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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伟

年轻时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他穿搭讲究，退休
之后衣着时尚度爆表，令不少年轻人都望尘莫
及……在抖音上，一位 83岁的“穿搭博主”吸引了

60多万粉丝，被粉丝称赞“活成了年老后自己最
想要的模样”。

近日，记者在湖北武汉专访了这位高龄时尚
达人，探寻其追求潮流、乐于分享的不老心态和价
值理念。

83岁“穿搭博主”走红

“第一个短视频，就有近 200万的点赞，一下
子就火了。”这位不愿透露姓名、人称“康康爷爷”
的老人告诉记者，去年 9月，他跟孙子康康一起原
本抱着玩玩的心态拍街头视频，没想到会火。

从三尺讲台的小范围分享，到网络空间的大
传播，抖音粉丝们的大力支持，增添了康康爷爷展
示自我的信心。

“我从事教育 40多年，喜欢讲课分享传递知
识，现在利用短视频平台，可以向更多人传递分
享，感觉又找回了人生乐趣。”康康爷爷告诉记
者，他以前在武汉一所高校讲授通信技术专
业课。

那时候，他就是非典型“理工男”。与那些有很
多件格子衫的“理工男”不同，他绝不在公众场合
穿着随意，这些年对穿衣搭配的执着也从未改变。
“穿着形象，表达的是社交尊重，更能传递一个人
对生活的态度。”

在抖音上，爷孙两人主要分享康康爷爷身穿
各类潮流品牌服装的帅气瞬间。有网友评价说：
“这位爷爷，可潮可正，是行走的衣架。讲潮流，丝
毫不输年轻人。”

不管是“三件套”西服的“绅士风”、宽松随性
的“街头风”、端庄大气的“中国风”，还是年轻人喜
爱的日韩系、oversize风格，康康爷爷都能“hold得
住”。每个短视频作品后面，都有万千粉丝点赞。

“您在武汉身体可好？我就要离开武汉了，特
别希望能亲眼见见您！”

一天晚上，正在查看粉丝留言的康康爷爷，发
现一条特别的私信。这是一名来自江苏的援鄂医
疗队队员的邀约。

“见！必须见！”
康康爷爷为这场会面精心准备，邀请对方吃

饭，感谢她逆行出征，为武汉“拼过命”。如今，这
对“忘年交”仍保持着联系。

分享塑造健康家庭代际关系

“记忆中，爷爷是一个特别注重衣着的人，
对我影响很大。”康康是一名从事服装行业的年
轻人，一直走在时尚潮流前列，但他有时也会被
爷爷的搭配理念折服，两人在穿衣方面有不少
共同话题。

“在家是爷孙，出门逛街像兄弟。”这是爷孙
两人对现在关系的共同描述。

原来，特别注重身材保持、经常锻炼的康康
爷爷，身高 1 . 8米，走路从来都是腰杆挺直，气
质不输年轻人。爷孙俩服装搭配相近，有时康康
还会蹭爷爷的衣服穿。

分享穿衣搭配，讲述生活体会，两人每周要
花三四天构思、拍摄，累不累？面对记者的疑问，
康康爷爷说，身边一些老年朋友退休后大多有
落差感，对新生事物有些抵触心理，渐渐与社会
脱轨，这样容易影响身心健康。现在男女老少玩
短视频的不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抖音，带动更
多老年人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爷孙俩的“忘年交”、近似朋辈群体之间的
相处模式，也说明了一点：老年人与年轻人总能
找到共同话题，用心寻找就能跨过代沟，塑造健
康的家庭代际关系。

对此，“90后”的康康特别认同。所以，两人
拍摄的短视频，不少是爷孙俩调侃互动的画面，
也有不少劝年轻人健康饮食、作息规律的提醒，
更有激励老年人享受生活的分享。

爷孙两人的分享，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反馈。
不少网友经常留言或私信表达对两人相处的羡
慕，从点滴、片段式的分享中感悟受益，甚至表
示改善了与家中长辈的关系。

