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睛是人体的重要

器官。 上海人管瞎了一

只眼睛的人，戏谑为“独

眼龙”。 没承想，步入古稀

的我差点就变成了一只

“独眼龙”了。

那天， 我去活动中心

打乒乓球， 平时我挥拍的

幅度不大。 可对桌来了一

位狠角色，一上场，就大板

扣杀， 三板斧抽得我金星

乱冒，倏忽，左眼什么也看

不见了，这可把我吓坏了，

当我踉踉跄跄地回到家

里，开口就对老伴说，我的

一只眼睛什么看不见了，

老伴着急说了一句， 不要

是视网膜脱落。 翌日，我便

急急忙忙去五官科挂门

诊， 一位年轻的韩医生接

待了我，一圈检查下来，确

诊是视网膜脱落， 真让老

伴一语成谶。 我问有没有

复明的希望？ 她说，希望渺

茫， 手术也只能恢复一点

光亮。 要我做好一只眼失

明的准备。

当时我就懵了，没了视

力，余生如何度过？ 韩医生

问我缘由，我说，导火索是

抽球过度， 平时写文章，下

围棋，用眼也不少。 韩医生

说，这就对了，视网膜脱落

不是偶然缘故，与你平时不

注意用眼卫生累积的结果。

于是， 她就安排我专家门

诊。 周一，老伴携我去看专

家，专家姓罗，看上去 50来

岁，年富力强。 他仔细地看

了我的眼球，又看了我星期

五拍的片子，他看我焦急的

眼神， 宽慰我说：“有希望”

短短三个字， 让我枯木逢

春。 当时我就奇怪，两位医

生的意见为何南辕北辙，当

然我更愿听专家的。

住院后，来了位医生，

她先画了幅眼眶示意图，

然后指着图， 为我们普及

医学知识。 她说：“能看见

外界，就靠晶体，晶体外是

一些像果冻一样液体流动

着我们的眼球， 而视网膜

就是搭在液体与晶体上面

的一层膜， 一旦这层膜脱

落， 液体就会很快流出眼

球， 晶体得不到液体与视

网膜的保护，就会失明。 视

网膜脱落的治疗过程就是

先在角膜中打三个孔，让

剩余的液体流光， 然后打

入硅油，再将脱离的视网膜

重新复位，恢复其正常的生

理功能，以挽救视力。 ”

我听了医生的讲解，

仿佛增添了复明的希望。

于是在视网膜脱落一周

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左眼

被纱布包住了。 再过一

天， 护士解开了敷在我眼

上的纱布，一瞬间，罩在我

左眼八天的黑暗突然不见

了。 我又看见了这让我留

恋、欢喜的大千世界，尽管

手术后眼睛有这样那样的

不适， 这对我心情的变化

太可贵了。 此刻，我想起了

电影《创业》周挺山在炼出

石油时大声喊的一幕，“我

总的感觉———是解放了！ ”

而我却要说， 是共产党的

医生让我除去眼翳的苦

恼，重现光明的世界。 我总

的感觉———是重生了！

差点成了“独眼龙”，

如今，我正在康复中，三个

月后， 再来做硅油取出手

术。 总之，我现在的心情异

常亢奋，你想呀，当被困黑

暗八天之久的人， 一旦重

获光明， 心情是多么的难

以抑制的冲动！ 于是，我敲

下一首《七律·除翳记》：

倏然兴起回球猛，

顷刻天旋雾锁眸。

银发悲歌何用诉，

白衣苦战未曾休。

常忧深浅烂酣醉，

更惧高低重影留。

若许从今明似镜，

愿呈清澈一溪流。

差点成了“独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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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笔画《金色年代》

荩 工笔画《初心》

我

的

智

能

生

活

�

潘

玉

毅

刊头书法 吉卫平

孟昕月

从小绘画，巴黎回国。在画

家父亲的影响下致力于研究新

工笔水墨， 并将传统绘画融入

数字 AR。 多次举办个展，国内

外多次参展和获奖。 现为上海

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

人工智能与生活早已融为

一体。“一机在手，天下我有。 ”

守旧如我，也为它所影响，无可

避免地融入了“科技改变生活”

