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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医院护士长偶遇路人昏迷，竭尽全力施救，她说——

军装和白衣是我的信心和底气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张娜是解放军第九八三医院门

诊部的文职护士长。今年清明期间，

她从天津回山西老家扫墓，在运城北

站偶遇一名心脏病患者晕倒昏迷不

醒。她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在最宝

贵的时间段内，稳定住了患者的生命

体征。救护车赶来，患者被送往医

院，最终脱离危险。这件事给张娜带

来了很大的触动，不仅仅是救人——

多年前，她的父亲因突发心脏病去

世，能在清明时节的老家，和大家一

起挽救一名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对她

来说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

旅客突发心脏病

及时伸援手施救

4月3日傍晚，山西运城北站候车
大厅人头攒动，张娜也在此中转，准
备倒车回老家。刚过完安检，她就看
到不远处一男子突然栽倒，周围乘客
乱作一团，谁都不敢靠近。车站里几
位民警和工作人员匆匆赶过来，身为
医务工作者，张娜也跑了过去。
经观察，患者嘴唇发绀，面色紫

青，呼吸心跳停止，大小便失禁，生命
体征消失，口腔里不断有呕吐物溢

出，情况非常严重。大厅里没有别的
医生，张娜初步判断患者是突发性心
脏骤停。她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
苏术，同时指导民警，帮忙清除患者
口腔内的分泌物，并用硬物抵在患者
齿间，避免发生咬舌。
心脏骤停之后，由于脑血流突然

中断，10秒左右患者就可能出现意识
丧失，30秒出现全身抽搐情况，60秒
瞳孔散大，在完全缺氧的状态下，4至
6分钟，患者会出现脑损伤，8至10分
钟后，脑损伤将不可逆。因此前4分
钟是抢救的最佳时间，被称为“黄金4
分钟”。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张娜不

敢有片刻停歇，不间断地为患者进行
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的正确做法是要
用上半身的力量垂直向下按压，确保
按压深度达到5至6厘米，按压频率要
保持在每分钟100至120次。两三分
钟过去，张娜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
她一边施救一边观察患者面部变化，
看到患者仍没有任何生命体征，心里
很着急，突然想到，这类有心脏基础
病的患者应该会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便让民警帮忙找找，终于在患者上衣
右侧口袋里找到了速效救心丸和硝
酸甘油。帮患者舌下含服一片硝酸
甘油后，张娜继续不间断地施救。
5分钟后，张娜有些体力不支，民

警提出和她轮流做胸外按压。张娜
给民警讲了动作要领，又拿出手机，
打开手电筒照亮，发现患者瞳孔对光
毫无反应。该做的急救都做了，可患
者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能不能挽救
他的生命，张娜也没把握。
救护车赶到了。张娜向医生描述

了现场情况，患者被送往医院，这时
张娜才放松下来，瘫坐在地上，一点
儿力气也没有了。民警对她说：“感
谢您及时施救，能否留下个联系方
式，患者的家人会感谢您。”张娜说不
用，这是医护人员该做的事。但在民
警的执意坚持下，她还是留下了电话

号码。登上返乡的火车，张娜的心情
恢复了平静，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
景，思绪一下子回到2015年夏天，那
也是她和父亲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当年父亲因心脏病猝死

成为女儿心底的一个结

1982年，张娜出生在山西省运城
市闻喜县。童年的生活既平淡又幸
福，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
姐姐。她在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父
母从不让她干活，姐姐们总把最好的
给她，生怕她受委屈。
中学时，有一天张娜骑自行车上

学，半路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人重重摔
在地上，浑身剧痛，喘不过气，脸也肿
得厉害，眼睛被挤得只剩一条缝了。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轻微脑震荡、胃出
血，需要住院治疗。父母得知女儿出
了车祸，急忙赶往医院，看着躺在病
床上的小张娜心疼不已。住院期间，
父母每天得下地干农活，还要轮流来
医院照顾她。爷爷也每天骑自行车
过来，哪怕只待一会儿，看见张娜平
安，才放心。这段经历让张娜深深感
受到亲人的关心和爱。
22岁时，张娜从山西医科大学毕

业来到天津，成为这家部队医院体检
中心的医护人员。离开了家乡、父
母，她才知道一个人在外生活不容
易。在老家时，每天回来都能吃上热
腾腾的饭菜；工作后，下班回家迎接
她的只有冰冷的房间。所以只要休
假，她就会回家。结婚后，夫妻二人
工作都很忙，张娜便拜托父母、姐姐
偶尔来天津帮她带孩子。
2015年，张娜回老家，白天约朋