老年人也要追求生活品质、活出自己

对于康康爷爷追逐潮流的行为，一开始有
家人和亲友持不同意见。后来，他们发现这种积
极分享产生了社会正能量，大家全都给予支持。

如今，康康爷爷家中的衣柜里有上百件短
袖、长袖服饰，各种潮流卫衣，还有近百双鞋，
“衣柜都要装不下了”。

“自己喜欢的一定会去买。价格贵但不适合
的，绝不盲从购买。价格便宜但不合适的，也肯
定不会买。”康康爷爷从大学教授职位退休后，
工资待遇有一定的保障。有时，他还会把一些穿
搭主动捐出去。

康康爷爷感慨道，曾经，全国人民的穿着几
乎一样，没条件讲究，只能尽量保持干净。随着
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各类服
饰渐渐多起来，各种国内外时装潮牌涌现，人们
穿衣搭配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

即将满 84岁的康康爷爷，对于健康长寿有
自己的秘诀：保持锻炼，合理饮食，规律作息，更
要心态平和。

“中国老头、大爷的形象，不能只是背心、短
裤和拖鞋，老年人也要追求生活品质、活出自
己。”康康爷爷说，如今中国老龄化在加剧，不少
老人的生活理念没有及时跟上。老年人追求潮
流，弄得花里胡哨，是否会被社会非议……种种
顾虑，羁绊了不少老年人追求生活的脚步。

也许正因为有 60万抖音粉丝的支持，加上
被贴上“追求潮流老年人”的时代标签，康康爷
爷更加坚定了展示自我的信念。他告诉记者，自
己在追求潮流的路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他希望向更多老年人、年轻人分享自己的
价值理念和生活态度，也希望更多老年人勇于
活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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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康爷爷”在家展示时尚穿搭。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徐海波、田中全

36岁的村医何芬只有一条腿，却走遍了整个
山村。

每到夏天的黄昏，安全村村头的山角就会被
晚霞染得通红，操劳一天的农民拽着满载花生的
拉车而归，转动的轱辘发着吱吱扭扭的声音；崎岖
的小路上常能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她们蹦着
跳着。

何芬总是喜欢这个时候坐在距离安全村卫生
室不远的田间地头，和孩子们嬉笑，望着天边的云
彩，“看！那片云像个天使。”路过的村民会开玩笑，
“那天使不就是你吗？”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周巷镇安全村，一座群
山环抱、村户散落的山村，一位有着天使般面孔却
身患重疾只剩一条右腿的村医何芬，故事的脉络
显得有一些凄凉与灰白，但故事的内容却又生动
且美丽。

初来乍到的黄毛丫头村医

“如果村里没有何芬，恐怕我早就不在了。”
82岁的老大爷何忠艳咧着嘴站在安全村的池塘
边笑着说。身患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多种
疾病的他，得亏了何芬的护理，他才能活到
现在。

安全村是一个贫困村湾。何芬是这里唯一的
村医。每次提及她的名字，乡亲们总会竖起大拇
指，夸赞她不仅人美，心更美。

晨光撒在卫生室的院子里。初见何芬，一位五
官清秀，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的女子嘴角轻轻上
扬，总是面带微笑，纤细的右腿在阳光的照射下影
子被拉得修长。

一大早，来卫生室看病的村民坐在卫生
室里。

“啊一下，我看看嗓子。”何芬安上假肢，慢慢
地挪到一位小女孩面前问诊起来。她告诉记者，
“这个小女孩是 2012年出生的，以前又白又红，现
在晒黑了。”卫生室里传来阵阵笑声。

村户零星散落，青壮年都已外出打工，只留下
老人和小孩守在山村。

1984年，何芬出生在安全村。在村民的记忆
里，年少的何芬是一个“假小子”，爬墙上树，捅马
蜂窝占据了她的童年，那时黄昏下的田间小路也
曾留下她嬉戏的脚印。

对住在偏远山村里的娃而言，能够到城市里
生活是他们的梦想。何芬也曾对未来充满憧憬，期
待在高楼的阳台上欣赏闹市里的云。

1998年初中毕业后，何芬考入湖北职业技术
学院医学分院助产专业，2001年中专毕业时她还
是一名 17岁的黄毛丫头。“当时想去广州的医院
工作，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何芬笑着回忆。

