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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咋护肾
老 年 肾 脏

病患者症状往
往并不典型，易
出现误诊和漏
诊；服用药物种
类较多，药物对
肾脏的影响同
样需引起重视；
要坚持少盐控
油、优质低蛋白
饮食……专家
表示，春季气候
多变，也是疾病
多发季节，老年
慢性肾脏病患
者尤其要做好
健康综合管理，
避免因气候的
变化引起病情
加重或复发。

“由于肾脏
储备功能的持
续下降，老年人
的肾脏在应对
疾病、突发情况
的能力方面会
明显减弱，容易
发生急性肾损
伤，甚至导致严
重肾脏功能的
缺失进而造成
肾衰竭。”北京
医院肾内科副
主任刘昕表示，
一些老年人还
合并有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
等多种慢性疾
病，这些疾病相
互影响，加剧肾
脏损伤。而肾
脏功能的衰竭
又会使心脏、血
管、神经、血糖
等多系统多脏
器的运转变得
更糟糕，形成恶
性循环。

专家表示，
多病共存的老
年人，更要注重
对肾脏疾病的
筛查，做好尿常
规、血肌酐和肾
脏的超声筛查
等，医生会根据
检查结果进行
综合判断，决定
是否需要做进
一步的检查。

刘 昕 特 别
提醒，老年人在
开始服用新药
时，要跟医生充
分讨论该药对
于肾功能的影
响，确定合理的
剂型、剂量，从
而更好地保护
肾脏健康。

李恒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
刚到青岛，在李沧区东北
庄租赁了一处平房。我
写了一首“打油诗”：家住
东北庄，面向太平洋。出
门往左拐，跨入新世界。

正是这首“打油诗”，
引起了一些朋友对我的住
处的羡慕。有位朋友特意
来访，说要看看我的新
居。不看则已，一看大失
所望，说是被你这个家伙
给“骗”了！说实在的，这
里确实让人有些尴尬：这
是一处居民小院，我与另
一无房户合租。两家共用
一个露天水管，一个“朝天
坑”厕所，生活中常有一些
不便之处。不过，我的诗
是跳出小庭院，从大环境
着眼：南面不远处是太平
洋保险公司，随后左转往
东，穿过公路就是新世界
娱乐城。听我这么一解释，
朋友笑了。

我们和邻居和睦共
处，两家如同一家亲，饭菜
用品，互通有无，挖厕所，
整卫生，一起动手……后
来，我们两家先后都搬走
了，但仍保持联系，成了好
朋友。

新世纪之初，我在浮
山前购得一处新居。新
房离市区较远，交通不
便，每天上下班都要转乘
公交车。由于是新区的
缘故，电视、电话、煤气、
暖气迟迟未能开通，生活
中确有诸多不便。面对
如此环境，我坚持从积极
的角度着眼，寻找居室美
的“亮点”。6 月搬进新
居。清晨我拉开窗帘，推

开东窗，放眼望去，旭日
东升，满目青山。窗前
的几棵大树上，十多只
喜鹊，“喳喳”地叫个不
停。于是，我特意写了
一首小诗《新居即景》：

“北倚浮山南面海，四时
风光八方来。东窗紫气
伴日升，满院红花带露
开。喜鹊喳喳唱枝头，
清笛悠悠飘楼台。更有
轻雾绕绿树，鹤乘松风
碧空排。”后来，每当吟
起这首小诗，我就忘却
了住处偏僻给生活带来
不便的烦恼，欣喜之情
油然而生，心里也感到
舒畅多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
想起了唐代文学家刘禹
锡在《陋室铭》中写的一
段话：“斯是陋室，惟吾德
馨……南阳诸葛庐，西蜀
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
有？”古往今来，圣贤先达
对于居所的态度——即
善于从陋室中寻找美的
因素，都给人们留下了许
多有益的启示。

正如法国雕塑家罗
丹所言：“美是到处都有
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
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
现。”而人的眼界往往是
受制于其思想境界的。
人生旅途中，难免会遇到
一 些 不 尽 如 人 意 的 事
情。若能采取积极的态
度，从简陋中寻找美的因
素，就会在黑暗中看到光
明，在困难中看到希望，
奔向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山东省散文
学会会员、青岛作协会员）

善于欣赏陋室之美
李庆年

风景在路上。多彩多姿
的生命景观，伴同春花、夏风、
秋月、冬雪的循环呈现出各异
的形态。生命一路走来，会有
不同的景观进入视野：青少年
的生命视野在动态，在鲜花怒
放，在嫣紫姹红，在激流飞瀑，
在中流击水；而中老年期的生
命视野则逐渐转向静态，转向
秋山红叶，转向闲潭落花，转向
寒江钓雪，转向晚霞夕晖……

