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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闻雷波先生撰写的黎秀芳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大爱无垠》一书即将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是黎秀芳的侄女。
2007年我作为特邀代表，与雷波一道成为中宣部、卫生部和总政组织的“黎秀芳先进事迹报告团”成
员，曾在一起共事三个多月，足迹遍布西北乃至全国10个省市(区)。
报告团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雷波告诉我，他在为我姑姑写书，并邀请我为他的书作序。
我觉得姑姑的一生值得总结，而雷波是姑姑生前为数不多的“忘年之交”，又是她遗嘱的撰写人，深
得姑姑的信赖。
由他来撰写此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因此，我便欣然允诺。
    我对雷波说，就用我这次的报告稿作为谊书的序吧！
因为这篇短文融进了我与姑姑之间最真切的友谊和最深厚的情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世人倾诉我对
姑姑的爱。
对祖国的爱。
    我生长在台湾，旅居于美国。
爷爷因为思念女儿心切。
取“芬芳”之意，给我起名黎烈芬。
小时候，从长辈的思念中，我知道海这边还有一个姑姑。
    姑姑从19岁离开家，此后长达7心余年的岁月里。
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
其实，姑姑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我爷爷也替她作过安排，可是姑姑总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1941年底，为了投身建设抗战大后方的工作，已经在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留校任教的姑姑，决定与同学
一起奔赴大西北。
当她们绕道重庆准备到兰州时，姑姑被我爷爷暂时留了下来，照顾病重的奶奶。
期间，她多次要求到西北去，爷爷再三劝她说：“西北很苦，到时想回来，哭都采不及。
”但是她没有听爷爷的话，悄悄搭乘一架便道飞机辗转到了兰州。
1948年，爷爷连着发了几封信，催姑姑回家，可是左等右盼，不见姑姑的音讯。
爷爷就派人拿着买好的机票，直接来兰州接人，但是姑姑还是没回来。
没办法，爷爷就亲自到兰州接她。
经过3天的劝说，也没能把她带走。
后来的事实证明，姑姑的这个重大挟择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接纳了她，还重用了她。
姑姑被任命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校长。
由于工作努力，她多次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我认同姑姑的成就，源于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祖国永恒的爱，回忆这些往事，唯一让姑姑感到
无法弥补的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与父亲兰州分手，竟成了永别。
1969年，我爷爷去世前，反复对家人讲的一句话是：“要找到秀芳，接她回家。
”1992年，奶奶过世，姑姑去台湾送别奶奶，祭扫爷爷的墓。
姑姑跪在爷爷墓前，说：“阿爹，我来了。
”这是她们父女离别近半个世纪后，姑姑对爷爷说的唯一一句话，可爷爷听不见了。
此后每次通话，姑姑总说：“要照顾好爸爸！
”寄托着她对爷爷无尽的思念。
    2000年9月，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与姑姑相处短短4天时间，我们姑侄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她高兴得像个小女孩儿，不时替我倒水、帮我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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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我们的话还说不够。
恋家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情感，姑姑也不例外。
她依恋父母亲人，深爱自己的家。
2007年7月9日，姑姑在弥留之际，一遍遍地喊着：“阿爹、阿妈。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这是对爱的呼唤，一切的爱都源于对家、对父母、对亲人的爱。
都是这朴素情感的升华。
姑姑是家中长女，爸爸常跟我说，他们小的时候，家境不是很好。
姑姑就像个小大人，主动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
由于家里的拖累，姑姑直到11岁才上学。
每当我爸爸讲起这些，总有说不完的温馨事、道不尽的姐弟情。
2005年姑姑病重那次，80多岁高龄的爸爸，执意回来看望他的姐姐。
病床前，神志不清的姑姑，把我爸爸当成了爷爷，说：“阿爹，我给你做饭，给你做饭！
”姑姑去世后，按照她生前遗愿，我和爸爸带着姑姑的部分骨灰，把她安放在爷爷墓旁，让姑姑的在
天之灵得到一些长辈的呵护，享受一些父母的疼爱。
    姑姑爱上护理事业。
源于我们家早年那段令家人刻骨铭心的岁月。
短短5年中，3位亲人因缺乏科学的医护相继去世。
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经受病痛折磨，看着痛魔无情地夺走一个个亲人的生命，幼小的秀芳姑姑，一次次
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
每当追忆起那段岁月，姑姑总在念叨，“要是当时有好的医护，他们就不会那样痛苦地死去”。
所以，姑姑后来没有接受爷爷让她学法律的想法，而是执意报考了南京高级护士学校。
