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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加
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
人。我的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
看病历资料，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
活不过3天。我从前年轻气盛，听
了很不服气，就挑战他说：“要是病
人活过3天呢？”

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我
们约定：万一病人在3天之内死了，
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
的薪水。要是病人活过了
3天，主治医师同样输给
我半个月的薪水。我的主
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自然
比我高很多，不过一来他
经验丰富，二来他当时自
信满满，因此我们两个人
都觉得这个赌注是个公平
的约定。

为了证明我的判断，
我使用了最强力的降脑压
药物——强心剂，以及大
剂量的类固醇。只要其他
病人一忙完，我就跑去照
顾这个老先生。在我全心
全意的照护下，病人的情
况大有进展。我精神大
振，到了第三天晚上，甚
至从头到尾守候在病床旁
边。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
医师来回诊时，我其实已
经睡眼惺忪了，可是病人
心脏还在跳动。我微笑着
看了主治医师一眼，我知道我赢了。

更神奇的是，我的病人不但平
安度过了3天，他的情况还愈来愈
好。到了第七天，除了没有苏醒的
迹象外，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
心脏血管也渐趋稳定。我告诉家
属，病人脱离了险境，但很可能维
持植物人的状态。我的印象很深刻，
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脸上泛起了
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说不上来那是失
望或者是什么。

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
的得意。不过两个礼拜之后，病人一
直没有苏醒过来，必须靠着呼吸器维

持生命时，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
了。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
时，我听见了病人儿子对着另一个
儿子抱怨说：“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
了。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机
器维持生命，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
天好几千元，一个月下来就一二十
万元。”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不
付钱，人家说你舍不得，问题是钱

花再多人也不会好。从前
的人说死就死了，哪像现
在发明这么多医疗科技，
弄得人不死不活的，还要
被人家骂不孝，真不晓得
还要拖多久？”

渐渐，等候室的家属
不见了，他们甚至对医院
发出的病危通知也是爱理
不理的。有一次，病人的
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我
们立刻展开急救，并且通
知家属。好不容易把病人
救回来，没想珊珊来迟的
家属不但不感激，反而把
我叫到一旁。

“医生，这样三更半夜
的，”他脸上充满着不愉快
的表情，“如果不是人真的
要死了，下一次可不可以
不要这样叫我们来？”

或许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有责任，可是看到
这样的家属毕竟令人感到

挫折。那之后，每走过病床看见病
人孤怜怜躺在那里，我就有一种说
不上来的愧疚感。有一次，我在病
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听着呼吸器
单调的声音，我开始怀疑会不会是
我做错了呢？

老先生后来又多活了快两个
月。他过世那天正好是医院发放薪
水的日子，主治医师依约拿来了半个
月的薪水。我把那些钱，连同自己半
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
人的基金会。

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发誓绝不在
病人身上打赌了。

孔乙己是鲁镇学校聘请的一名先生。他做先生后，
在人生的旅途中可是货船调头——转运了！不但经济
上收入颇高，在爱情上，还应了“鲜花绽放蝶自来”这句
话，末庄的屯花吴妈主动求婚嫁给了他。从此他的小日
子过得腾腾火火，甜甜蜜蜜，令人艳羡不已。

贪欲就像蓬乱的野草，在不能自律的孔乙己心田里
狂长着。孔乙己在教学中不是专心为学生传授知识，而
是在这看似清水衙门的职业中，寻找捞金的商机。他根
据当今社会人们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在
诸多利用学生发财的措施中，用起了给学生补课这块敲
门砖，来达到发财的目的。他采取一般学生大课补、特
殊学生小灶补、个别学生上门专题补和为他人搭桥提成
补等方式。补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需要一定的手
段。刚开始时，有的家长和学生很不认可，拒绝参加他
的补课班。他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即在上课时不好好
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内容，而是留有余地，在课后对学
生进行补课。一次，他在讲茴香豆时，特意只讲了一个
回字，绕来绕去，就不讲上边的草字头，然后晚间补课的
时候，对补课的学生专门讲解。第二天早晨统一考试，

结果补课的同学打了满分，不补课的同学不及格。孔乙
己对不及格的同学好顿收拾，然后打电话对家长进行通
报，这形成了他管理班级的潜规则。就这样，家长靠点
点滴滴的劳动汗水挣来的钱，汇成了孔乙己的财源，变
成了他的高楼、豪车、高级消费品，乃至他的存款。