的时代大潮。

放眼当下， 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几样智能家居或者类智能

家居，我家也不例外。家里的锁

用的是智能锁，我的忘性较大，

丢三拉四是常有的事情。

遥想以前， 每次匆匆忙忙

出门，钥匙忘了带，只能老

老实实地站在原地等着家

人来开门。 但是自从有了

它，再也无此顾虑。 手表用

的是智能手表， 不仅可以

看时间，还能监测心率、血

压、睡眠质量等数据，无疑

是健康生活的好帮手。 空

调、音箱、电视机都安装了智能

开关， 炎热的夏天或是寒冷的

冬天， 无论下班回家还是出差

回来， 提前在手机上按动操作

键，即可打开空调，等到家时，

夏有凉风冬有暖， 还有音箱里

传出的舒缓音乐， 别提有多惬

意了。此外，还有摄像头看守门

口的快递， 扫地机器人满足我

偷懒的需求，以及洗衣机、烘干

机是否完成任务皆可以在手机

上查看和操作。

不过， 要说感触最深的智

能应用是什么，于我而言，非导

航莫属。依稀记得我毕业前去宁

波一家单位应聘实习岗位。因是

一条巷子改了名字，我依照新改

的地名一路摸索着找去，找了半

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向路人问

路，结果他告诉我的方向竟然与

真实的地理位置南辕北辙。兜兜

转转， 又花了我约莫一个小时。

等到达时，面试都已经结束。 想

来如果那时的智能手机已经开

始应用导航， 我便不会有此经

历。 只要在地图里输入目的地，

选择步行或骑行，轻轻松松就可

找到。 即使走错了方向，导航也

会及时地提醒我，或者为我变更

新的路线。 只要电量足够，

就不用担心会迷路。

而今，不说每天，至少

每周每个月都会用到导

航。使用次数之多，“见面”

之频繁， 俨然如同一个过

从甚密的老朋友。 去一个

不熟悉的地方约访某个人

需要用到它， 去一座向往

而不曾去过的城市看山看

水看花看景也要用到它。 譬如

眼下春暖花开， 正是出游的好

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或与家人

一起，觅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循着导航而往，一待就是一晌。

若没有导航， 沿途顺着路牌问

过去， 说不定等到达就已经天

黑，哪里还有什么游兴。

苏轼有一首诗：“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

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

中。 ”不知何时起，人工智能就

已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稍加留心，我们能找到很多

它的影子：智能点餐系统，智慧

导医系统，智能志愿服务系统，

融合了大云物移智链边技术的

新型电力系统， 以及时兴的

DeepSeek，“智慧 AI+” 正悄悄

改变我们的生活。

学校组织的这次春游，目的

地是枫泾。 当老师宣布这个消息

时，我的心瞬间被触动，那熟悉又

遥远的地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

我记忆深处关于故乡的大门。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枫泾人，

在枫泾的幼儿园里，我度过了人

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时的

我，清晨总会被老一辈们那充满

烟火气的谈笑声温柔唤醒；傍

晚， 我会乖乖跟随父母的步伐，

走街串巷去拜访家中的长辈。 可

后来，为了学业，我去了徐汇，从

小学一直读到高中。

但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对

枫泾的思念从未停止。每当夜深

人静，那些关于枫泾的回忆就会

如潮水般涌来。我想念枫泾那悠

悠流淌的河水， 它就像一条丝

带， 缠绕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想念那些古老的石桥，它们见证

了枫泾的岁月变迁，承载着我儿

时的欢声笑语；想念街边阿婆卖

的小吃，那独特的味道，是故乡

独有的温暖。

走在中大街的青石板路上，

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 街边的小

店依旧热闹，店主们热情地招呼

着顾客。 我的同学们小黄、小王、

小程、 小戴都兴奋地四处张望，

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小

黄瞪大了眼睛，指着一家卖特色

手工艺品的店铺， 大声说：“哇，

这里的东西好特别啊！ ”小王则

拉着我的胳膊，急切地问：“这地

方感觉好有韵味，你快给我们讲

讲这里的故事呗。 ”小程拿着手

机不停地拍照，嘴里嘟囔着：“这

风景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 ”小

戴则像个小侦探一样，这儿瞅瞅

那儿看看，还时不时地提出一些

稀奇古怪的问题。

这次春游的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我们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

在古戏台前，听着咿呀的戏曲，我

仿佛看到了过去节日里热闹的场

景；在丁蹄作坊，闻着那诱人的香

味， 儿时围在锅边等着吃丁蹄的

期待又涌上心头。每一处，都像是

一把把钥匙，打开我记忆的宝箱。

我贪婪地看着、听着、闻着，想要

把故乡的一切都刻在脑海里。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的， 集合的哨声无情地响起，催

促着我们返程。 我脚步沉重地走

向大巴车，一步三回头，眼神里

满是不舍。 每多看一眼故乡的街

道、房屋，我的心就揪紧一分。 我

不想离开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不想让这份浓浓的乡情消散。

大巴车载着我们开出了牌

楼旁的停车场，但我知道，无论

我走到哪里，故乡的影子都会一

直跟随着我。

春游书页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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