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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贝齐·肯农先
生第一次遇见斯库特尔时，是在马路边。
那时，斯库特尔仅有 6个月大，病得奄奄
一息，肯农先生把他带到医院检查，才
知道他双腿上各长着一个恶性肿瘤，
如果不切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肯农
先生立即为小斯库特尔做了截肢手术。

手术很顺利， 斯库特尔的身体
康复得很快。 他不会说话， 眼里也
没有忧伤， 没有双脚， 他用双手撑
着身体爬行。

后来， 肯农先生带着斯库特尔
去一家康复中心， 为他挑选了一副
假肢。 安上假肢后， 斯库特尔可以
自由地四处走动了。 他很想为肯农
先生做点什么， 但肯农先生的工作，
他一点也帮不上忙， 他能做的， 只
有把家里整理得更整洁。 他虽然身
患残疾， 但却比那些四肢健全的伙
伴更勤奋更能干。

肯农先生长期在南方健康哈马维
尔康复医院和当地的两家疗养院做义
工。 住在康复医院及疗养院的人们，
多半是身体残缺， 或年老体弱， 他们
中的一部分人悲观厌世， 时光在那里

仿佛是凝固的一池死水， 泛不起半点
涟漪。 令所有人想象不到的是， 斯库特
尔却像一夜春风， 吹皱了这一池静水。

那天， 到了康复医院后， 肯农
先生按计划做自己的工作， 斯库特
尔也一刻不闲着， 他不时地看看这
个， 瞅瞅那个， 一个男子引起他的
注意。 男子名叫杰克， 在一次车祸
中失去了双腿， 安装假肢后， 他每
天要进行康复训练。 那天的训练让
他感到枯燥乏味透顶 ， 一不小心 ，
他摔倒在地。 杰克把假肢卸下， 扔
得远远的， 并大声说： “见鬼去吧，
我再也不要它了， 练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没见起色。” 斯库特尔走到杰克
面前， 用清澈的大眼睛望着他， 然
后， 向他展示自己的假肢， 并在他面
前轻松自如地走着。 斯库特尔的速度
越来越快， 最后， 他甚至奔跑、 跳跃
起来。 杰克呆住了， 也被震撼了。 斯
库特尔看上去那么小， 还是个孩子，
也失去了双腿， 但不同的是， 在残酷
的现实面前， 他的脸上没有悲观失
望， 而是充满朝气。 杰克羞愧地告诉
肯农： “看他这么努力， 再看看我，

一直在自怨自艾， 真觉得自己太愚蠢
了。” 他重新安上假肢， 开始了训练。

斯库特尔站在一旁开心地笑了。
从此以后， 肯农先生每次去做义工，
他都会带上斯库特尔 。 在疗养院 ，
斯库特尔与那些老人们成了老熟人。
他会直接爬上露丝太太的床， 亲热
地吻着她布满皱纹的脸。 露丝太太
因病长期卧床不起， 斯库特尔的到
来， 给她带来了温馨， 她觉得自己
又回到了儿孙绕膝的家里， 尽情享
受着天伦之乐。 斯库特尔开心地跑
来跳去， 一会儿像个警官， 神情肃
穆地踱着方步， 一会儿又像个滑稽
的小丑， 逗得老人们哈哈大笑。

在康复医院和疗养院， 斯库特尔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大家亲切地
称他为 “编外医生”， 他唤醒了人们
心底深处对生命的热爱与渴望， 让大
家懂得珍爱生命。 肯农常常用斯库特
尔的经历来激励那些残疾或行动不便
的人们： “有些事， 斯库特尔都可以
做到，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然 ， 斯库特尔不知道这些 ，
他只是一只雄性猫， 今年 5 岁。

朋友母亲突然病逝。 父亲早
在他 3 岁时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母亲羸弱的臂膀下， 他读完了
博士， 成为同辈榜样。 即将迈过
不惑之年门槛的朋友， 因母亲的
离世， 黑发陡地灰白了大半， 处
事练达的他， 只剩下整日整夜守
在母亲遗像前， 嘴里喃喃重复：
“参加工作了， 你说等有了新房
就来住； 买了大房子了， 你说等
我事业有成再来享福……娘， 咱
不是说好了， 我回来接你的吗？”

细想， 这世上， 有些事物还
真是等不得的， 如父母亲情， 如
健康 ， 如幸福……纵有家财万
贯， 难买太阳不下山。 即便人等
得， 岁月也难有这分耐心， 它每
时每分都在蚕食着我们的宝贵生
命与健康。 我们总以为父母依旧
强健， 我们总把锻炼起点设在明

天， 总认为有机会给亲情增值、
让健康加分 ， 不曾想 ， 蓦然回
首， 儿时倚门待我们归来的父母
已经远去 ， 挥手道别可能是诀
别， 美好梦想或许成空想。

人生苦短， 似水流年。 我们都
是受了请柬的客人， 只能在这世
间稍作停留。 劝君莫惜金缕衣，
劝君惜取少年时。 应该马上要做
的事情要立即付诸行动， 不要等
到付出代价才抱恨， 待到物是人非
时才懊悔。 亲情如此， 健康如此。

