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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罗宜淳

你能想象一个金属音乐的发烧友出
现在有古筝、琵琶的民族音乐会上吗？
不大可能吧，就像爷爷奶奶难得喜欢说
唱，音乐品味各有不同，你有你的周杰
伦，我有我的邓丽君。

村上春树曾说：“就算月亮隐去，
就算被恋人遗弃，就算被小狗哂笑，什
么都可以没有，唯有音乐不可缺少。”
但人们不是可以接受任何音乐的，就像
榴莲一样，有极爱，亦有极恨。

1979 年，厌恶迪斯科的 5 万美国群
众聚集在芝加哥科米斯基体育场，围观
焚烧迪斯科唱片，震惊世界，史称“迪
斯科毁灭之夜”。随着爆炸声，迪斯科
逐渐退出当年的美国主流乐坛，而策划
这场活动的是两个摇滚乐迷。

村上春树为了一天到晚听爵士乐，
开过爵士乐咖啡厅，也专为其写过 3 本
随笔。但 2021 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开
幕式上，许多人吐槽爵士钢琴家上原广
美的演奏，“这就是皇帝的新衣，一点
也不好听！”而爵士自传入中国以来，
也常陷入“演奏3000个和弦给3个观众
听”的尴尬境地。

坊间流传着一个音乐圈鄙视链条，
玩古典的瞧不起玩爵士的，玩爵士的瞧
不起玩流行的，但是这帮人，都瞧不起
玩说唱的⋯⋯说唱歌手不服，于是发起
了battle （挑战）。

“心脏根本承受不了，节奏把脉管
都要敲爆了。”一位父亲听完电音舞曲
后表示，“仿佛拖拉机聚会一样”。同
样，女儿也不喜欢父亲“高山流水”的
书房背景音，觉得“乏味”。

不止是音乐种类，音乐厌恶可以具
体到一个乐队。网友的讨厌直接又犀
利：“如果你把 Nickelback （五分钱乐
队） 的歌倒放出来听是恶魔的声音，更
糟 糕 的 是 ， 如 果 你 把 它 正 放 ， 会 是
Nickelback的声音。”

有句话为“音乐无国界”，但事实
上，音乐不仅有国界，人与人之间的音
乐喜好，也相差甚远。除了音乐本身，
听众的年龄、种族、性别、职业、地
域、童年、教育经历等，无数变量影响
着人们的喜恶，甚至租房还是买房，歌
单都大不一样。研究显示，租房的人更
倾向于时间较长，风格富有个性、歌词
有意义的音乐，这可能和更多的私人空
间有关；买房的人大多成家，歌单重叠
融合，变得更为大众。

个人情绪和集体记忆也会将音乐变
得主观，战争年代里，人们更倾向用音
乐抚平伤痛，“战争有多残酷，音乐就
有多治愈。”张爱玲曾把交响乐比作五
四运动般浩荡，评南美洲的曲子像“春
天的吵嚷”。

疫情是一个意外影响音乐偏好的因
素，美国的一家音乐分析公司收集数据
后发现，由于宅家时间延长，工作、
学习、社交的方式都被颠覆，古典音
乐 和 轻 音 乐 的 搜 索 数 量 与 “ 冠 状 病
毒”同步上升，人们希望追求一种平
静和秩序感。

讨厌一种音乐除了让人发牢骚，还
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功效。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经验美学研究所找了一组人员，让
他们听不喜欢的音乐，记录反应。结果
发现，参与者听完讨厌的歌，有的转身
离去，有的干脆切断社会联系。但最
终，音乐厌恶可能有助于保持他们良好
的心情、促进身份表达以及划分社会群
体。某种程度上，这与喜欢一首歌达到
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一种音乐的厌恶反过来可能会让
你发现快乐。《野蜂飞舞》 是世界上最
快的曲子之一，旋律变幻莫测，玩乐器
的人用其“炫技”。但有些网友评价
说：“听得心情烦躁，倒不像野蜂，像
是一百只苍蝇嗡嗡作响。”不过听完以
后，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宁静了下来，街
道上的喇叭声都不再急促了。

