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01月31日（星期一）                                                                                                                                                                                                                                4

认识寒川兄并不是
很久的事。五年? 三年?
总之,之前或许在新加坡
南安会馆的庆典或活动
上接触过,虽没深交,却也
一⻅如故,相谈  甚欢!

后来,寒川兄受邀出
任新加坡南安艺文社顾
问,我们⻅面的机会也就
多了。寒川兄和艺文社
社⻓李成利博士是相识
超过四十年的老友, 2018
年,我们三人联袂到雅加
达进行文化交流。在雅
加达,我们也走访南安会
馆、金⻔会馆、⻩氏宗
亲会、国际日报、印华
日报、印华作协等,并礼
聘印尼资深报人李卓辉
先生和印华作协总会⻓
袁霓女士为南安艺文社
海外顾问。

我 和 社 ⻓ 李 博 士
在 雅 加 达 的 那 几 天 , 切
身体会作为印尼女婿、
印华作协海外顾问的寒
川,与印华文友的密切关
系。他是“印华文艺的
功⾂”(⻩东平语),为印
华文友做了好多事(⻅李
卓辉《跨地域的诗人寒
川》),敢于在世界华文作
家大会上控诉印尼暴⺠
排华(⻅袁霓《我所认识
的寒川》)……他黙黙地
为印华文坛和文友鞠躬
尽瘁,四十多年来如一日,
的确艰⾟,却也⾮常有意

义!

寒川以诗驰名,他是
南洋的金⻔籍作家中,作
品“原乡情愫表达最浓
烈的一位”(台湾杨树清
语)。而这些作品,让我们
感受到了诗人真挚的感
情;也让我们相信,作品是
最能反映诗人 的精神情
操!

从这本书⾥60 多
位诗人、作家、学者对
他的人格与作品的肯定,
⾜⻅寒川为人的崇高⻛
范。他不计名利,义务奉
献,而且不是一回两回,不
是一个两个团体,而是数
十年,⾄少三、四十个团
体,他积极地参与过、贡
献过。

例如,他服务⺟校华
中,从80年代末开始⾄今,
以他的编写才华,一做就
是30多年。⼜如锡山文
艺中心,他是创会元老之
一,领导锡山期间,他让刊
物深入⺠间,也走向世界,
贯彻锡山作为社区组织
的本职。⼜如吕氏公会
和金⻔会馆,他也曾多年
不辞劳苦地主编会讯。
此 外 , 他 同 时 参 与 了 一
些文学与社区组织的工
作。我佩服他的充沛精
力,出钱出力,不求回报、
谦和低调…

所以,当我知道他在
整理世人写给他的诗文,
准备彙集成册以感谢文
友给他的鼓励和肯定,便
决定让知识报社参与这
项出版工作。毕竟,这是
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事
业,书中所写虽然是对寒
川作品和为人的记录,同
时也是对新加坡华文文
学发展的认可与记录。

《世说新语》是魏
晋南北朝(六朝)时期的
文人志言小说集,记载了

当时社会名流的言行⻛
貌和轶闻趣事。我们希
望,《世说寒川》能让读
者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默
默地为推动华文文化事
业而努力,一窥寒川的待
人处世,并从中认识寒川
成⻓历程的社会环境与
生活面貌,进而了解特定

时期的社会生态!

英 国 诗 人 莎 士 比
亚 曾 说 : “ 人 应 该 生 活 ,
而⾮仅是为了生存而活
着。”寒川丰富的人生
经验,从金⻔而新加坡、
印尼,再与东盟诸国、中
国及世界各地文友互动,

他的生命多姿多彩,是一
首  美丽的歌,永远唱不
完。

是为序。
⻩良裕
知识报社社⻓

黄良裕祝福
<世说寒川>序文

医院的别样春节：
灯火通明见证平凡坚守

中新网杭州2月1日
电(钱晨菲)春节，与医
院外的阖家团圆不同，
有这样一群“不归人”
，年复一年的在无影灯
下、仪器设备旁平凡坚
守，于他们而言，春节
是陪伴、是忙碌、是守
护。

   替患者家属陪陪家人

“过年，我想替患
者家属陪陪家人。”见
到浙大二院脑重症医学
科主管护师董梦时，她
已在病房⾥迎来了新的
一年，而如是过年已成
她的“习惯”。

董 梦 是 江 苏 徐 州
人，2016年从学校毕业
后进入浙大二院工作，
⾄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从当初刚进脑重症医学
科 的 新 人 ， 到 如 今 开
始带新人，六年的历练
让她变得愈发干练、稳

重。

“脑重症医学科的
病人多是病情危重，特
别是在监护室，病人大
多处在昏迷状态，连着
呼吸机、接着监护仪，
没 有 家 属 的 陪 护 ， 我
们必须24小时守在病床
边，时刻注意病人生命
体征的变化，有情况及
时通报医生并处理。”
董梦说。

脑 重 症 医 学 科 的
医生护士如同病人的“
守护者”，而过年排班
则 是 脑 重 症 医 学 科 护
士长王海燕最为纠结的
事，每年她都会事先询
问科⾥护士的需求。“
我只能满⾜大部分人的
需求，也会狠狠心留下
几位想要回家的护士，
每年春节的排班都是排
了⼜排，改了⼜改，就
是希望大家每年都轮一
轮，都能回家吃个团圆
饭。”

让王海燕既欣慰⼜
心 疼 的 是 ， 董 梦 在 1 月
初就主动请缨，希望让
家住得近的同事返乡团
圆。“我有些不忍心，
给董梦的排班迟迟没有
下笔，从2016年到2022

年，董梦的春节只回过
一次家。”

“春节⾥的脑重症
监护室，比平时多了一
些年味，家属们在病房
门口，会给病人们带来
一些平安符放在枕头下
面。有的会给患者录下
全家人的祝福康复的声
音，然后把录音笔转交
给我们。也有的家属会
委托我们在病人的床头
放一个苹果，祈求平平
安安……”董梦说，正
是这些“细节”，让年
味笼罩下的医院变得“
普通⼜特殊”。一边是
病情危重的病人，一边
是盼了一年⼜一年的父
母，董梦的两难选择永
远没有正确答案。

董 梦 坚 信 ， 父 母
会 理 解 和 支 持 她 的 选
择。“忙过这个寒冬，
我 就 能 回 家 与 家 人 团
聚 ， 熬 过 这 个 黑 夜 ，
患 者 一 定 都 能 迎 来 曙
光。”　

但愿世间人无病，
何惜架上药生尘——这
是所有医护人员的共同
心 愿 ， 也 是 属 于 医 院
的“最好年味”。(完)

中新网

黄良裕社长圖

春节期间，董梦仍
在医院中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