百金买香车， 千金置华屋，
可惜没有了健康甚至生命一切都
徒然。 父母不会在原地等我们，
因为时光易逝———给父母多一分
关爱， 人生就肯定少几分缺憾；
健康不会在原地等我们， 因为岁
月如刀———对健康多一分关注，
人生就可能多十分精彩。

我想坐过火车的人都有过这样
的遭遇： 明明注明某个时刻到达的
列车总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晚点。 如
果距离近也就罢了， 要是远的话，
就免不了要发泄一番———责骂列
车， 责骂铁路部门， 进而责骂中国
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仿佛骂完了
自己就舒坦了， 列车就会因此而不
迟到了似的。 可下次有事外出， 还
是要坐火车， 还是会晚点。

一个朋友， “五一” 黄金周来
我所在的城市游玩。 电话里， 他信
誓旦旦地告诉我说火车下午 6 点
到， 于是， 我 5 点半就赶往火车站
接人。 可是等到 7 点半了火车也没
到， 我焦急得直跺脚， 心里烦躁极
了。 最后， 火车竟晚点了整整 2 个
小时。 看见朋友风尘仆仆地从出站
口走出来， 我正准备先发几句牢骚
替他解气， 哪知， 朋友却满脸兴奋
地对我寒暄道： “呵呵， 这次又占
铁道部便宜了， 只掏了 8 个小时的
钱却坐了 10 个小时的火车。” 我一
愣， 心也平静了下来。

说实话， 我很佩服这个朋友，
羡慕他有如此乐观的心态， 不仅使
自己一路的困顿消失， 也使我这个
接车人心中的怨愤减轻不少。

说实话， 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一些很常见的小事， 可是由于事
情的主人公稍微转变了一下思维，
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也使我
们这些局外人有种醍醐灌顶、 茅塞
顿开的感悟。

我们常常感叹压力太大， 生活
很累；喟叹命运对自己不济，社会对
自己不公，殊不知，有时候，在日常
的生活和工作中， 只要我们稍微加
入一点智慧，让思维转个弯，便能柳
暗花明，获得另一番蔚蓝的天空。

斯库特尔“医生” 梦天岚 （广西）

这段时间一直感觉背部脊椎很僵
硬， 异常难受， 走路也觉得很沉重。 于
是， 我想到了去年找的那个老按摩师。
他曾给我按摩过 2 次， 为了让我好得
快些， 老按摩师还免费为我拔火罐。

老按摩师， 其实不算老， 学中医出
身， 50 多岁的样子， 但头发已经有些
花白。 他身板壮实， 面色红润， 爱笑。
他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 带着浓重的地
方口音。 承包了社区医院的理疗科， 他
很实在， 收费不高， 也很正直， 如果遇
到顾客说带钱不够了， 就把手一挥算
了， 也不让人还。 老按摩师很诚心地希
望能尽快给人把病治好， 每次都告诉顾
客， 如果感觉好了就不要来了。

老按摩师说， 别人都让他按疗程收
费， 说这样赚钱会快些， 可老按摩师没
有采纳， 他说他不喜欢为钱活着。 给别
人做按摩， 他想的是怎么能够更快地
将他们的病治好， 而不是要从人家那
里得到多少钱， 1 次可以弄好的就不要
来 2 次。 他不仅医德好， 手法也很到
位， 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 虽是一小
小的理疗科， 可从来都是人满为患。

这次， 老按摩师给我按摩比以前更
到位， 更认真， 头上直冒汗。 按摩完
毕， 我觉得背部僵硬的状况一下轻松了
许多， 而双腿的寒气似乎也驱散了不
少， 感觉舒服多了。 付费时， 老按摩师
坚持给我减免 10 元， 我坚持付全费 ，
他坚持不收， 还告诉我下次再免费为
我拔火罐， 这样， 能较快地把体内的
寒气驱出来。

临出门时， 抬头看到了墙面上挂满
了写着 “妙手回春”、 “大善有医德”
的锦旗。 我想， 我的运气真好， 碰到了
如此好的按摩师。

社区老按摩师
刘成彬 （河北）

周一海 （广西）

有 些 事 等 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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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之晨 李陶摄 （安徽）

王世虎 （陕西）

■会心一笑

旧病未愈添新病
刘明患了支气管肺炎，医

生告诫他一定得戒烟。
刘明闻言，哀求道：“香烟一

下子戒很难，能否改成每餐饭后
抽一支？ ”医生无奈地点点头。

1个月后，刘明复查，医生检
查后惊讶地发现刘明不仅支气
管肺炎没有明显好转，又患上了
胃病。医生大惑不解。刘明怯怯地
解释：“我每天吃七八餐饭。 ”

“一支”不抽
妻：“你，你说话不算话呀！”
夫：“怎么不算话？ ”
妻：“昨晚才向我发誓，以

后一支香烟都不抽了， 怎么今
天又抽了起来？ ”

夫：“我抽的是半支呀……”
王金山（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