中青年和中老年的界限很难
断然划分。但六十岁以后，人生
便逐渐开启了迈向老年的行程。

中青年时代，是人生学业
与事业的成就、完成期，由此
在家庭与社会，都承担了更大
的责任，从而也获得了“中心”
的位置和视野；而步入老年时

代，不管你如何“老当益壮”，
“豪气凌云”，甚至“慨当以
慷”，“自信人生二百年”，后来
居上的法则，还是会让日渐衰
迈的你，不得不退出“中心”。
而且，戓“安之若命”或“义无
反顾”地向前走去，向“边缘”
地带进发。“边缘”，可不是每
一个人都乐于接受的词语；也
许置换为“守望”“交接”才更
合适，更能安抚人心。

几年前的四月初，我因事
到长沙。有一次我闲逛满是
香樟树的公园，坐在一棵高大
的香樟树下休憩观赏：枝叶茂
密有如伞状的树冠，不断有叶
片纷然飘落，有如飞花，地面
覆盖了一层层老叶，而树冠嫩
绿的叶片，每生出一叶，便有

一枚老叶告别守护或守望了
一冬的树冠，然后婆娑而潇洒
地飘舞下来。这好美的舞态，
这生命“边缘”的老叶，就这么

“守护”“守望”直到完成生命
的“交接”。她们先于落红，化
成了护花护木的春泥。

“边缘”不是落寞，不是
丧失，不是秋风中的弃扇，不
是生命远离大海的孤岛状
态，而是新的人生定位、人生
视野、人生态度的确立和获
得。许多萧疏、绮丽的人生
景观，你站在“中心”点的位
置是难以发现的，许多人生
哲理，玄禅妙谛，只有在“边
缘”的状态下才能感悟。

（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
院原院长）

边缘，崭新的人生视野 赵明

沧海月明

最 早 见 到 这 种 花 是 在
2021年冬。一天，保姆小任端
来一盆花，花冠红红的像一团
火。我问：“这是什么花？”“长
寿花！”小任脆生生地回答。这
名字好啊，祝老年人健康長寿，
有敬老之意。说着我接过花
盆，仔细端详：花冠由多个绣球
组成，每个绣球有七八朵伞状
的花，每朵花有十几个层叠式
花瓣；叶子是中间宽两头尖那
种，类似冬青叶厚有肉，花茎
挺拔直立，叶子托着花团、红
花绿叶搭配精致而美丽。

老伴嗔道：“光顾自己看
了？！”我急忙送到老伴面前。
老伴看了喜上眉梢，不会作诗
也诌了几句：长寿花啊红似火，
照亮春节大年夜／照亮眼前，
照亮过去——那激情燃烧的岁
月／既有辉煌，也有坎坷／我

也哭过，我也笑过／年过八旬，
尚能快快乐乐／我这一辈子，
值了！老伴笑得像一朵花。

不久前，朋友又给我送一
盆蝴蝶兰，偌大花冠缀满白
的、粉的、红的蝴蝶，翅膀呼哒，
翩翩起舞，照得厅内五光十
色！亲朋好友来家一看，盛赞
蝴蝶兰的美丽动人，却没有看
一眼长寿花。然而，长寿花并
不生气，既不争宠，也不嫉妒，
一颗平常心让人更加怜惜。

那年春节过后，随着花谢，
一棵棵花树枯死了。当时，我
对长寿花产生逆反心理，觉得
花开得虽然漂亮，但死得快，死
得窝囊。当时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想想是花太密，一个小盆
栽七八株长寿花，密不透风，怎
能成活？查看资料得知，浇水
过勤，导致烂根。这才恍然大

悟，不是花不好，而是我处置不
当。但，不管怎么说，从此我对
长寿花不怎么热心。

事有凑巧。2022年初夏，
住 1 号楼的张老汉把他繁殖
一大盆长寿花的小苗圃搬在
凉亭里，谁需要，他就挖几株
给你栽上。张老汉给栽上 3
株小苗。每株约一掌高，绿色
叶子，在夏风中摇曳，像会挪
步的孩子，十分可爱。后来，
两株蹭蹭长起来，另一株有弱
不禁风的样子。我把那一株
小的苗子挖出来送人了，另外
两株，隔三差五浇点米水，保
持土壤松软干燥，两株花茎像
孪生姊妹，修长的身材，赶着
趟儿蹿高，到了初冬长了半米
高，像两株杉树缀一树苞蕾，
不久便开出火辣辣的长寿
花。我欣赏着花，忽然想起老
伴那句诗：长寿花啊红似火！
是啊，让长寿花像蜡烛照亮
晚年的生活！（作者系中国散
文学会会员、山东作协会员）

长寿花 侯修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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