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飞的《人间》，犹如一幅
细腻而宏大的民俗画卷，在读
者面前徐徐展开，呈现人性的
复杂与时代的变迁。

《人间》由郑州大学出版社
推出，一问世就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这部反映河南省豫东
地区农村生活新风貌的乡土题
材长篇小说，共 3 卷、133 个章
节、44 万字。小说以一个叫王
家寨的村子，描写整个豫东平
原，再现了河南农村半个多世
纪的风云变幻，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讴歌了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脱贫致富的
光辉业绩。

小说以女主人公姚淑美的
感情线为重要线索之一，生动
地刻画了她与 3 个男人之间的
情感故事。姚淑美与丈夫王贵
仁的感情浓厚纯洁，让人感受
到爱情的真挚与美好；与王文
福的情感则充满无奈与抗拒，
展现了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无
奈；与马春耕的情感缠绵悱恻，
象征着纯粹的欲望。20多岁的
姚淑美失去丈夫，守身如玉却
在心仪男子出现时动了心念，
描写得真实而动人。正如古语
所说：“千人千面，百人百性。”
韩飞从尊重人性的角度出发，
如实描绘了姚淑美的心迹演变
过程，使得人物形象惟妙惟肖、
生动感人。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以时代前进为脉络，聚焦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豫东平原的巨大变化。小
说展现了平原地区独特的生活风貌、浓郁的风情、
淳朴的民风和传统的民俗，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丰
富、生动的农村生活画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让
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豫东平原，感受着时代的
脉搏和人民的生活变迁。

小说成功塑造了姚淑美、王贵仁、马春耕等人
物形象，以时代发展为主线，重点突出了两代人的
婚恋、三代人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并穿插了具有
地方特色的风俗民情、民间传说和饮食文化。

韩飞出生在河南省郸城县。豫东自古就是中
原文化厚重地域。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
韩飞对农村生活有着难以割裂的浓厚情结。在《人
间》里，围绕粮食问题而展开的故事叙述和穿插的
豫东饮食文化的描述，反映了韩飞对粮食问题、对
民生的深深忧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以食
为天”的思想，流露出韩飞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小说叙述沉稳、语调厚重，故事情节一波三折，
矛盾冲突跌宕起伏，人物刻画鲜明生动，极具故事
的张力和浓厚的文学色彩，弘扬了主旋律，传递了
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文学作品。

小说的创作有“三重境界”：一是小说家在写小
说时有神来之笔；二是小说家写小说也被小说所
写；三是并非小说家在写小说，而是小说自己在
写。韩飞的写作，既是小说家在写小说，同时也被
小说所写。通过序言，我们更能深入地了解这部作
品的创作历程。韩飞花费7年心血写成《人间》，他
的初心源于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故事，那些回忆深
深印在他的心里。

中学时代就有写书想法的韩飞，后来参军，从
事多年新闻报道和机关文字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
作品。转业后，韩飞一度迷失方向，直到同学的一
句话唤起了他的初心，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写作过
程中，韩飞提到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讲述，这
其实是他进入痴迷写作状态的体现。韩飞对自己
作品的评价十分谦逊，他认为“一本书写得好与不
好，只有读者有资格评价”。

小说出版后，不少读者被这部作品感动得流
泪，而韩飞自己在写作时也曾泪流不止。这充分说
明《人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触动读者的心
灵。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间》让我们停下脚
步，去感受人性的温暖与复杂，去领略时代的变迁
与魅力。

（作者供职于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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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絮语

小时候，我总想走出村庄，去
往梦想的大城市；如今，我离开村
庄多年，又经常回想起村庄的许多
事儿、许多人。这种思绪变化，就
像人生的一段旅程，既有期待又有
遗憾。

我上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已经
是几年前。我当时带着妻子和女
儿回老家，因为时间仓促，所以只
在自家的老屋前转了转，用手机拍
了几张照片。随后，我们就匆匆忙
忙地去舅舅家了。老屋因为许久
无人居住，已经破败不堪，院子里
长满了青苔。和村里的几位熟悉

