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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夏宝枢
◎邹丰强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钓鱼台与姜太公

◎刘春山

诗诗韵潍坊

  每当风里开始飘来若有若无的麦香时，
便是芒种即将到来的讯息。芒种，一个有分量
的名字，“芒”是麦芒的倔强，“种”是播种的希
望，它就像一位勤劳的使者，带着丰收与耕耘
的双重使命，向我们走来。
  此时的麦田，正经历着神奇的蜕变。曾
经的翠绿渐渐被金黄浸染，麦穗们一个个
挺直了腰杆，饱满的麦粒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光泽，这是人与大自然共同精心编
织的金色地毯。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九个节气，其由来便与这“有芒的麦子快
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密切相关。它是农耕
文化的结晶，是古人智慧的体现，提醒着人
们要把握时机，既要收获成熟的小麦，也要
播种新的希望。
  小麦，这看似普通的作物，却承载着非凡
的意义。它是自由的基石，当我站在一望无际
的麦田前，那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仿佛在向
世界展示着生命的力量与自由的姿态。还记
得那些在柏油路上飞驰的时刻，橡胶轮胎下
是坚实的路面，身旁是摇曳的麦穗，风在耳边
“呼呼”作响，带着麦香扑面而来。那一刻，所
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心中只有对自由的
向往和对人生无限可能的憧憬。小麦用它的
存在，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基础，让我们能够
摆脱对温饱的担忧，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
梦想。
  小麦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澎湃力量。从
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与小麦结下了不解之
缘。它是餐桌上的主食，是文明延续的能量源
泉。无数代人依靠小麦的滋养，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每一粒小麦，都凝聚着阳光、雨露和农人的汗
水，它们见证了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
的转变，是人类与自然协作的史诗——— 从野
草到主食，从地域作物到全球粮仓，从手工劳
作到科技赋能。它不仅填饱了肚子，更塑造了
城市、推动了技术革新、编织了文化网络。如
今，当我们吃一片面包或一碗面条时，品尝的
不仅是食物，更是一万年的人类文明轨迹。未
来，随着气候变化与饮食观念的转变，小麦或
许将继续书写新的传奇。
  在这个不太炽热的金色太阳下，坐在麦
田旁的树阴里，耳边似乎萦绕着乡村音乐
那悠扬的旋律。温和的风轻轻拂过脸庞，带
来泥土的芳香和浓郁的麦香。闭上眼睛，仿
佛能看见农人们在田间忙碌的身影，他们
弯腰收割，用双手诠释着劳动的意义。在这
麦香的包围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
力量。这是丰收的前奏，也是新的开始。看
着眼前的麦田，我知道，不久之后，这里将
迎来一场盛大的丰收，那是对辛勤付出的
回报。而我，也将带着小麦赋予我的自由与
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飞驰，任由那扑
面而来的自由气息浸染。

芒间浸染

自由诗
◎任子浩

  夏日时节，家乡田野里的大片麦田，宛
如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轻拂而过，麦浪翻
滚，恰似金色的地毯，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肆意铺展，风中传来淡淡的麦香，丰收的喜
悦涌上心头。我的思绪，仿若断了线的风
筝，回到了中学时代那段青葱而美好的
岁月。
  记得上初中那会儿，家乡虽已出现了
收割机，可起初那收割机也仅仅能把小麦
割倒，尚未具备脱粒功能。每当麦子被割
倒后，乡亲们便会用马车或是三轮车，将
其拉到村边地头的打麦场。而后，便要依
靠脱粒机来完成后续的工序了。给小麦脱
粒需要多人协作，脱粒机响起，“嗡嗡”地
轰鸣着，人们把小麦源源不断地送入脱粒
机，接着，一侧便会吐出高高的麦秸，而另
一侧则会吐出金黄的麦粒。脱粒时飞扬而
起的灰尘，弥漫在空气中，还有高高垒起
的麦秸垛，至今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
忆中。
  待小麦脱粒完毕，把麦秸垛拉走后，金