姑姑对护理事业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1981年，姑姑到美国探亲，这是她与家人离别34年后的第一次团聚。
知道姑姑要来美国，家里人都很高兴。
大家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跟她说，还预定了观光的日程要陪她玩儿。
谁知姑姑无心观光旅游。
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考察美国的护理事业。
那段时间，她白天到医院、学校参观学习，晚上整理笔记。
姑姑回国前，我80多岁的奶奶，再三劝她留在美国共度晚年，但姑姑决意要走。
我们年轻小辈，看得出姑姑的一生志向，也只能放下心中的不舍，敬佩并祝福她踌上回国的路。
送她那天，在机场的天桥上，姑姑驻足回首，同我们挥手告别，尽管有段距离，但我仍然看到她眼中
的泪光闪烁！
此番景象，几十年来，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姑姑对护理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影响了我们家族的每个成员。
我姑姑上护士学校，是受了她的带动。
我爸爸娶了学护理的妈妈，也是秀芳姑姑的影响。
因为这个缘故，家里人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不是从事护理工作，大家都对护理方面的事特别留
意。
每次与姑姑通话，只要涉及护理。
她就特别高兴。
姑姑常说，护理对象不仅是病人，也是常人。
细细品味姑姑的话，我觉得这是对护理理念的升华，是人道主义和博爱在护理领域的体现。
姑姑毕生从事临床护理和护理教学工作，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已深深地融入血液、渗入骨髓，话不
出三句必然讲到护理。
记得2004年，姑姑病得很重，我回国看望她。
病情好转后，她在家里与我闲话家常，没说几句，她又讲开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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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中，她说我这也不对，那也错了，当时我知道这是她的职业习惯，故意向她使小性子，不高兴地
说“我不来了”。
没想到，她记住了这句话。
送我走时，她吃力地下了楼。
对我说：“对不起，不要不来！
”我流着泪，抱住她说：“我会来的！
”    姑姑终身未婚，无儿无女，她的晚年生活，是我们家人最大的牵挂。
每次与姑姑通电话，大家都很关心她的生活和健康。
可她不爱谈论自己的身体状况。
后来，亲历了姑姑几次重病过程，全家人对姑姑的晚年放心了。
因为，姑姑有一个最温馨的家，这就是祖国；姑姑有一个最坚实的依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姑
姑有一群胜似儿士的亲人，这就是像她那样热爱护理事业的人们。
2004年9月，姑姑告诉我，她差点没了，多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姑姑一生播撒爱心，用全部生命推动护理事业，护理也维系了她最后几年的生命。
给了她一个幸福的晚年。
7月13日送走姑姑后，我本能地又回到她生前的居室，总觉得姑姑还活着，在家里等着我。
抚摸着姑姑生前喜爱的花草、用过的家具，感受着姑姑留下的气息，我才真切地感到姑姑已经走了，
永远地走了。
我站在江泽民先生接见姑姑的那幅照片前，拍了张纪念照，因为这张照片是姑姑受领南丁格尔奖时拍
下的，里面凝聚着姑姑的精神和荣耀。
经过许可，我还取走了姑姑书架上《白求恩精神永放光芒》那本书，我要把姑姑的精神带回家，作为
传家之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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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爱无垠：提灯女神黎秀芳》共13章，内容包括风云 家史、花季、流亡岁月、仿火年华留春暖
、在协和的日子里、风雨办学、走 进新时代、情感世界等。
是作者雷波先生为黎秀芳撰写的自传体长篇纪实文 学，记录了主人公黎秀芳与其侄女之间最真切的友
谊和最深厚的情感以及主 人公对祖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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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上个世纪初，中华大地到处弥漫着军阀混战的硝烟，那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那时，城市里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都崇尚一种西化的风气，因此许多人都信仰着并非本土的宗教——
基督教。
就有这样一对青年，男的叫黎泽溥（后更名离尘），女的叫陈凤笙，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
为世交，又同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自然而然成为一对恋人。
他们便是黎秀芳的父母。
黎离尘家在湘潭，陈凤笙家在湘乡。
两人的母亲为闺中好友，相从甚密。
黎母视陈凤笙如同己出，曾经笑语愿得凤笙为女儿，陈母欣然首肯。
就这样门当户对的一对青年，欢天喜地遵从父母之命而成婚。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甜蜜的。
1917年3月3日，一声清亮的哭声，黎离尘的大女儿出世了。
黎离尘为她取名模韫。
韫，有收藏、蕴藏之意。
《论语·子罕》中云：“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
”怀有美玉，是收藏在柜子里，还是待价而沽？
汉朝蔡邕《释诲》说：“覃思典籍，韫椟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
”引申为胸有经纶和治世之才之意。