当时，安全村唯一的老医生年迈已久，要去青
岛“带孙子”。这一来，村子就变成了“空白村”。当
时路况颠簸，出行不便，村民只能奔波到 5公里外
的镇上看病。

正当何芬忙着收拾行李畅想城市生活的时
候，父亲抽着闷烟走到了她面前。“你弟弟从小经
常生病，多少个夜晚都是高烧抽搐，如果不是老村
医摸黑赶来，他早就没了。”

见何芬有些动摇，父亲又开始软磨。“你一个
女孩子家别跑那么远去受苦了，留在村里，就在
家门口上班，天天坐在卫生室，还少了风吹日
晒。”

想想父亲说的也有道理，何芬决定留下来。
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村卫生室只是一间从

村民家租来的土砖房。每天不仅要坐诊，还要走
村串户，为一些年老体弱、不便行动的乡亲
看病。

老医生走了，却来了一个 17岁的小女孩。如
何能够让村民们相信这个黄毛丫头能够治病救
命？工作头几个月，何芬只要一有空就去村民家走
动，嘘寒问暖，还送去健康卫生知识。

大约半年后，一位肚子痛的村民打来电话，
“要点治拉肚子的药”。何芬迅速上门看病，诊断出
病人患了急性阑尾炎，要立即送往医院。但病人不

以为然，坚持说：“我就是吃坏了肚子。”可何芬已
叫来了车，强行将病人送到乡镇卫生院。后来这名
病人登门致谢，“要不是你催我去医院，还真不知
道会出什么事。”

这个故事在村庄里传开了，来村卫生室看病
的村民也慢慢多了。

是医生也是病人

如果不去翻开何芬的过往，绝不知道这位漂
亮的年轻医生曾经历过什么生死之路，又是如何
在病人与医生身份之间艰难而坚决地转换。

2002年夏天，躺在床上的何芬无意中摸到左
腿内侧长了个拳头大小的包块。职业的敏感，让她
有不祥的预感。她忙去孝感中心医院检查，穿刺结
果：恶性肿瘤。她不敢相信，原先只是在课本上学
到的大病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第二天一早，何芬父亲带着她赶到武汉协和
医院检查，两次穿刺检查后，医院诊断书上冰冷地
印着“多形性横纹肌肉瘤”。医生说：“即使做了肿
瘤切除手术，3年的成活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十。”

平日治病救人的医生，如今成了身患癌症的
病人。“那一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病人对医生的
渴望。”何芬说。

2002年 9月，做完手术后，何芬又开始了痛
苦的化疗。

每次到武汉治病之前，何芬都会在卫生室门
口挂个公告，写上自己的治疗时间，请村民错开这
个时间来看病。

有一次，何芬刚治疗回来，卫生室就来了一位
发高烧的小孩。他父亲告诉何芬，因为想到何芬治
疗去了，就一直没带孩子过来看病。何芬一检查，
才发现小孩扁桃体严重化脓。

看到这一幕，何芬深深自责。接下来的治疗过
程中，何芬每次都是急急忙忙做完化疗，第一时间
赶回到村卫生室。

这一次，何芬还在从武汉赶回家的路上，村里
一位 70多岁的老奶奶打来电话“催了”。原来，这
位老人身患支气管炎和高血压，在镇上门诊治疗
五天仍不见好转。老人着急了，就来找何芬。何芬
回来后，赶紧把老人接到卫生室，输了两天液后，
老人病情明显有了好转。

“也不是说我的医术有多高明，也许恰巧是她
之前在镇上的治疗开始起作用了。”何芬说，这件
不经意的小事却让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好
几次，她在自家门口，看见何芬背着药箱出诊，就
径直从山坡上冲下来，送来自家种的橘子和柿子，
还有煮熟的鸡蛋。

