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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闯入台风

2015 年 7 月 11 日，正逢周六，台风“灿鸿”肆虐。街上几乎没有了

车辆和行人，人们都躲在家里安安稳稳等待台风登陆。

但有一个人，一大早就推着她的自行车出门了。她对阻拦自己的

丈夫说，她不放心病房里她的患儿们，其中有一个小婴儿因为肺炎、呼

吸衰竭还上着呼吸机呢，她得去陪着他们，守着他们，和他们在一起；

还有前一天预约的几个小病人，可能也在病区候着她了，她可不愿意

失信于他们。丈夫深知她的脾性，便没再作过多的阻拦，只好叮嘱了

她一句“路上多加小心，骑不动时就推着走”，松手放行。

外面风雨交加。她好不容易骑上车，呼啸的风立刻就给了她一个

下马威 —— 差点将瘦弱的她连车带人吹倒，好在她晃了几下后稳住

了。地面上的积水在车轮下哗哗作响，每踩一下都要费好大的劲；路

边，好几株行道树被刮歪，摇摇欲倾；有两处窨井盖被冲走的地方，水

流打着令人眩晕的旋涡，她都镇静地躲过了；强劲的雨一阵阵泼面而

来，打在她的高度近视眼镜上，世界不时白茫茫一片，她只有放慢车

速，雨水流入她的眼睛，涩得睁不开双眼，她只好边抹边骑。雨水不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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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脸颊淌到下颌，肆无忌惮地冲过系得紧紧的雨衣扣淌进脖颈渗进

衣服，浑身很快湿透，但她还是觉得热，因为汗在不停地冒出来，顷刻

间就跟冰凉的雨水混在一起，冷和热交织成一种黏腻腻的不适，包裹

住了她的全身。

平时短短一段路，今天怎么像是骑不到头了？不知道孩子们是不

是也等得着急了？她心里焦灼，便躬下身子努力加速骑行，雨衣在风中

鼓张开来，上下猛烈翻飞，发出疾劲的“噼啪”声，使她看起来像一只勇

猛的大鸟，正在同风雨搏击 ……

这个人，就是奉化区溪口医院儿科主任杨春雨。

上面的场景发生那天，是我加入“杨医生工作室”的翌日。当时我

正在老家一边吃东西一边刷微信，而眼前的电视里，正在不停更新台

风“灿鸿”的消息。“杨医生工作室”是杨春雨医生于六一儿童节那天

创建的微信聊天群，是她跟患儿家长交流、答疑解惑的平台，也是她送

给孩子们最贴心的礼物。我有幸加入进去的时候，人数就已过百。到

我开始写这段文字时，群友已达 243 个，并还在不断增多。这些群友

包括溪口医院的院长和管理层，各科室主任以及骨干，但绝大多数是

杨医生的患儿家长；也有一部分是杨医生的同学和朋友，他们遍布全

国乃至世界，都是各自医学领域的佼佼者。可以说，一些小儿常见病

和普通疾患，只要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很快就能迎刃而解；还有许多医

学常识，也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宣扬。此举更增进了医

生与患者家属间的感情，从根本上为缓解医患矛盾做出了表率。

那天的微信圈被“灿鸿”迷路的消息刷屏，我以为“杨医生工作室”

也不会例外。但是我错了 —— 这个群里，孩子们的妈妈爸爸，甚至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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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奶奶都在七嘴八舌地“声讨”杨医生，批评她不该冒险去医院，警告