友出去玩，晚上10点回来，看到父母

的房间黑着灯，以为他们已经休息了，
便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一个小时后
她接到电话，是医院的通知，她的父亲
已经离世了。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
白天父亲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在
了！急匆匆赶到医院才知道，原来父亲
晚上开车出去办事，突发心脏骤停。路
人拨打120，15分钟后救护车赶来，遗憾
的是，父亲已停止了呼吸。其实她父亲
很早就查出心脏有问题，因此身上常备
急救药物，可是在心脏骤停的那几秒钟
内，人完全失去了知觉，来不及拿药，身
边又没有别人，耽误了抢救。
张娜责怪自己，如果那天不出门，

在家陪着父亲，和他一起去办事，悲剧
就不会发生。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关键
时刻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那种无力和
自责感，成为她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
今年清明期间，张娜回家给父亲扫墓，
没想到路遇患者，跟当年父亲的病症类
似，只不过，这位患者更幸运一些，因为
得到了及时施救。这件事让张娜意识
到，尽己所能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的
职责，同时也能从中收获一种巨大的幸
福感。

军装和白衣

给了她信心和底气

结束了清明假期，4月6日，张娜从
家乡返回天津，继续投入到忙碌的工作
中。她在这家部队医院工作了近二十
年，2007年，经过严格筛选，她正式成为
军队文职人员，军人和医务工作者的双
重身份，让她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
2019年 4月，她调到门诊部任护士长。
从门诊楼安全措施的检查、医护人员的
管理和培训，到各诊室日常秩序的维
持、医院各项宣传活动的筹备，事无巨

细，她都要亲力亲为。作为一名军人，每
周她还会进行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体能训
练，增强体魄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吃苦
耐劳、冲锋在前的意志品质。工作中，她
多次获得“四有”优秀文职人员、优秀护
士长等荣誉。
4月12日，张娜接到一个从山西打

来的电话。对方是运城北站副站长，他
告诉张娜，那名患者已经获救，转到山西
省心血管病医院继续治疗，情况基本稳
定。听到这个好消息，张娜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
患者家属也打来电话，向张娜表示

感谢：“张护士长，我是您在火车站抢救
过的病人的家属，多方打听，才知道您在
部队医院工作，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
是您当时采取的急救措施，后果我们都
不敢想。您不仅挽救了一个生命，也挽
救了我们这个家，我们真的要好好谢谢
您！”从家属口中得知，患者是山西太原
人，那天从运城老家扫墓回来，准备乘车
返回太原，刚过安检就发生了心脏骤停，
瞬间失去了知觉。是张娜的及时施救为
患者争取了时间，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终
于在当晚恢复了心跳和呼吸，又做了心
脏手术，生命体征平稳。
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年，张娜也经历

过类似的突发事件，但身边有同事在，无
论困难多大，她也总有一种踏实感，都能
按部就班地救治患者。而这次却不一
样，她是一个人在战斗，根本没时间思
考，更没有人可以商量，必须毫不犹豫地
做出判断，进行抢救。有人问她：“你不
怕抢救失败，患者家属会埋怨你吗？”她
自信地回答：“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相信
人们都是善良的。我是党和军队培养出
来的护理人员，救死扶伤是使命所在，没
有什么怕的，我身穿的军装和白衣就是
我的信心和底气！”