命途多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何芬的肿瘤
接连复发。“从大腿到肺叶，肿瘤转到哪，就切除
哪儿。”说起这段痛苦的经历，何芬还是一笑
带过。

山村的生活节奏如调慢了时针。夕阳下山，村
小路如画一般，曾经嬉闹的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
都跑到城市里打拼去了。刚学会走路的娃，又会跑
到小路上玩耍。在他们身边，一位身穿白大褂拄着
拐杖的村医一瘸一拐地走过。

单腿村医

面对截肢的决定，何芬显得十分从容。
“其实我的内心一直在做减法，最先想的是把

肿瘤切了就好了，后来想只要能走路就行。原本说
我只能活 3年，如今已经活了这么长时间，很值
了。”何芬笑着说，但她的父母却难以接受女儿只
有一条腿的现实，“她们担心我会由此消沉下去，
成为废人。”

何芬出生在农历正月。2007 年春季，又是
一个春风轻抚，酝酿着万物生机的季节。何芬
23岁的生日在医院里度过。做完截肢手术后，
很多朋友来医院看她，为她过生日。令她没有想
到的是，其中还有很多已经出院的病友。

出院不到一星期，何芬拄着拐杖又打开了村
卫生室的大门。这一次，很多村民都拥上门来，拎
着鸡蛋，端着热汤来看望何芬。

安全村周围的山坡上种满了茶叶，常常有采
茶村民被毒蜂蜇伤。何芬出院回来的时候，正好
赶上采摘春茶。一天，一位村民跌跌撞撞地来到
卫生室，由于被毒蜂蜇伤，产生急性过敏，这位村
民面色苍白，接近休克，情况非常紧急。

一夜难眠。在何芬的照料下，这位村民在第
二天清晨恢复了正常状态。“看到病人脱离了危
险，连声说谢谢，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废人，村子
离不开我，我更离不开村子。”何芬坚定地说。

村民陈芹英的婆婆因为严重的食物过敏，
在一个深夜敲开了何芬家的门。何芬看到病人
的第一眼，也惊呆了。老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水
肿，整个人口吐白沫、意识不清。何芬赶紧将其
扶到自家床上，为其进行输液治疗。

刚开始缓过神来，老人又上吐下泻，大小
便失禁，把床单被套全部弄脏。站在一旁的陈
芹英看到这一幕，直接“吓晕”过去了，倒在了
一边。无奈之下，何芬只有硬着头皮，为老人换
下衣服并擦洗身子。母亲进来看到正在忙碌的
女儿后，不禁流着眼泪说，“孩子，这太难为你
了，咱还是别当医生了吧？”

山村里的人们思想偏封闭，更是少见高位
截肢的残疾人，对此乡亲们或多或少会感到别
扭和害怕。曾经活蹦乱跳的何芬，现在却只能靠
右腿来撑起自己的身体，但安全村的乡亲们却
加倍的怜惜何芬，将她比作天使。

天使命运不济，2010年，癌细胞蔓延至肺
部。何芬第五次被推上手术台，切除了左肺
上叶。

每一次手术，何芬的生命也向前迈进一步。
21岁，23岁，26岁，如今 36岁，连医生都惊叹她
创造了奇迹！“我相信，这个奇迹我还能不断刷
新！”

天使何芬

虽然身患重病又截过一肢，但何芬有天使
般的面孔和天使般的心，她依然是许多男青年
心中的“天使”。季凯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生的季凯是安全村隔壁的五泉村
人。2011年退伍回来的季凯买了一辆货车跑
运输。有一天，他感觉感冒嗓子痛，准备去镇上
看病，但好几位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建议他到隔
壁的安全村卫生室去看。“那里的医生人很
好。”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季凯走进了安全村卫
生室。映入眼前的是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医生。
开了药，过了几天，季凯感觉感冒好多了，他便
登门致谢。