黄的麦粒便在麦场里被摊开晾晒。金黄的
麦粒如同给麦场铺上了一层熠熠生辉的彩
色绸缎，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
泽。麦场位于村边的地头上，每到中午时
分，那火辣辣的太阳光便毫不留情地照射
着大地。为了能让麦粒尽快晒干，我们得隔
段时间就去给麦子翻一翻，大家常常只能
轮流着回家吃饭。
  到了傍晚时分，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
好似一块巨大的黑布瞬间遮住了整个天
空。我们一家人见状，赶忙七手八脚地把麦
粒子堆起来，再仔细地盖好塑料纸。这时，
父亲匆匆赶来一辆驴车，熟练地卸下驴后，
便在驴车上面搭上棚条，又扯上竹竿，最后
严严实实地盖上塑料纸，一座简易却也实
用的看麦棚子就这样搭好了。父亲转头朝
着我问道：“今晚你愿意在这里看麦子吗？”
我心里寻思着，父亲劳累了一整天，理应让
他晚上回家好好休息了，况且看麦子这活
儿也不累，说不定比在家里还凉快，这可是
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我便痛快地答应了

下来。
  吃过晚饭，我踱步来到麦场。此时夜色
深沉，不见一颗星星闪烁。过了一会儿，渐
渐刮起了风，那空气凉森森的，仿佛在预示
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赶忙钻进那“看麦
棚”里，不多时，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我正睡得香甜，突然间，棚子
外面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接踵而至，那耀眼
的闪电，如同一把把利剑，快速地划过漆黑
的夜空，瞬间将无边的夜幕照得亮如白昼，
紧接着又陷入黑暗。而那巨大的雷鸣，在头
顶上轰隆隆地滚过，仿佛是在播放一部恐
怖的影片，令人心悸不已。
  如今，打麦场里的那些童年时光，随
着岁月的匆匆脚步，越来越远。可那些成
长过程中的快乐瞬间，无忧无虑的笑声，
却永远地留在了记忆深处，成为了我心
中一抹温暖而珍贵的存在，如同夜空中
璀璨的星辰，让我在纷繁复杂的人生旅
程中 ，能怀揣着那份纯真与美好 ，继续
前行。