身边好人

刘心武访谈

不断地寻寻觅觅
给自己的心灵以光明

多年前，我做副刊编辑不久，初次结识

刘心武先生，能约到他的稿件，不免诚惶诚

恐。但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感觉刘先生随和

温润，是个很单纯的人。他对自己也曾从事

过的编辑工作有着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珍视，

对我们这些正做着编辑的后辈，始终以平素

谦敬的姿态、关键时刻热情的援手，做着善

意的推举。

刘先生跟我的邮件往来，总以“孝兵先

生”“朱先生”相称。将这样的称谓冠于区区

无名之辈，我深知刘先生的厚望和期许。还

记得我当时供职的报纸周年纪念，要推出专

版，邀请名家写祝贺语。我战战兢兢地给多

位名家打电话、发邮件，四处央告。刘先生

是第一个寄回祝贺语的，就写在我之前给他

寄的样报报眉上：“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这种鼓励和祝福令人感动。

日居月诸，光阴似水。4月27日，应《今

晚报》副刊之邀，刘先生将作为“海河文化讲

堂”首期嘉宾，来津开讲《〈红楼梦〉中的小人

物》。我就阅读和写作两方面列出提纲，提

前给刘先生的助手焦金木发过去。当天下

午，焦金木就给我回复了刘先生的录音留言

文件。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先生仍底气十足，

话音悠长。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尤其谈

及文学的问题时，极富启发性和预见性，令

人豁然开朗，收获满满。

文学赏读

贵在移情

据刘心武讲，其少年时代的阅读，首先
离不开本土文学作品的滋养。他当时读了
孙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铁木
前传》，深受触动。他曾经可以背诵鲁迅的
小说《伤逝》。其次，他在少年时代还读过不
少俄罗斯文学及苏联文学作品。这主要是
受其哥哥刘心化的影响。刘心化当时是北
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常把相关
作品带回家，刘心武便有了读到这些作品的
机会。他记得：“有一部小说是苏联儿童文
学作家盖达尔的《少年鼓手的命运》，讲述一
个少先队员被犯罪分子蒙蔽利用，最后觉醒
的故事。我读后深受感动。”第三方面便是
对欧美文学的涉猎。刘心武说，他上高中时
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
部作品的主题就是让人们在认清生活真相
之后，不是崩溃，而是依然热爱生活。”这部
作品深深地影响了刘心武，使他在从事文学
创作后，将仁爱和希望的人性之光蕴于作品
之中。

谈到文学的阅读与欣赏，刘心武认为，
情绪的代入和共鸣很重要。比如，读过鲁迅
的《伤逝》之后，会感到一种惆怅的情绪，“那
是由文推演开去的，对已经逝去的那些爱
情、友情、亲情，那些岁月，那些不可重复的
人生片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绪。”

作品的调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传达
一种怅惘之情，也可以传递明朗欢快的愉
悦，还可以让人们产生激昂甚至愤怒的情
绪。刘心武说，他曾当众情绪激昂地朗诵鲁
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要进入文学欣赏的

境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情绪代入。
只靠阅读产生一些思想和联想，是不够
的。文学阅读，要有情绪的代入和共享，并
将作者传递的情绪宣泄出来。”
《文心雕龙》载：“夫情动而言形，理发

而文见。”《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行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
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刘心武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很形象
地诠释了“诗缘情”说。文学阅读过程中，
心灵的敏感和情绪的代入可以让人对作品
主人公的命运和经历感同身受，从而更深
刻地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而且，能给人
以极强情绪共鸣的作品，往往让人有余音
绕梁之感，会使人禁不住去重读。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

融入西方文学精神

在谈到文学创作的源泉时，刘心武提
到作家写作有不同的流派和出发点：有一
种作家，永远是在写自己，其作品可以称之
为“私小说”，即作者通过对自身命运的描
述和内心情感的宣泄，形成一种特殊的“文
学源”，靠此来创作作品；还有一种作家，不
但能写自己，还可以写别人，写世界，写众
生相。刘心武说：“第二种写作方式的难
度更大。因为第一种写作方式，只要作者
个人经历丰富就可以写，甚至个人经历简
单，但内心情感特别细腻，也可创作出很好
的文本；而第二类小说，则需要作者不单能
写自己，还要有刻画他者和描摹社会众生相
的本领。”
《钟鼓楼》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有上百个

人物，有学者称之为“《清明上河图》式的小
说”，如果用摄影术语来形容，应该是用广角
来呈现一个时代的众生相。刘心武讲了创
作《钟鼓楼》前去体验生活的经历，让人感到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过程中“深入生活”的重
要性。

创作《钟鼓楼》之前，刘心武曾到北京隆
福寺“人民市场”去体验生活，接触过售货
员、仓库管理员，跟他们一块儿站柜台、运
货、布货。相熟后，他又去他们的家里做客，
并采访其所在大杂院的邻居。他将这些深
入生活后的心得收获——搜集到的素材和
接触到的人物原型，与自己的生活积累焊接
起来，产生化学反应，才产生了这样一部色
彩斑斓的小说。