她中午不得回家，必须等到台风到达后方可离院！而这一天，医院其实

是安排她休息的 ……

当时我看着看着，就再也坐不住了，起身来到窗前，只见窗外风疾

雨密，呼啸有声，平时车水马龙的大路此刻空荡荡的，看不见一辆车或

一个人经过。我脑海中不由联想起杨医生形单影只、躬身骑行于狂风

劲雨中的场景，胸中波澜起伏，浑身汗毛直竖。恰在此时，几片行道树

的叶子被狂风刮过来，有一片贴在了我眼前的玻璃窗上，它被雨水洗

得那么绿，那么耀眼，并激颤不已 —— 像我当时的心情。然后，一个

念头油然而生：在杨春雨医生身上，绿意已经足够，但还需要鸟鸣。试

想，阳光明媚、绿意葱茏的春天，若是少了鸟儿的脆啼，该多么单调啊！

而我，愿意做那只为她发声的小鸟。

台风过后，我特地乘坐公交车去了趟溪口。随机访问了几位乘客，

都是溪口本地人，都说认识杨医生，都夸她是个好人，其中一位老大爷

还当场翻出随带的通讯录，要给我杨医生的手机号码。我看见，杨医

生在老大爷的通讯录里排名第四，前三位分别是：火警 119，匪警 110，

急救 120。

接下来又有一回，我在溪口医院附近的面馆吃早餐，随口询问了

几位顾客，都说跟杨医生很熟，是她的粉丝，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她

那儿看过病。只有一个顾客不认识杨医生，但也听过她的大名。面

馆的老板娘也插嘴说：“我这面馆生意也全靠杨医生了。”我有些纳

闷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难不成杨医生那么忙还要来兼顾她家的生

意？听她细细道来才晓得，原来，杨医生门诊病人太多，有时都到下班

序　曲

　　闯入台风



春 雨 细 无 声

4

时间了还轮不上，但好在不论多晚，杨医生都会坚持把最后一名患者

看完才下班，于是为了等到杨医生，许多家长就会先去附近的面馆吃

饭，这就有了惠顾面馆生意之说。

……

有一本书上说，世界上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最重要，那就是“信、

望、爱”。而对这三个字，最佳的诠释地应该是在医院。但在医患关

系紧张到白热化的今天，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医暴新闻层出不穷，

令人心寒。许多医生和护士选择了黯然离开，医学系渐渐沦为冷

门 …… 好在杨春雨是医学的忠粉，她依旧在用心诠释着这三个字：

信，是诚信，也是信任；望，是希望，也是守望；爱，是付出，而她已经

无怨无悔，付出多年。

这几年，尤其是近两年来，媒体上报道杨医生事迹的新闻层出不

穷，她获得的荣誉也一个比一个光鲜。但我明白，这不是她当一名

好医生的初衷。她是谦卑的，也是平凡的，她不是用来被快速消费

的 —— 这些年，被我们无情消费的东西还少吗？不去说干净的空气和

水，就连文化、人格乃至灵魂都在逐渐褪失！我们还剩下多少可供敬畏

和仰望的东西？而我断断续续追随着她，这薄薄的一本书写了这么久，

是要让大家看到，她是一个真实、专注、朴实的普通人，更是一个纯粹

的医生 —— 她，完全值当得起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我还想

通过此书，唤起大众对像杨医生这样悉心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的敬畏

与赞叹。

李则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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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段称得上“伟大”的时光，那就是童年。

童年的伟大之处在于：怎么做梦都不过分。因为那是个深信梦想可以

成真的时代 ……

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三

年困难时期，是物质和精神都绝对匮乏的封闭年代，但这似乎并不妨

碍我拥有一段轻松愉悦的孩提时光。这完全得益于我单纯而相对殷

厚的家境。

非常时期的殷厚家境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来自我那富有传奇色

彩的祖辈们。

一

19 世纪中期，也就是大清朝中期，腐败盛行，民不聊生，闭关锁国、

重农抑商政策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人

民思想受到禁锢。世代居住在湖南湘潭、曾出过好几位进士和举人的

逆着时光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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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望族 —— 我的祖上杨氏家族，也显现出日渐衰落的迹象。

于是，某个清晨，一家人携幼将雏毅然离开了故土湖南桃源。浩

浩荡荡向西进发的他们并不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只

是抱定一个信念，往前，就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千里跋涉，我的祖上最后来到四川广安武胜。这片战乱后的土地

满目疮痍，人烟稀少，他们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原先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但他们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广袤的土地也以母亲般的胸怀接纳了

他们，玉带般蜿蜒的嘉陵江从此开始孕育杨氏的这一支脉，无数的子

孙开始在这里繁衍 ……

“天保定汝，万事永昌。”当我的曾祖杨汝林（举人）为两个儿子分

别取名为杨万仁、杨万义时，杨家家风中“仁义”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

芽。杨氏家族在此开办学堂，尊师重教，以德治学，为乡邻所称道。

杨万仁就是我的祖父。成人之后，他给自己取了字 ——“修业”。

他希望自己能有汉末杨修之才、北宋杨业之德。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

两个字的意义。首先是才华过人。人称有过目不忘之能的祖父是能

够背下整部词典的“学霸”，一支笔杆更能写出锦绣文章。老一辈亲

朋中常有人感慨，他完全是考进士争状元的料子，可惜科举被废除了。

祖父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后合并为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被县里两

所中学（男校、女校）同时聘为语文教师，可见传言不虚。其次是忠义

报国。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祖父毅然离开家中娇妻幼儿，报名入伍出

川抗日，担任防毒部队上校。后来随着战争重心的转移，国民党冀察

战区分崩离析，他重新回到川大，担任物理系教授。

祖父一介书生，正直、爱国，但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不过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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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没有政治信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凭借