旧时光里打麦场
◎苏良进

朝花夕拾

  在安丘市辉渠镇黑峪子村西
南山旺，有一凸出的陡峭山崖叫钓
鱼台，相传姜太公曾在此垂钓过。
此处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留山景
区的自然景观，是“黑峪子八大景”
之一。
  “鱼台垂钓似江滨”，这是黑峪
子八大景中的名句，所谓鱼台，即
钓鱼台。此处位于留山北麓山脉、
秀云观正北方位，黑峪子村西南山
旺中部，乃山脊凸出之悬崖峭壁，
左右两侧皆为桃园，每到春天，盛
开的桃花映红了整个钓鱼台。“五
一”前后，若在钓鱼台上方歇息，
那扑鼻的槐花香中带着一丝丝蜜
甜，令人留恋。
  钓鱼台正上方，茂盛的翠柏树
林，站在山头如同身居林海之中。
钓鱼台底部乱石丛生，长满荆棘，
还有野葡萄、覆盆子、木通、爬山虎
等蔓生类藤本植物。每到夏季阴雨
时节，站在钓鱼台上面向东方，雨
雾从面前轻轻飘过，云雾一浪压过
一浪，白茫茫的景象似天水相连，
油然产生一种在江边漫步的感觉。
一会儿，头发上就挂满了晶莹的
水珠。
  来到崖下，举目望去，峭壁之上
生长着黄荆，如同一簇簇花木盆景，
偶有小鸟搭建的窝巢，随风飘曳，煞
是好看。特别是夏天待熟的覆盆子，
如同树莓果实，酸甜味儿令人垂涎
欲滴。
  据史料统计，钓鱼台，仅知名
的全国就有百个以上。留山钓鱼
台是古火山爆发时的遗迹，由玄
武裸岩自然构成，崖陡壁峭，堪为
险峰，钓台顶部为一体的平展石
头平台，上有天然人形脚印，民间
传说是齐太公姜子牙在此垂钓留
下的。黑峪子人特别崇拜姜太公，
关于姜太公的故事人人都能讲出
几个。
  “我们村种姜历史悠久，也许
与姜太公有关吧。”早先留山秀云
观道士视“姜”为神药，道医抓药都
配姜。明清时期以来，黑峪子村里
的几代刘姓中医开药必有姜。“刘
大夫开药方，每副中药不离姜！”曾
被方圆几十里的民众传颂为口
头禅。
  黑峪子村是安丘大姜的原产
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村带动了
汶河沿岸的大姜生产，向临朐高崖，
昌乐平原、红河及朱汉，安丘大盛、
红沙沟和凌河等镇村提供了难以数
计的姜种，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并利
用山洞帮助沿河姜农储藏大姜。上
世纪90年代，黑峪子曾是该市缴纳
大姜特产税的试点村和领头村，通
过推广优质姜种，带动了安丘大姜
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6月7日，《乐道医史》《绝境暗战》新书暨
《如玉—中国介入大师夏宝枢》纪录片发布会
举行。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新书作者、纪录片主
人公，潍坊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夏宝枢教授
身上。
  夏宝枢今年93岁，是中国放射学泰斗，第
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介入大师”，他有着
传奇经历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虚怀若谷人相重

  2023年春，医院交给院史办任务，协助夏
老整理乐道院历史、拍摄介入大师足迹。
  夏老耄耋之年坚持每天长时间工作。《乐
道医史》《绝境暗战》两书按期完成初稿。但提
到事迹，他马上耸耸肩：“做研究可以，宣传个
人不行”。我心中很是焦急。终于，2024年夏，山
东半岛介入治疗论坛邀请夏老在开幕式上讲
话。我顺势恳求夏老系统回顾一下奋斗历程，
也为青年医师成长提供借鉴。这一次，他思索
了一会儿，轻轻点了点头。于是有了《如玉》。
  根植于内心的谦逊，是夏老一以贯之的
品格。每次到夏老家研究工作，他必拿出水
果、咖啡等热情相待。结束时，又必至门口目
送道别。这使比夏老小近40岁的我非常不安。
夏老曾多次与恒安石、戴德森等面谈，研究乐
道院历史多年。但他从没居高临下，始终以商
量和启发的口吻讨论。他爽朗爱笑、温和没有
架子。从年轻医生到放射大师70多年，凡与之
接触过的人，都不曾见他疾言厉色。夏老一生
爱照相，翻开厚厚的相册，从普通员工到医院
院长，各种合影不可胜数。但我发现，他居于
中心位置的合影却少之又少。

须知少日拏拏拏拏云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夏老祖籍江西九江。
他眉宇轩昂，目若朗星，中高身材，一头浓密
的秀发。在任何人群中，这个衣着洁净、干脆
利落、带着书卷气的江南人，都会让你过目不
忘。他青壮年时的照片，多次被潍坊人民照相
馆留用，风采照人。
  夏老率真有趣，从不枯燥乏味。夏老胞妹
夏宝芬教授告诉我们，他从小爱好文艺，喜欢
京戏，扮相极为优美。解放军进城时，他组织
秧歌队上街欢迎。夏老还是山东大学文艺队
队长，学校里的工农兵学员，许多人的交谊舞
是他教的。那时的夏老，可谓“皎如玉树临风
前”。上世纪70年代，市人民医院家属院中，只
有夏老家有钢琴。人们休闲时一般在钓鱼、聊