这是初为人父的黎离尘对女儿的美好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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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看到案头上这本散发着墨香的书稿清样，我终于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本书关乎我对一位世纪老人的承诺。
    那还是黎老健在的时候，我曾对她说：“黎校长，我要为您写本书。
一本写得像您的书。
”黎老冲我会意地笑了笑，说：“我们从事护理工作的平凡得很，我又没有爱情，写了没人爱看。
”    竟管黎老这样调侃自己，但我还是不甘心。
在我眼里，黎老一生充满了传奇，她就像一个“谜”，正等待着我去揭开。
    我同黎老的这段缘分是从1997年开始的。
那时，她已80岁高龄了。
    记得我刚调到兰州总医院不久，恰巧遇到组织上第三次为黎老申报“南丁格尔奖”。
政治部领导指派我负责为黎老整理申报“南丁格尔奖”的事迹材料。
于是，我便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她老人家的机会。
    在此之前，我曾不只一次地被黎老的事迹感动过。
我从许多途径了解到她是我国护理界的老前辈，创立过“三级护理”等制度，对现代护理贡献很大，
而且，她的人生经历十分坎坷。
因此，我对黎老充满着敬仰和景佩之情。
    采访黎老时，虽然她已是耄耋老人了，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神清气爽，态度谦和，显得睿知而
机敏。
她谈吐问，不时地夹杂着一两句流利而又悦耳的英语，时时处处透出一种学者的气度和风范。
    这次整理材料，我认真吸取了前两届为黎老申报失败的经验教训，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宗旨以及南
丁格尔奖的评选标准和要求，对黎老进行了重新定位，着力挖掘她在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在护理工作
中的重大贡献，还原了她作为模范护理专家和护理教育家的身份。
    时隔不久，我终于从当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得知，黎老获得了“第三十六届南丁格尔奖”。
这不仅圆了她一生的梦想，而且她也成为我军首位获此殊荣者。
    就在黎老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领奖大会的前夕，政治部领导再次将为黎老整理发言稿的任务交给
了我。
我又一次走近黎老，见她精神矍铄、情绪饱满，看得出这次获奖给老人带来的欣喜。
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感谢党和军队的培养教育，要高举南丁格尔的旗帜。
要把这盏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
”    颁奖大会上，黎老充满激情的发言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会场上不时地响起阵阵掌声。
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对黎老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赞扬。
并亲自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1997年9月3日在《人民日报》头版醒目位置以《把永不熄灭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为标题，全文发
表了黎老的发言。
这件事，一段时间被传为了佳话。
    黎老晚年一直致力于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
她被国家确定为终身制专家并兼任不少社会职务以及多家杂志的编委。
经常被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邀请去演讲、作报告。
但由于她年事已高。
又患有轻微“帕金森综合征”，手颤抖着不能握笔，她经常为整理稿子的事愁得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
有几次，她打电话求助于我。
我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动，总是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迅速赶到黎老家同她商量，然后按她的意图整理
出来，再打印放大后交给她。
从那以后，我便义务担当起了黎老的文学撰稿人的工作，除帮她起草报告和演讲稿外，还替她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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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各种来稿、信函等。
    与黎老的这段“忘年之交”，值得我一生去回味。
她老人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曾经受到过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她晚年能够对我这样一位基层政治工作者如此信懒，无形之中，给予了我极大的精神力量。
与其说是我帮黎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不如说是黎老以她的博大精神为我搭建了另一个平台，使
我有了更多机会了解黎老和在更大的舞台上演绎生命。
    走近黎老，就走近了母性的坚毅与博大。
记得有位作家朋友曾这样告诉我：“每当提到黎秀芳的名字，就会想起那个年代的中国。
有一群如花一样的知识女性。
她们个个天生丽质，光彩照人。
”的确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一大批知识女性茁壮成长，她们像鲜花一样绽放
。