刘心武说：“要在作品中展示众生相，就
要接触社会、调查研究，观察各种各样的人，
勘探其命运轨迹和生活状态，把握各种人的
不同性格，掌握不同人说话时的不同腔调。”
他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写道：“谨以此作呈
现：在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
感的人们。”一部作品要有时代感和历史感，
作者显然要突破自我认知的小圈子，去观察
和接触社会大舞台的人与事。只有深入生
活，积累素材，才能为时代写照，为苍生留
影，勾勒出历史之魂。

刘心武创作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
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上，被认为是新

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本世纪初，随着《刘心
武揭秘〈红楼梦〉》在央视热播，及其关于《金瓶
梅》、“三言”等古典小说研究文章的发表，有人
认为，刘心武的文学重心已经由现实主义小说
的创作向古典小说的研究转移。对此，刘心武
表示，这种认知是不准确的。这种误解，一方
面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应使然。大众传媒会
因某种现象或热点的短时间广泛传播，而将话
题人物某一方面的人设特征无限放大，以至于
让人忽略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另一方面，这
也是大多数人对于话题人物不了解所致。

刘心武说，学者庞茂森的论文《刘心武在
法国的接受与阐释》（发表于2021年第3期《当
代文坛》）可以解疑释惑，消除这种误解。该论
文摘要中指出：“刘心武是最早一批中国当代
作家海外译介成功的范例。其作品最先在法
国得到译介，迄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刘心武
的法译本小说《树与林同在》《护城河边的灰姑
娘》《尘与汗》《人面鱼》《蓝夜叉》《泼妇鸡丁》
等，都由法国老牌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2012年，伽利玛出版社再版推出刘心武作品袖
珍本，《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和《人面鱼》收录于
同名短篇小说集《护城河边的灰姑娘》。至此，
刘心武的作品在法国与蒙田、乔治·桑、福克纳
等文学巨匠同享殊荣，进入经典序列。

为何刘心武的小说在法国如此受欢迎？
据长期关注刘心武的译者、汉学家戴鹤白称，
这是“西方艺术技艺和中国文学观在刘心武作
品中交融共存”的缘故。戴鹤白认为：一方面，
刘心武是中国作家，他专门写中国社会普通人
的生活，写众生相，歌颂无名之辈；另一方面，
刘心武又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作品中浸润着
法国人道主义的滋养。刘心武说：“我的作品

继承了中国传统中优秀的因素，特别像《红楼
梦》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同时又汲取了西方
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
神。我的作品是将这两种人文精神融合在一
起的。”

为了写好小说

向曹雪芹取经

刘心武说，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他们
这一代作家读过不少；而他本人和法国小说
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
清张等都有过接触。但是，因为不懂外文，不
能读原著，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后来，刘心武
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
一个中国作家。我用方块字写作，构成的文
本是中文文本。那么，我最应该借鉴和学习
的是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呢？就是我们
老祖宗的传统文学作品。比如写小
说，就要向中国传统的古典白话小
说来借鉴和学习，而其中最杰出
的，就是明代的《金瓶梅》和清代的
《红楼梦》。”

因此，当有人说“刘心武去研
究古典文学了，不写小说了”，刘心
武回应：“我正是为了写好小说，才
去研究古典小说的。我之所以研究

《红楼梦》和《金瓶梅》，并不是因为我写
不出小说了，不想写了，而是因为我特别想

写小说，想把小说写得更好。所以我决定，要重
点向曹雪芹取经，向兰陵笑笑生取经。正是由
于钻研他们的小说，我才有新的长篇小说《飘
窗》《邮轮碎片》产生。”

刘心武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一度有“四斯
二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马尔克斯
和卡夫卡、卡尔维诺）之说，好像离开这六个人，
中国作家就别写作了。“当然，很多中国作家借
鉴其现代手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而现在有些
青年作家和我前些年的认识一样，看到了方块
字里有好东西，像志怪小说、笔记小说，都非常
好，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来充实创作。”
刘心武认为，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没有错，
但同时也要懂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宝库里有很多
养分，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拥有一对翅膀，
在文学的天空自由翱翔。