天，而他家里传出的是贝多芬、肖邦的曲子。
  夏老父亲夏家珖1910年留美，目睹国人受
欺压，毅然回国弃医从教，来到南昌著名的美
国教会学校豫章中学。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
西，学校停办。危难之时，夏家珖约集同仁募
款，组织教工和学生迫使教会让步，学校复
课。由此，夏家珖出任该校第一任国人校长，
一直到1952年。当时国内许多知名高校免试录
取豫章中学推荐毕业生，但夏家珖要求子女
参加高考，且各科成绩必须优秀。
  夏老给人以温暖。在放射科工作近30年，
每逢过年，他都以家在南方为由要求值班。唐
宝懿主任是人民医院眼科大夫、夏老的大学同
学，两人相濡以沫、相伴一生。《如玉》开拍不
久，唐主任病重住院，夏老每天必到病房探望。
有一次我陪夏老去病房，他进门后，先是轻手
轻脚走到床边，然后俯下身来端详着唐主任，
慢慢询问她的情况。那一刻，看着这对70多年历
经风雨真情如初的老人，我不禁潸然泪下。

愿乘风破万里浪

  夏老的成就广为称道，学术方面三大成
就：一是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颠簸疗法治疗
小肠扭转”，使众多农村患者免于手术之苦。
这一疗法被写入大学教科书，获1978年全国医
药卫生科学大会奖；二是上世纪70年代“地方
性氟中毒防治的研究”，推动全国防氟改水工
程，根除了氟骨症，保障了数百万群众健康，
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三是上世纪80年
代，只身赴美进修，引进介入放射技术在全国
推广，成为中国介入放射学的奠基人。当今应
用于现代临床各学科的微创技术，即源于此。
而夏老当时是一个地市级医院放射科大夫，
这是他的非凡之处，“介入大师”名副其实。
  夏宝枢做过8年院长，有力推动了医院从
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的转型。他不失时机
向省卫生厅请缨在人民医院试点，成功开展
了医院分级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职务配套改
革。在全省率先设立了急救中心，为构建全市
黄金急救链打下了基础。
  现象背后，蕴含着夏老知行合一的“成功
密码”：
  登高博见、格局开阔。夏老从小既受中国
传统文化熏陶，又精学外语，知识结构丰厚扎
实。及至工作，在专业上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先
进。改革开放后，他是较早一批走出国门看世
界的专家。他的眼界和意识一直领先于大多数
同行。
  勤于积累、笃学不倦。在夏老的职业生涯

中，中外文献阅读量众多。他几十年如一日亲
手做读书卡片，积累下来有几万张。“板凳要
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高质量中英文
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著作50余部，那些撬动
医学进步的重磅大作，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
呈现的。
  坚韧不拔、豁达乐观。“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在新技术探索上，夏老从
不言弃。他到纽约进修，并没有学习介入放射
任务。出国前，他只是听上海华山医院陈星荣
教授提过这一还未命名的技术，偶然就变为
了必然。他在《如玉》中，饱含深情地述说了排
除巨大困难把技术学到手的经过。真可谓“金
刚不可夺其志，万念不能乱其心”。

“那里有需要我的病人”