给新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芬芳。
丁玲、冰心、林巧稚、王秀瑛、黎秀芳⋯⋯直到今天，当我们说起她们的名字，如数家珍。
她们是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都具有独立、自尊、自强的健全人格，她们关注新生事物，倡导妇女解
放，焕发出巨大的学习和创造的热情，闪射出高贵的母性的光芒。
    写黎老的一生，不能脱开南丁格尔。
她是在南丁格尔精神的影响下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她是南丁格尔的化身，是南丁格尔神性的复活。
偌大个中国，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但不能没有像南丁格尔这样伟大的女性。
我敢说，如果我们的女性都把自己定位在生儿育女上的话，那么我们的土地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显得愈
发的贫瘠。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缺乏对母性的关照关爱，缺乏同情和悲悯之心，更缺乏对母性内在美的发现
。
时代呼唤女性英雄。
虽然在我们记忆之中，曾出现过关于观世音、王母娘娘、女娲等久远的传说，闪烁过花木兰替父从军
、杨门女将浴血疆场的壮举。
但从她们身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像南丁格尔这样的知识女性的高贵典雅和浪漫脱俗的气质。
黎秀芳等一批中国知识女性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一切。
黎老出身将门，苛求知识与独立。
她胸怀大爱，爱得深沉，爱得执著，爱得彻底。
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她的人格又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颠覆，是极具反叛精神的挑战。
    人到晚年，人性趋于一种回归。
躺在病榻上极近弥留之际的黎老，思维的程序被设定在两个方面：感恩与依恋。
她的感恩是渗透在骨子里的。
她几次从深度昏迷中醒来，还念念不忘党的关怀，遗嘱被两易其稿，直到表达得尽善尽美为止。
为了那份感恩，她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献给了军队，作为服务伤病员之用。
虽不像一些大款随手一捐就是千万亿万，但一个倾其所有，便足以诠释她大爱无私之品质的高尚。
估计这样的捐献，就连那些大款们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的依恋之情，始终在血脉中汩汩流淌。
那种真诚令天地动容，江河呜咽。
她孑然一身，膝下无子女，身边无亲人。
但她却常常对我和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们在一起，要像一家人一样。
”她在昏迷中，经常像孩一样地喊着：“爸爸，回家，我要回家。
”一个日渐模糊了的家的概念，一份潜意识中越发清晰的亲情。
她始终活在矛盾之中，又让自己的存在尽量合乎情理。
“爸爸”和“家”是她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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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亏欠得越多。
离她越远越模糊的，到老了却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不能放下。
    写一个人我才知道，任何笔墨都不能穷尽其一生。
生命的个体，其实是与世间万物共生共荣的共同体。
我在写黎老的时候，其实是在通过写作来认知整个护理界。
黎老的成长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护理发展史和兴衰史。
有人或许要问，现在护理模式在不断地转换，黎老当年创立的那些东西恐怕早就过时了。
如今再写这些是否还有意义呢？
但我要说，如果一个人能获得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创造，就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永
恒。
而我们恰恰需要汲取的正是这种时代精神。
我们今天的护理工作者不正需要这种精神么？
    黎秀芳老人的一生漫长而曲折。
为了写好这本书，我花费了几年的业余时光。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特别要感谢兰州军区联勤部首长和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领导的关怀和支
持；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的重点资助；感谢甘肃省卫生厅领导的高度重视；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对此
书的鼎力支持。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在此书编写中难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敬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雷波    201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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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爱无垠:提灯女神黎秀芳》：最柔弱的花朵开放成春天最亮丽的风景一群飞翔的鸟儿继续扩大着春
天的疆域星星一闪一闪像灯不是一盏灯是无数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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