自己的地位、威望与学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人效应），给身陷囹

圄的共产党人当保人，以他特有的方式来为国出力；而他的两个幼子

也在他的感染下，帮助共产党人传递情报，站岗放哨 —— 我想，他那

时就一定已经看到，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

祖父这样一位单纯的知识分子、一名学者，看到祖国山河饱受蹂

躏，心情郁愤，积郁成疾，不待中国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就离世了，

当时，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只有十二岁。听父亲回忆，那时镇上

的各界人士和学校的师生都自发前来送葬，队伍排了几里长，还有无

数人来到家里，只为求得一本祖父做过笔记的书带回去珍藏。祖父魂

魄归西后，所在地的政府专门为他立碑并撰文立传，以让后人永记。

2007 年，正逢祖父百岁诞辰，我叔叔专程从湖北武汉赶去，凭着儿

时的记忆寻找到了当时的立碑地点。只可惜，祖父的墓碑已湮灭无踪，

无迹可寻。现场除了几段残缺的外墙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我堂

妹将照片发到网上，我父亲看到那张图片后，潸然泪下，并沉默了整整

一天。

当年的幼子、我的叔叔，现已年过八旬的杨世宏，还清晰地记得小

时候，每天早晨，小兄弟俩手牵手来到父亲床前，照例先给病中的父亲

请安，然后就开始用稚嫩的声音背诵家训。时光荏苒，70 多年后，在杨

世宏八十岁寿宴上，这一幕重现了。一家三代恭立成排，在寿星的带

领下齐诵家训：“我愿做世界上第一等人。须体格健壮、精神旺盛、思

想高尚、行为良好、技术精巧、言语美妙，无丝毫恶劣嗜好，有一切优良

习惯，不迷信、不固执，做事有计划和恒心，勤俭耐劳而能适度，勇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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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要利用时间、空间、物力、财力和自己的体力、脑力，创造出光明快

乐的新生命！”

祖父逝世 3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时正读大二的父

亲杨世旭，毅然放弃学业，告别寡母，扛起了枪，迈进了人民军队这个

大熔炉，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他只是一名战地新

闻工作者，没有亲临前线真刀真枪去打仗，但他却从此成为一名真正

的革命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荣获一枚金日成和平奖章。

1953 年，父亲回国，在辽宁师范学院政治系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留在

沈阳军区政治部工作。1957 年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母亲结

婚，共生育子女 4 人。

说到母亲，不得不说说她的家庭。母亲的爸爸，即我的外祖父，出

杨
家
三
代
齐
诵
家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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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做船运起家的大户人家，从小家境富裕，家人几乎

个个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外祖父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成绩优异，

属人中龙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

路 —— 成渝铁路的总工程师，他的名字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占据着

一席之地。外祖父沉静稳健，喜怒不形于色，因曾是国民党党员，在“三

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子女，60 年代初，他

辞去公职，并一直遵循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人生

信条，很少与外界交际，只管精心培育自己的 3 个子女，过着内敛而精

致的生活。

然而，事态并不以他的设想平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

席卷了这个和和美美的家庭，所有的子女，甚至于我们小字辈都受到

了牵连：在北京卫戍区当军官的小姨父带着小姨提前转业；身为成都

市水利电力工程设计院总工程师的舅舅，也因家族历史问题离开设计

院，辗转进了偏僻的大山；而我的父母也从富庶的黑土地奔赴遥远的

大西北，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

二

父母亲在“文革”中的许多遭遇，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和妹妹还

小。傍晚时分，我和妹妹经常饿着肚子坐在母亲学校大会堂前的水

泥板上等她。母亲往往是最后一个从会堂大门走出来的人，她身穿

旗袍，拖着疲惫的步子，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虽然面容憔悴，但看到我

们姐妹俩，面庞马上就带上了微笑。她温柔地牵起我和妹妹的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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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我们回家喽！”那一刻，母亲传递给我们的温暖，在心中成为

永恒的定格。

父母亲晚上偶尔也会谈论几句关于“坐土飞机”之类的话。我当

时根本不懂他们嘴里的“坐土飞机”是怎么一回事，长大后看到“文革”

时被批斗的一些老革命人的照片，一个个低着头，弯着腰，脖子上挂着

牌子，双手反剪在背后，身体扭曲到怪诞，看不到面部表情 …… 我这

才知道，我亲爱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的摧残有多严重，“文革”是多

么的丧心病狂！可他们留给我们的，却是笑对人生的乐观与坚强，和对

未来充满信心的胸怀。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们做孩子的也因这样的家庭背景，

被红色少年团（红小兵、红卫兵）拒绝，两个哥哥在上大学后才加入共

青团组织。而母亲是在“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才实现了她一生的

梦想 ——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晚年病魔缠身、神志不是很清

晰的那段日子，认不得家人，却始终记得让父亲去给她交党费。在母

亲即将入土时，妹妹匆匆从她所在的宁夏工业大学党委拿来一枚鲜红

的党徽，轻轻别在了母亲的胸前。

小时候在家里很少听父母讲他们的爱情故事。我只知道，外祖

父与我的叔公是大学同学，而且很要好，应该是在大人们的频频走

动中，孩提时期的父母就这样相识了。那时的环境并没有给予他们

更多相互接触的空间，但母亲年少时秀丽的形象一直留存在我父亲

的脑海中。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在现在的宁夏第五医院），母亲的

一位旧交一遇到我就说：“你是老杨家的小雨吧？与你母亲还是很像

的，不过没有她漂亮与有气质。”母亲的确很漂亮，双眼皮，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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