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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读《点亮黑夜·爱迪生传》有感

□王红丽

读完《点亮黑夜·爱迪生传》
这本书后，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
静。这本书深刻地描绘了爱迪
生的生活与创造力，让我深受触
动。爱迪生虽然没有上过学，但
是他通过博览群书，掌握了丰富
的知识。

少年时期的他，虽然没有工
作，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母
亲上缴生活费；虽然没有实验
室，但是凭借火车车厢的一个
小小的角落，完成了他伟大的
发明……

我想，爱迪生取得的成就源
自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创新的不
懈追求、对外界偏见的坚强抵
抗，以及对梦想的坚持不懈。因
此，这本书不仅是伟大发明家爱
迪生的故事，还是一部关于坚
持、奋斗和创新的颂歌。

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无
论是在护理科研领域，还是其
他领域，成功绝非偶然。想要
成功，我需要不断努力、热爱工
作，以及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
挠。

爱迪生：坚韧不拔的发明家
当人们惊叹爱迪生的发明

且尊称他为发明家时，可能忽略
了他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爱
迪生一生的发明共2000多项，拥
有专利 1000 多项，平均每 11 天
就有一项新的发明诞生。但是，
你是否注意到，他经常废寝忘
食，甚至在60多岁时，仍在实验
台上推进他的发明项目。在我
看来，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天才，
只有那些为理想不懈奋斗、为梦
想废寝忘食的人。

爱迪生坚信，只有全身心地
投入，才能探索到别人未见的领
域。如今，我们生活在信息发达
的时代，过着快节奏的生活，很
难让人像爱迪生一样钻进去、沉
下心、慢下来去深入、持久地学
习。

这本书能起到警醒作用。
作为一名护理人员，爱迪生在提
醒浮躁的我，要放慢脚步、沉下
心来、坚持不懈地去发现临床问
题，进行追根溯源、探索科研，实
现自己的科研梦。

科研是一把“利器”
随着护理领域的快速发展，

护理科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加之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患者需
求的多样化，护理工作已不再局
限于基本的照护，而是向专业
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过
程中，对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培
养显得尤为重要。科研不仅是
帮助护理人员更深入地参与临
床实践，还是驱动护理工作创新
和改进的一把“利器”。但是，大
多数护理人员对科研望而却步，
无从下手。

前段时间，在一次国家级的
学术会议上，2023 年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功的专家
应邀分享经验。其中，我们单
位护理部的杨主任分享了她的
科研项目——“上下左右”法。
她的方法既形象又实用。她
说：“做科研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靠长久以来的积累。”

“上下左右”法是指上看国
家政策，下看临床工作和阅读
文献，左右看自己曾经做过的

事情，再进行总结。结合到日
常护理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发
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并总结
归类。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再
是简单模仿前人的方法，而是
在遇到问题时，运用批判性思
维进行思考，寻求更好的解决
方案。

此时，提出的疑问，可能正
是下一个创新的起点，也可能是
令大家束手无策的科研点。杨
主任还说，她做科研成功的另一
个关键点——坚持阅读文献，应
用文献中的方法来解决临床问
题。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不就是爱迪生所主张的全身心
投入、坚持不懈吗？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作为一名护理人员，我深知

科研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科研
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对疾病的理
解，还能推动我们在照护患者时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方法，从而改
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护理人员只有不断地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才能更好

地服务患者。
目前，我在努力追求自己的

梦想，坚持科研，在黑暗中寻找
光明。阅读文献就像一座灯塔，
引导着我前进。这不仅是提升
专业技能的途径，还是寻找创新
灵感的源泉。

我坚信，只要持续不断地探
索和努力，就一定能在护理科研
的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正
如爱迪生所说，世上本没有天
才，有的就是那些不懈努力的
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自己领域的“天才”，点亮那看似
黑暗的夜空。我们的每一点儿
努力，都是在为患者的健康和福
祉献上一束光明。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
院）

天还没有亮，我就被母亲叫
醒：“妞儿，快起床，跟你哥一起去
集上卖菜。”

我睁开朦胧的双眼，看着窗
外，一片黑漆漆的。真不想起床，
可是听到哥哥的叫喊声，我顿时
睡意全消。因为我有点儿怕哥
哥，平时爸妈的话可以不听，但哥
哥的话却不敢不听。

哥哥比我大 10 岁。初中毕
业后，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哥哥为
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辍学回家帮
父母干活。没几年，哥哥就成了
种庄稼的好手。这两年，他又种
起了大棚蔬菜。