豆瓣有个小组叫“讨厌烂音乐，我
们不妥协。”厌恶某一首歌能在这里找
到共鸣，也间接展示自己的品味，成
员大多通过吐槽一首歌来表达自己，

“为什么要学猫叫，语言还能再苍白一
些吗？”

喝着美式咖啡的年轻白领不会在手
机里放陕北民歌，这不符合自己“精致
打工人”的形象。非洲流行打击乐，讲
究人的参与感，没有舞蹈的古典音乐对
他们来说，就和“广东人吃饭没有汤一
样”。音乐偏好区分人群。

这些年，互联网根据大数据直接推
送歌单，让人们接触不喜欢音乐的机会
少了。每到年末，各大年度音乐报告排
满 朋 友 圈 ，“195 岁 的 音 乐 灵 魂 ” 和

“资深摇滚乐迷”之间少有话头，而看
到高度重合的歌单，“心跳会漏了一
拍”。其实，偶尔听听不常听的音乐，
没准有新发现，就算不喜欢，也能因为
吐槽它获得一次好心情。

实习生 邱雨诺

夜里 10 点半，女儿应该下班车了。为

了准备出国留学，潘云妹已经为女儿递交

了休学申请。今天去上晚自习，女儿特地带

着自己从小到大的相册。

是该下班车的时间了。潘云妹坐不住

了，走到窗户前，探头从 5 楼往下看。红光、

蓝光，救护车和警车闪烁的灯光冲破漆黑

的街道扎进潘云妹的眼睛里。马路边蜷缩

着一个穿着红白校服的身影，书包里的小

镜子、梳子、相册散落一地。

2011 年 6 月 23 日，潘云妹的女儿潘姝

霏放学时遭遇车祸。半个月后，潘姝霏成了

植物人。

安 家

弯腰低头，穿过大片晾晒着带有浅黄

色污渍的床单被罩，再左转，就来到了北京

延生托养中心的病房。

异味扑面而来。流食、粪便、汗液⋯⋯

混杂的气味在设定为 26℃的空调中混合，

盘旋于这个久不通风的空间中。

120 平方米，9 张床，每一张床上都躺

着一名植物人状态的病人，脸颊凹陷，久不

见天日的皮肤苍白如纸，混着病态的蜡黄，

靠肉眼甚至已经难以分辨他们的性别。

如果忽略皮肤上遍布的斑点，一名病

人看起来还像处在前青春期的孩子。病房

的床与床之间竖着完全透明的隔板，安慰

想要获得一点私人空间的家属。躺在床上

的病人几乎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他

们甚至不能眨眼，一左一右两条输液胶布

固定在眼皮上，让人像睡着似地合着眼。

现在，延生托养中心的病房就是潘云

妹和潘姝霏的家。10 年来的第 8 个“家”。

“（来这里之前）我们又无家可归啦。”

潘云妹停顿一下，接着说，“本来 10 年前就

已经没有家了。”