  “一定要诊视病人”。夏老一贯强调，放射
科大夫不只是看片子、写报告，诊断时既要见
病又要见人。一切为了病人，早已在他心中深
深扎根。
  夏老喜欢游泳，向往大海。高考所有的志
愿都填报了青岛。上世纪50年代他山东大学
医学系毕业时，曾任乐道院院长、时任卫生厅
副厅长的张斟滋，将其分到潍坊。下车后他发
现全市只有一条公交线路。到东门后只能用
地排车拉着行李，走近五里颠簸的土路，才到
人民医院。他到放射科，没找到像样的机器。
当满怀期望来到张厅长所说堪比青岛游泳之
处的虞河时，顿时傻了眼。夏老说：“我当即回
青岛，找到张厅长，对他说，那里没有可用的
机器，我没有用武之地。”这时，张厅长严肃地
说：“乐道院正是你的用武之地，那里的人民
群众需要你。”
  夏老思想的转变，源于为人民群众服务
的实践。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
人民卫生事业，大批医务人员到工厂农村巡
回医疗，在为人民解除疾苦中，知识分子培养
起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完成了从“小我”到
“大我”的转变。在《如玉》采访中，复旦大学原
副校长、上海华山医院原党委书记冯晓源告
诉我们：上世纪60年代，夏宝枢到华山医院、80
年代到美国两次进修，都因聪慧勤奋得到院
方认可而邀他留下。但每次他都坚定地说：
“我得回潍坊，那里有需要我的病人。”
  1991年10月，年逾八旬的张斟滋回到市人
民医院参加110周年院庆。时任院长的夏宝枢
与他谈及“游泳”往事，两人开怀大笑。全心全
意为人民群众解除疾苦，是夏老取得巨大业
绩的成功之锚。

  “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这是青岛大学
医学影像学系主任徐文坚教授对夏老的评
价。徐教授年轻时是潍坊市人民医院放射科
大夫。后来考取了研究生，因对夏老恋恋不
舍，非常犹豫。夏老便写了一个纸条给他，承
诺毕业后回院接收。徐文坚完成博士、博士后
深造，毅然回来找夏老报到。夏老审时度势，
认为徐文坚选择更大的平台，有利于人才成
长和介入放射技术推广。徐文坚拿出了夏老
的条子，敦促其履行承诺。夏老乘其不备，一
把夺回条子撕掉。许多年后，徐教授提起此事
仍然心潮起伏。夏老始终认为：学生不是老师
和单位的私有财产，只要为国家、为人民，能
发挥出最大的学术能量，在哪里都一样。
  夏老的学生都对自己的导师有相同的
看法：倾尽心血，倾囊而授，不计回报。人民
医院粒子治疗中心的张强主任，曾参与由夏
老策划主持编写的《急腹症影像学》等7部专
著。他说：每一部著作的编写都是一项复杂
艰巨的工程，夏老经常以“要珍惜医院的培
养，做不好还不如不做”与大家共勉。每部著
作高质量交稿时，付出心血而愈显憔悴的夏
老，令人心疼和钦佩。但更令人钦佩的是，这
7部著作的编者中，没有一部出现过夏老的
名字。张强主任说：“原来他是在默默地甘为
人梯！他经常给出方向让你思考，在关键地
方给你以启迪。师者如光，夏老就是那个可
以点亮你的人。”
  “君子温如玉，陌上世无双”。在为即将发
布的夏老纪录片定名时，创作团队的几个人
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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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吕•满庭芳】

咏东风桥
◎崔健

  潍州第一，溯源金代，已是传
奇。几多变幻均成忆，横贯东西。猛
犸象新增底气，白浪河烂漫调皮。繁
华地，东风纵笔，醉了树上的喜鹊与
黄鹂。

【中吕•满庭芳】

过潍坊东风桥
◎辛永金

  虹桥卧成，银光照岸，瑞象迎
风。好一似彩蝶追梦，飞跨潍城。望
不断车流水倾，猛抬头鸢荡丝绳。心
生敬，情思共盈，随血液穿行。

【中吕•满庭芳】

一棵开花的树
◎李群杰

  春消夏长，花开一树，独冠群
芳。蝶蜂醉此娇模样，浑忘时光。舒
玉臂匀脂散香，对游人轻舞霓裳。凝
眸望，雀莺亮嗓，原是慕红妆。

【中吕•满庭芳】

夏日的虞河
◎刘汉泽

  绿阴掩河，蔓延南北，树影婆
娑。闲来无事逍遥过，鸟叫如歌。蓝
天上白云几抹，望水中荡漾清波。石
边坐，风凉快活，欢乐在心窝。

夏宝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