不完的‘游戏币’，使癌细胞
根本打不死它，这样斗争的结果会使癌细
胞自身精疲力尽、衰竭而亡。而正常细胞
活得健健康康，这样人的生命自然就能延
续下去。”

听了葛主任的一席话之后，莫记者提
出：“如何给人的正常细胞‘赋能’？如何
给正常细胞增加‘游戏币’？如何让正常
细胞活得健健康康？”

葛主任回答说：“这就需要从中医的
‘整体观念’出发，辨证论治，五脏联动，形
成人体正能量的合力。什么是‘五脏联动
’？人们在生活过程中，由于生活习惯、饮
食起居各有不同，日积月累下来，五脏的
状态就发生了改变，有的脏器就出现了病
变，当那个脏器长期处于病变状态时，潜
伏在人体内的癌细胞便慢慢活跃起来，一
旦发展到能吞噬正常细胞的时候，他们就
迅速壮大起来，并且沿着人体血液、淋巴、
骨髓开始扩张领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癌转移。我们根据中医的‘五行学说’，利
用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原理，通过五脏相
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对不同的脏器
应用中药‘赋能’，提高正常细胞的抵抗
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增强免疫力’。
因为每个个体不同，如何应用中药‘赋能’？
因人而异，必须‘辨证论治’，进行个体化
诊疗。”正当莫记者听得入迷时，不觉下午
上班时间到了。葛主任便匆匆离开食堂，
直奔诊室而去。

莫记者紧随其后，想现场了解葛主任
的诊疗过程，等他到诊室门口时，便看到
有两位助理医生正在组织患者有序候
诊。在“一患一诊室”规定下，记者被拒之
门外，他便现场采访了几位患者，都是从
不同地方慕名来找葛主任治疗癌症的。
据助理医生说：“最近一年多来，经葛主任
治愈癌症患者近 6000 多例，疗效非常
好。”记者接着问：“如何才能挂上葛主任
的门诊号？”助理医生回答说：“现场预约，
已经排到半年以后了。”

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莫记者感觉不
便再打扰他们，便离开医院。在返回单位
的路上，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心
中不断地叩问自己：“这算不算一个大新
闻？这个新闻素材有没有挖掘的价值？
葛主任的努力是为了征服人类医学难题，
挽救被癌症折磨的病人，造福每位患者，
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是否应该好好宣传
他，让他造福更多的人？”他想起了当年著
名作家徐迟先生为了宣传向科学进军的
陈景润先生而撰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在当
时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他便拟好了一
个题目——《征服癌症的人——葛文医生》。
于是莫记者便想从葛主任成长历程中去
了解他，驱车直奔葛主任的家乡、上过学
的学校和上班的单位。

作者简介：推窗观湖，本名张喆，教
授，曾出版过《中国人自信的理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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