进入八十岁以后，刘心武仍出版了不少作
品，像《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
路》，还有回忆与老一辈作家、文人交往的《也曾
隔窗窥新月》等。问及他如何在耄耋之年保持
创作激情，他这样回答：“一个人一生应该守住
一个爱好。我从小喜欢阅读，喜欢写作。我感
谢命运，感谢时代，感谢读者，也感谢编者。我
的一生，将爱好变成了谋生手段，变成了我一生
享受的精神生活。由此，我就觉得爱好写作是
非常重要的——不要为名利写作，不要为得奖
写作。对于王蒙，我特别佩服他那种人格优势
和性格优势，自信爆棚，有一股劲儿。他热爱文
学，热爱写作，热爱文化，我从他那儿得到了激
励。我比他小八岁，所以，我仍然坚持着我的爱
好，仍然积极地写作。恐怕我们都是生命不息，
写作不止的人。因为写作是我们生命的动力，
是我们生存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支柱。”

问：当下，年轻人的阅读大都是电子阅读，甚

或是听读，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心武：这是时代的演化进展使然。随着科
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从纸质文本的
阅读发展成使用手机的电子阅读，从用眼睛看文
字到用耳朵听文章，将来还可能有更新的形式。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欣赏文学作品的方式会多
种多样。我觉得这种进步是很好的事情。为了适
应这个时代，我也和一些音频平台合作，录制讲座
节目，供听友们欣赏。一开始，我发现我的一些作
品，比如《钟鼓楼》，有些文友就是通过听读来欣赏
的。后来，我就直接录制一些音频节目，比如最近
就有一套正在喜马拉雅平台热播的节目，即《〈红
楼梦〉〈金瓶梅〉合璧阅读》，也欢迎喜欢的朋友们
来听读批评。其纸质书《〈红楼梦〉〈金瓶梅〉合璧
阅读》也即将出版，欢迎仍保持书本阅读习惯的朋
友到时候去购阅。

问：您曾与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

伯-格里耶有过交往，能否谈谈对这类现代小说

表现手法的看法？

刘心武：1988年，在法国巴黎，我和阿兰·罗
伯-格里耶有过一段交往。我们在协和广场附近
酒店的露台上，边喝着香槟，边借助翻译交流。对
“新小说”的作品，我读过一些译本，其特点就是反
传统。像之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罗曼·罗
兰、雨果，他们是在对社会进行观察后，带着相应
的认知和情感来写作的。这其中出现了许多优秀
作品。但是，“新小说”作家不满足这样的写作，他
们主张叙述者要冷静到底、情绪为零，文笔非常简
约，体现出物化、完全客观化的风格，有时甚至让
人看不懂。任何在文学活动中有突破意义的作家
和作品，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
喜欢法国相对古典的作家和作品。

问：您现在每天的时间怎么安排，阅读和写作

占了多大的比例？

刘心武：我每天上午睡觉，中午起床，一日两
餐，中午吃一餐，晚上吃一餐；写作和阅读主要在
下午和晚上，至于具体花了多少时间，我从来没有
统计过。随心所欲不逾矩，就好了。虽然我的作
息有些古怪，但我的生命状态挺好。前不久我们
去三亚，坐飞机，单程4小时，我都没有问题。到
三亚各景点游览，心情也挺愉快的。所以，我感觉
自己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

问：目前您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刘心武：我现在读书挺杂的，其中有一本是重
读的，即《老残游记》。目前，我对《红楼梦》《金瓶
梅》的研究，都出了一些著作，一直在《今晚报》副
刊连载的栏目“三言卮谈”也即将结集出版。

问：现代人都比较关注养生。二十多年前您

出过一本散文集《心灵体操》，里面有篇文章叫《心

灵保健操》，提到一些调节情绪的方式，现在这套

心灵体操您还常用吗？

刘心武：这套“体操”我还是常用的。说到底，
养生就是养心，心养好了，身就好。我们要保持一
种乐观、健康、通达的心灵状态。近年来，我还把
一些散发的文章编成集子，已经出版了四本，每本
书名都是一个字，分别是《润》《恕》《悯》《觅》。这
四个字概括了我多年来心灵保健的秘诀：首先，处
世要温润一些，对待自己和他人都要温润；其次，
要懂得宽恕，宽恕别人和被别人宽恕都会感到幸
福；再次，要有怜悯之心，明白每个人生活都不容
易，尽量去体谅别人，也要学会怜悯自己；最后，要
不断地寻寻觅觅，寻找给自己的心灵以光明的人
和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娜

刘心武
著名作家，1942年生于

四川成都，小说代表作《班主
任》《钟鼓楼》《飘窗》等。《钟鼓
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在
央视《百家讲坛》录制《刘心
武揭秘〈红楼梦〉》推动
了红学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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