的人聊天，话语间还是那么亲切，
瞬间让我想起许多已故的人和往
事。

小时候，因为生活条件落后、物
资匮乏，好吃的东西非常少。在冬
天，去野地捕捉野兔等就成了我改
善生活的一种途径，也成了我童年

中的一大趣事。我和大姐就是一对
很好的搭档。我们经常空手出去、
满载而归，被乡亲们投去羡慕的眼
光。我们各自发挥特长。大姐虽然
个头不高，但是健步如飞。我的视
力较好，还经常有人开玩笑地说：

“这小子的眼睛‘尖’着呢！”

顶着凛冽的寒风，迈着愉悦的
步伐，我们开始了一段“寻宝”之
旅。大姐不仅了解野兔的生活环
境，还熟练掌握给它们“下套”的方
法。我在远处大声地喊：“姐，你快
看，旁边的那个沟里有一只野兔，
赶紧逮住它，可别让它跑了。”一不

留神，大姐已经手里提着野兔乐呵
呵地朝我走来。如此配合，总会让
我们收获颇丰。

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再也不用捕捉野兔等来填饱肚
子了。那些捕捉野兔等的往事，已
经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成了家
人闲聊时的轻松话题。

村庄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村庄
的故事却耐人寻味，这是岁月带给
我的精神支柱，更是平凡的村庄生
活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作者供职于山西白求恩医院
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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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常言道：“家风好，就能家道兴
盛、和顺美满。”那么，什么是家风
呢？它是一个家庭传承的风气，是
一种力量，是一种文化，甚至是融
化在我们血液里的气质，百世不
磨，经久不衰。

从诸葛亮《诫子书》“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的教导，到儒家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再
到《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的格言，都闪烁着良好家
风的光芒。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
富，是留给后代最好的“遗产”。我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我
的第一位老师，他热爱读书、书法，
家里随处可见他的墨宝。在我的
记忆中，父亲总是屏气凝神、挥毫
泼墨，书法就如同他的生命一样重
要！

父亲儿时生活不易，生在农村
的他家境贫困，1 分钱都尤为珍
贵。年少时的父亲，学习刻苦。我
曾在书柜里看到好几本手抄的书

籍，字迹工工整整，不知父亲花了
多少时间誊写。父亲说那时没钱
买书，很多时候都是借别人的书来
抄。即使后来工作了，父亲也没有
放弃学习，总是挤出时间练字和写
诗。

记得有一次，我考试得奖了，
回家后得意地跟父亲说：“爸爸你
看，我获奖了！”父亲当时就严肃地
对我说：“女儿啊！你不能有点儿
成绩就骄傲！”随后，父亲拿出笔
墨，非常认真地写下“忠厚培心和

平养性，诗书启后勤俭传家”这 16
个大字，并告诫我做任何事都不能
骄傲浮躁。后来，我把这16个大字
装裱起来挂在床头，时刻鞭策着我
前行。

到医院工作后，我看到老师们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在护理患
者时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我
问自己，当患者饱受病痛折磨时，
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呢？这时，我
才逐渐懂得了父亲对我的叮嘱与
期望。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操作，

我都尽力做到最好，以满腔热忱对
待每一位患者，以敬畏的心守护每
一个生命！

父亲说，书法他会一直坚持
下去。我知道，这一纸墨香里有
他的人生感悟，有他的气节操守，
还有他的无限乐趣。书法不是简
单地写字，当墨水在纸上晕染，我
们看到的是书写者内心的情感流
动。不同的笔画，如同人生中的
各种境遇。做任何事，只有专心
致志，才能厚积薄发，这才是家风
的真正含义。

笔墨传家。对于我而言，提笔
与落笔就像人生的抉择与坚守。
今后的路，我会继续笃定前行。
我相信，良好的家风也将随着丝
丝墨香代代相传！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一纸墨香 一段家风
□刘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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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
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
淳良不可信也。”医务人员身负救
死扶伤的重任，若没有仁爱之心，
便不可托付性命。只有用爱心倾
听痛苦，用细心治愈伤痛，才能成
为患者健康的“守护神”。

河南省胸科医院名誉院长王
平凡，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
贴，擅长各种心胸血管疾病的外
科治疗，30 余项技术填补了省内
空白，6项成果处于国内外领先水
平。40 年行医路，王平凡以超凡
技艺，成为国内极少数手术例数
超过2万例的专家，手术范围涵盖
众多病种，患者年龄跨度从新生
儿至耄耋老人。在王平凡带领
下，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
多项指标持续处于国内先进水
平。