今年暑假来了，鲁镇学校进一步加大打击老师有偿
给学生补课的力度。校长丁举人不但召开会议反复强
调，还找各个老师单独谈话，敲响警戒钟，打好预防针。
并在学校师生中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收效很大。现在
放假都10多天了，没有一个学生找孔乙己补课。孔乙
己站在清凉舒适的豪宅中，虽然空调能化解盛夏超负荷
的盛情，却消除不了他心中的燥热。他怔怔地望着宽敞
住宅兼补课室，心里是绿豆蝇难产——憋屈（蛆）啊！这
是断他财路啊！哼，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过去
偷书遭不少人唾骂，现今还被人赞誉肯学习的楷模呢!
怕什么，绝不能让大好时光等闲过。他决定分期分批给
班级学生补课，先打电话找小眼镜同学的父亲闰土：“闰
土大哥，咱们关系这么铁，我要为你家孩子负责，决定选
几个学生吃小灶，可别错过良机呀！”闰土恭恭敬敬地说

“谢谢孔老师，我孩子一定补。”其实闰土现在经济异常
困难，鲁镇今年房地产过剩，很多开发商停工，他在工地
打工也是隔二片三的。可他不敢呀，他知道孔乙己的厉
害。前年，闰土到鲁镇打工，小眼镜随父亲转学到鲁镇
学校。闰土的孩子不但高度近视，个子还很矮，座位需
要靠前排。他没有向班主任孔乙己表示那个。结果孩
子被安排到最后一排座。闰土第二天偷偷塞给孔乙己
200元钱，孩子小眼镜只被往前串了2排。唉，再穷也不
能苦孩子啊！闰土一狠心把半个月挣的1000元工钱塞
给了孔乙己。孔乙己笑逐颜开，当场就给小眼镜挪到最
前排。过后偷偷跟小眼镜说：“你爸懂得尊师重教，讲台
若不是老师用的，就安排你上讲台了!”闰土暗暗想，这
次借钱也得补课。如果不补，孩子今后可怎么穿这小鞋
呀！孔乙己先后又找农民小D的儿子、残疾人祥林嫂的
女儿、无业游民阿Q的继子等学生第二天开始补课。对
赵秀才的孙子将一对一补课。翌日上午，在孔乙己宽敞
的豪宅兼临时课堂的房间里，太阳把好奇的目光穿过明
净的窗户，落在几个补课的孩子疲倦而神秘的脸上。孔
乙己异常兴奋，拿着下学期的课本，正准备讲课，这时传
来紧急的敲门声。孔乙己开了门，丁校长与两位学校领
导站在他的面前。丁校长当场宣布：孔乙己不顾上级三
令五申的规定，依然有偿补课，师德缺失，按照规定解聘
他的先生一职……

几个学生微笑着向丁校长一行人敬了礼，乐乐呵呵
地跑到了楼下，像放飞的小鸟。外边，蓝蓝的天空，白云
飘飘，孩子们的欢笑声荡漾在草坪的上空……

我们家格言是从宽处
理。

自穿衣服开始，该穿中
码的买加大码，丢进洗衣机
乱洗一通再扔到干衣机烘
干，噫，
刚刚好，
从来不用
试身，省
得烦。

时间
上也要宽
容，极少约人，因为未必
可 以 准 时 ， 上 午 8 时 起
床 ， 慢 慢 磨 ， 商 量 、 考
虑 、 探 索 到 什 么 地 方 午
膳，往往延至中午才出门。

工作也是，长篇没有
题材，先做短篇，结果一

写 30 个短篇，长篇仍拖
着，对自己真是宽得无可
再宽，延年益寿，全靠这样。

那么，推己及人，对
旁人也要有伸缩性，家务

助 理 工 夫 交 不 足 ？ 不 要
紧，替他补够，售货员服
务不周到？不予计较，到
别家去。

换句话说，任何对生
计没有影响的事，都宜得
过且过，马马虎虎，笼笼

统统算数。
这一盘菜不新鲜不要

紧，少吃几口好了，反正
过 几 个 小 时 ， 又 吃 第 二
顿，这种小事，何必紧抱

原则一定要
搞个水落石
出，弄得神
憎鬼厌大家
下不了台、
整 天 不 高
兴。

最从容最愉快最省时
的 方 法 是 从 宽 处 理 ， 看
官，这是在下多年处世的
宝贵经验，切勿小觑。

孔乙己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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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宽 处 理
□亦 舒

清廉，是一缕阳光，
照耀心田。
清廉，是一缕清风，
吹散迷雾。
清廉，是潺潺的小溪，
带走尘埃。
清廉，是长久的祝福，
百姓记心。
清廉，是母亲的嘱托，
意味深长。
清廉，是心中的一座
山，
坚定不移。
清廉，是继承与发扬，
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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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随想
□关晓峰

““清廉鹤乡清廉鹤乡””优秀优秀
廉政文化作品廉政文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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