哥哥蹬着装满西红柿的三
轮车，我快步跟在后面，往集市
奔去。集市离我们村有七八公

里，走了不到一半路，我和哥哥
已经气喘吁吁，衣服都被汗水浸
湿了。

我们到集市后，天已经亮了，
卖菜的人很多，有卖白菜的，有卖
土豆的，还有卖黄瓜的……我和
哥哥从集市的这头找到那头，也
没找到空摊位。我有点儿泄气地
站在车旁，哥哥笑着说：“看你的
嘴噘得能拴住驴。走吧！咱到偏
僻一点儿的地方卖。”

我们在集市稍偏僻的地方找

到了一个空摊位，并把西红柿搬
到那里，等生意上门。

集市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陆续有人转到我们摊位前，可是
问了价钱后，转身又走了，好几个
人都是这样。看他们只问不买，
我有点儿心急，但哥哥心平气和
地说：“别着急，这些人大多数是
在看行情，摸准行情后才会买。”

“你咋知道呢？”我忍不住问
道。哥哥笑着说：“他们经常来这
儿批发蔬菜，我当然知道了。”

上午10点，西红柿还没卖出
去，我又饿又渴，心里也越来越着
急。哥哥虽然被太阳晒得满脸通
红，嘴唇有点儿干裂，但是他跟没
事儿人似的，还劝我不要着急。

到了中午，一名中年男子东
张西望地走了过来，他看见哥哥，
兴奋地说：“小伙子，找了你半天，
原来你在这儿呀！快，把你的西
红柿都抬到我的车上，我都要
了。”

中年男子想把西红柿全买

了，哥哥却不想卖给他，两人争执
了很久，我才听明白缘由。原来，
前段时间，哥哥在收摊时捡到一
个钱包，里面有一沓钱，他等了很
长时间才等到失主，也就是这名
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是做蔬菜批
发生意的，后来到集市找了哥哥
好几次，都没找到。

“以后，你的菜我包了，价格
随行情定，我不多给你行吗？”中
年男子这样说，哥哥只好同意了。

回家的路上，哥哥的脸上一
直洋溢着笑容，夕阳照在哥哥的
背上，我心里想着今天的卖菜经
历，我笑哥哥有点儿傻，哥哥却
说：“做好人不吃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宜阳县
中医院）

做好人不吃亏
□周 毅

心灵絮语

行万里路，曾是我的人生
目标。如今，行万里路很容易，
于是，我将理想修正为游遍全
国。从此，我便有了登三山五
岳、访九大古都、探四大石窟的
出游计划，以及涉足全国所有
省份。这个计划正在有序推
进，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很多次，我明明在一个陌
生的场景，却感到似曾相识。
恍惚间，竟能推演出之后的若
干情节，并且果真一一再现。
因此，我坚信，人与自然的相互
感知，定然存在某种默契，可能
是一种心灵感应。

我喜欢安静，喜欢独享寂
寥之美。因为此时，我的灵魂
悄然逃离了肉体。然而，我无
须驾驭它，任由它天马行空、自
由翱翔。我仿佛看见另一个自
己在呢喃。原来，那个我，正在
邀花草赏月，与天地私语，同虫

鸟聊天。确实，天之高远，地之
宏大，万物和谐共处的景象，不
时地感召我，使我的精神不断
升华。

白昼，是一片蔚蓝悬于头
顶，除了太阳，别无参照，就像
一块球形的幕布。夜幕，茫茫
星空、深邃难测，往往使我虚幻
出诸多的遐想，譬如天宫是什
么样子、嫦娥何等美丽？我若
能在天上走一走，真是逍遥！

与天亲近，得益于飞机这
个物件。它将你托在万米高
空，像孙悟空般腾云驾雾，傲视
崇山峻岭。在机舱内，我拉开
遮阳板，透过舷窗，看那白驹过
隙、云卷云舒。太阳不再高高
在上，好像在与我对视。

这时，我感觉自己就在天
上行走。那幽深的天湖、堆砌
的 云 雪 ，蓝 白 分 明 ，一 尘 不
染。一路行吟的我，不忍亵渎

更不想错过这份洁净，决然褪
去庸俗的外衣，让自己在此沐
浴，洗尽尘埃。远处依稀的呼
唤，不是幻听，断然是我心底
的呐喊。

旅行的意义，除了能满足
感官上的新鲜刺激外，更多的
是滋养心灵，追寻自己的诗和
远 方 。 很 多 时 候 ，我 背 起 行
囊，说走就走。我既不在乎宾
馆的档次、饮食的优劣，也不
关注景点的星级与价格，更不
纠结沿途的辛劳与得失。因
为于我而言，处处皆风景，时
时亦愉悦。

我经常揣摩人与其他生物
的区别，似乎人类在最高等，有
思想、语言与文字。但转念一
想，好像科学家早已证实，人是
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
从水上到陆地，一级级地逐步
进化而来。