一来二去，季凯对何芬心生好感，也渐渐地
了解到，在她洁白如新的白大褂下，却掩藏着一

副令人心疼不已的病体残躯：潜伏的癌细胞、截
肢的腿、切除的肺叶。

何芬也慢慢摸透了这位常来看病的病人
的心思。然而，她不敢敞开心扉。人家不仅年龄
比自己小 6岁，家庭条件还比自己优越，而且，
事业正是蒸蒸日上。“谁看得上我这样一个人
呢？”

季凯也摸透了何芬的心思，他做好了一切
准备。于是，他向何芬坦白。

“我知道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问题。”季凯
说，“她知道自己将来不能生育，甚至可能连领
养孩子的条件都不达标。她怕连累我。”说到这
里，季凯眼睛湿润了。“但我告诉她，这一切都不
是问题，相信以后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就这样，2013年，季凯和何芬终于走到了
一起。

结婚后，作为货车司机的季凯，休息时间还
成了何芬的助理。去为居住较远的村民看病，季
凯会开着自家的小汽车送她。采购药品领取宣
传资料等工作则由季凯包了。有时，一些行动不
便的病人和老人需要送往镇里或县城就诊，季
凯也会主动站出来，义务当起司机。

可是，季凯想到自己跑货去了，何芬岂不是
“寸步难行”？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鼓
励她去考驾照。

“这怎么可能？”何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
样还能开车。

季凯连哄带骗把何芬带到了县交警大队咨
询考驾照的事。在亲耳听到交警的肯定答复后，
何芬这才相信自己。

那一段时间，季凯跑完车回来就带何芬出
去练车。在夕阳西下的乡间道路上，季凯坐在何
芬旁边，给她鼓劲。这一份安全感和踏实感，何
芬着实地感动。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季凯掀开 5年
前回忆，脸上仍然洋溢着笑容。大概两个月后，
何芬顺利拿到了驾照。

开上小车的何芬，走村串户更勤了。在季凯
眼里，妻子不仅仅是卫生员，还是服务员和消防
员。就在今年，正在卫生室忙碌的何芬听到，门
外一位老太太大喊，“芬儿，快来哦，着火了。”何
芬连忙从卫生室门口的汽车后备箱里拿出灭火
器，就冲到老太太家，对着已经火焰四冒的煤气
罐灭火。

季凯出车回来后，听到何芬讲起这段经历，
顿时发了脾气。

“你不要命了？”季凯对着何芬吼了一句，
“你不知道煤气罐着火随时可能爆炸吗？”

何芬倒好，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知道要
爆炸才冲去灭火啊。难道我就等着它爆炸，把人
和屋子都炸没？”

如今，村里的小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位拄着
拐杖的“芬姐”，剪指甲、掏耳朵都会到村卫生室
来找“芬姐”帮忙。村民丁玲英说：“很多小孩子
都不让自己妈妈掏耳朵，非要找何芬。”

帮年纪大的村民交电费、水费和电话费，也
成了何芬“理所当然”的工作。许多村民家的电
视收不到节目、网络没有信号，他们都会第一时
间打电话给何芬。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何芬
每天要两次上门收集村里武汉返乡人员的体温
情况。一天下来，她常常要走两万多步，累得浑
身酸痛。尽管残肢经常被磨破，造成假肢无法使
用，但第二天何芬照常坚持拄拐杖上门为村民
测量体温。

年轻时的何芬曾想着离开安全村，现在的
她早已扎根家乡。今年，何芬通过大专考试，作
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又一次被录取。
未来，她或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何芬
说，“每次为乡亲们看病时，我都会想起自己求
医时的艰辛，村民们需要我。”

“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想留在这个生我养我
的村里，治病救人。我希望能和村民们永远在一
起。”说到这，这位美丽的姑娘眼中闪烁着泪水。

夕阳下，何芬望着天边晚霞里的云笑嘻嘻
地说道：“看！那片云像个天使。”

大 山 里 的“单 腿 ”天 使

▲山村医生何芬（右）在居民家中出诊。 本报记者潘志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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