荣誉的背后，是王平凡勇毅
质朴的生命承诺。不论是胸骨畸
形患者，还是高风险肿瘤老年患
者，经过反复问诊、多学科讨论，
他都坚定地表示：“生命是最值得
敬畏的，无论多复杂的手术，只要
患者需要，只要我能开展，治疗都

是有必要、有意义、有价值的。”这
些难度令人望而生畏的手术，爱
与希望跨越万水千山，一次又一
次为身陷绝境的患者叩响生命之
门。

在响应国家健康扶贫计划期
间，王平凡带领团队与贵阳一家
医院深度合作，开展技术帮扶。
一名仅2个月大的男婴，在机缘巧
合下进入王平凡的视野。在重症
监护室洁白的病床上，男婴气息
微弱，身体插满管子安静地蜷缩
着，病房外是满面愁容、一筹莫展
的年轻父母。成功率微乎其微的
手术方案和高昂的治疗费用，让
这个刚刚迎来新生命的家庭面临
艰难的抉择。

这名男婴出生后即发现口唇
发绀，体检时发现心脏问题。贵
阳医院对于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束
手无策，高昂的治疗费用更将这
个家庭推向“深渊”。王平凡看了
男婴的彩超等相关诊断报告后，
经过审慎判断，决定在贵阳为男
婴进行手术治疗。最终，手术成
功完成。

王平凡不仅挽救了男婴的生

命，还为其家庭节省了因长途转
诊及高昂治疗费用可能带来的经
济负担。查房时，恢复健康的男
婴紧紧握着王平凡的手指，露出
了天真无邪的笑脸。面对家长感
激的泪水，王平凡深知，在偏远地
区还有太多这样的孩子，因为交
通不便和医疗条件限制，错失了
治疗的最佳时机。

高尚的情怀，是穿梭于人间
烟火的真挚共情，饱经风霜后的
心怀大爱。王平凡虽然身为业界
翘楚，但是能深切体悟寻常百姓
的拮据与窘迫，洞悉柴米油盐的
艰辛与挑战。王平凡的行医之
道，坚守着医生最纯粹的初心诺
言。

在每年的心外科大会上，王
平凡总是强调：“虽然我们能提供
非常优秀的高端医疗，但是对于
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我们
应做到让经济花费和治疗实效两
者之间达到平衡。”

这位患者以务农为生，是当
地的困难户，一年的全部收入仅
仅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
拮据的他，还是家里的主要劳动

力。他因脑梗死丧失劳动能力，
一年前被诊断为主动脉瓣关闭不
全。由于经济原因，他未坚持治
疗。会诊时，王平凡再次提出：

“对于低收入患者，如果我们在整
个医疗过程中不够精细，不能严
格把控，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偏差，
很可能花费掉这个家庭半年甚至
更长时间的收入。”

王平凡希望在安全有效且
节省费用的前提下进行治疗。
考虑到患者正值壮年，为提高术
后生活质量，王平凡决定进行更
为复杂、技术要求更高的自体瓣
膜修复手术，为患者进行人工血
管置换的同时修复自体瓣膜。
这个决定，直接为患者节省了机
械瓣膜费用，同时避免了术后
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和检查的支
出，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
担。

在手术过程中，王平凡带领
团队精打细算，力求将每一根缝
合线、每一滴血液都用得恰到好
处，最终为患者节省了近2万元的
费用。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微薄的
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帮助。

王平凡带领团队展现出的不仅是
高超的医术，还有对患者深切的
人文关怀。他们的努力，不仅体
现在手术台上，还体现在为患者
着想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已识乾坤大，尤怜草木青。”
王平凡不仅以精湛的医术和深厚
的学识，在心血管外科领域屹立
为峰，还以一颗慈悲之心，如同春
日暖阳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灵。

长路漫漫，信念如磐。王平
凡以医者之心、关怀之情，注视每
一个生命的细微之处，展现了医
者仁心的崇高境界。王平凡这份
医者情怀，不仅凝聚了团队的力
量，还与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全
民健康”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为
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人
才培养及整体事业发展，奠定了
人文基础，塑造了团队灵魂。这
种医者风范，是健康中国战略下
广大医务人员共同追求的理想境
界，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于卫生健
康事业，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胸科医院）

不平凡的行医路
□肖琳燃

抢救新生命

李沐佳/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驻马
店市中心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