我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它
的语言。风雨、雷电是天地表
达的情绪，骄阳皓月、冰雪烈
火、花开花落、草青草黄，则是
自然界对天地的呼应。

当我站在五岳之巅时，倍
感男子汉顶天立地的霸气与
豪迈。当我走进青藏高原，登
上布达拉宫的顶台，看到朵朵
白云从眼前飘过的时刻，才真
切 感 知 到 天 地 博 大 的 胸 怀 。
在茫茫草原、浩瀚大海、山林
幽谷中，我听到了动听的天籁
之声。

未来，我要继续行走，去体
验天地间的缤纷多彩。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
市月湖区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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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锵锵锵”，我刚吃完
饺子，就听见村西头的锣鼓敲起
来了。在家门口晒太阳或闲坐的
大爷大娘，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以
及在院子里洗衣、洗菜的妇女，无
不满眼喜色。在新修的水泥路
上，村民们骑着三轮车、电动车，
带着板凳挤满了小路。

“徐叔，这是干啥去？”我好奇
地问。

“村文化广场演大戏呢！这
不，天气暖和，我带你婶儿去看
看。”85 岁的徐叔骑着电动三轮
车，老伴儿坐在小板凳上，无欲无
求地看着那片麦地。

一场大雪后，终于迎来阳光
明媚，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
领乡村文明风尚，密切邻里关
系，村民和驻村工作队自筹资金，
举办“情暖白村·戏送万家”戏曲
演出活动，为群众奉上了一道精
美的“文化大餐”。开场曲剧《包
公辞朝》悠扬地拉开了演出的序
幕，优美的唱腔、动听的旋律，瞬
间点燃全场。

演员们惟妙惟肖的演技、张
弛有力的唱功，吸引众多村民驻
足观看。舞台上乐声阵阵，气氛
欢快浓烈，一招一式尽显戏曲之
美，一颦一笑传递戏曲神韵。演
出现场气氛热烈，喝彩声、掌声此
起彼伏，台上、台下互动频繁。戏是村民们自己唱的，
鼓是小天哥敲的，台上唱得抑扬顿挫，台下看得如痴如
醉，平时在家蒸包子、炒花生的妇女们都出来看戏了！
特别是年迈的老人，坐在板凳上打着节拍，看得津津有
味。

《寇准背靴》《四郎探母》《杨宗英下山》等百姓非常
喜欢的曲目，吸引石庙王、邓寨、徐营等周边村庄的村
民前来观看。村民们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韵味与魅
力，过足了戏瘾。

“咱村的村民会唱戏，也爱听戏，这次不出门就能
看到大戏，俺的内心别提多高兴了！”徐大娘边看戏边
说。

“李书记，这戏唱得真好呀！”小时候走南闯北出去
唱戏的白哥说，村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外出唱戏的
村民有100多人，随便拉出一个人，就能唱一段戏。

邻村卖爆米花的老王也来凑热闹，只见他拿起套
筒，轻轻地摇动爆米花机，手一按一转，把爆米花机的
头放进布袋里，再将套筒插入袋口边的铁钩上。老王
让大人、小孩退后，虽然有的人捂住耳朵，有的人跑到
远处，但是眼睛都盯着爆米花机。

“嘭”的一声巨响后，升起一股白烟，爆米花全部涌
入布袋里。老王不慌不忙地拎住袋子口向前抖了几
下，然后解开绳子，将爆米花小心翼翼地倒入事先准备
好的袋子里。蒋奶奶用手抓了一把爆米花，分给围观
的孩子们。

春节时，在外奔波一年的游子们都回来了，马路上
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家家户户的厨房飘着醉人的烟火。

“孩儿，去院门口把灯笼点上，晚上我炒几个菜，你
陪你爸喝几杯！”刘婶脸上充满着爱意。

“啪啪啪”，孩子们放着鞭炮，吓得院子里的鸡鸭惊
慌失措、上蹿下跳，小猫、小狗更是不见踪影。晚饭后，
村民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马路上，或说或笑。

“砰砰砰”，璀璨的烟花像一阙小令，一半在树上，
一半在树下，印在无瑕的素笺之上，惹得我目光炯然、
心门洞开。

这个喜庆年，虽然风俗不变，但是日子过得富裕
了。在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没变，放鞭炮和烟花也没
变。

年后的乡村，桃花、杏花、油菜花即将盛开，游子们
又要结伴外出打工了。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有一方无
限静谧的空间，那是心灵的原乡、灵魂的归途，盛得下
世间所有的悲与欢。

（作者为河南省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鲁
山县辛集乡白村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