潘姝霏出车祸 2 个月后，潘云妹卖掉

了河北省三河市的房子，把钱填进了上万

元一天的 ICU。10 年间潘云妹带着女儿换

过 7 个住处，最长 5 年，最短一周。

最短的那次，钱已经交了，母女二人搬

进屋刚刚 3 天，房东看到病床，当场反悔。

“我当时就说，没关系，我们住房子也需要

一个愉悦的心情。一周之内我一个人就全

搬走了。”潘云妹说着，双手交握斜垫着侧

脸，像一个憧憬中的少女。她的红棉袄搭在

椅背上，旧得发灰。

“怀念住在垡头小院的 5 年，”这个小

四合院是潘云妹卖掉房子后志愿者帮忙找

到的租处，“有爱，有阳光，有温暖。”提到房

东小何，潘云妹笑了起来：“5 年半的租金

一分没收，还给我们花了 10 年钱。”小何后

来成为帮助母女的志愿者。

1989 年，19 岁的潘云妹独自从江苏常

州来北京，成为了一名“北漂”。作为家里的

老幺、父母的老来女，她在女儿的意外发生

之前就显露出一种坚韧倔强的特性，一边

打工一边上夜校，业余时间还会学习营养

学和金融 。1992 年，女儿潘姝霏出生的那

年，潘云妹成功进入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

现在她的朋友圈背景依然是那个时候

的自己：一头干练的短发，穿着得体漂亮的

西装，侧身对着镜头，上衣竖排别着四个金

红配色的徽章，身后是同样配色的天安门。

女儿 3 岁之后，潘云妹成了单亲妈妈，独自

把潘姝霏抚养到 19 岁。这个女人的前半生

“不愿意依赖任何人”。

潘姝霏出事之后，肇事者逃逸，前夫来

了一趟 ICU，说这个孩子“没有用了”，被她

轰了出去。天坛医院的医生看了潘姝霏的

“片子”，劝潘云妹放弃，“不会醒过来了”。

每过一小时，潘云妹要给潘姝霏吸痰，

过两小时要翻身，上厕所要随时盯着，无法

外出工作。女儿出事前两年，为了照顾回到

三河市上高中的女儿，潘云妹就辞去了自

己 在 使 馆 的 工 作 。没 有 收 入 ，积 蓄 很 快 花

光，亲戚朋友借遍了，潘云妹只能把还未脱

离危险的女儿接回了“家”。

说到这里，潘云妹用戴着塑料手套的

右手擦了擦眼睛：“这 10 年我的心都在绞

肉机里沥干了，没有血了。”

感 恩

“ 漂 亮 豆 豆 ，真 好 ，来 把 手 放 下 来 ，真

棒 。”潘 云 妹 的 微 信 视 频 号 发 布 过 一 条 视

频，母亲在镜头后面称赞留着寸头坐在藤

椅上的女儿，把女儿蜷曲在红色 T 恤胸前

的左手拉了下来。

豆豆是潘姝霏的小名。出事之后，“潘

姝霏”这个名字除了和外人说起，潘云妹已

经几乎不使用了。“宝宝”、“宝贝”、“豆豆”，

这些爱称取代了名字。

车祸 3 个月后，按潘云妹的话说，女儿

“醒来”了。可以张嘴、可以坐轮椅、可以在

让叫妈的时候“吼”出一声。

潘 云 妹 的“ 床 ”是 病 床 旁 边 的 一 把 椅

子 ，每 天 晚 上 ，她 靠 在 椅 背 上 睡 两 三 个 小

时，女儿一有动静就会惊醒。她每个月冲去

超市一次，买够食物和日用品再冲回家。在

这样的精心照料之下，潘姝霏的脸色呈现

出一种更加健康的红润，而日夜操劳的潘

云妹，脸色越来越黯淡。

离开病房 40 分钟左右，潘云妹坐不住

了，急匆匆地往回赶。“你根本就干不了别

的事情。”护士在她离开期间已经给潘姝霏

吸过痰，但作为母亲放心不下：“刚才我走

了，别人帮她弄，她就不开心了。”

要怎样察觉一个没有表情、没有动作

的植物人的“不开心”呢？在病床周围，潘云

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女儿身上，不看向

其他人。在旁人眼里，这一秒钟的潘姝霏与

上一秒钟没有任何区别，但在那种经年累

月的殷切注视中，潘云妹或许成为了独属

女儿一人的“微表情专家”，她相信自己

能够察觉女儿的细微变化，坚信正在见证

“奇迹”。

2013 年 ，为 了 寻 找 逃 逸 的 肇 事 者 ，潘

云妹接受了湖北卫视情感访谈栏目《大王

小王》的邀请。“妈妈为了你，放下尊严去录这

个节目，录完我们就有救了。录完他就会良

心发现，来找我们。”她对病床上的女儿说。

那一期名为《寻找肇事者》的节目播出

几个月后，潘云妹又录制了一期特别栏目。

现场的背景音乐是《烛光里的妈妈》，潘云

妹推着女儿上了舞台，向观众介绍潘姝霏：

“对，我们是大眼睛的姑娘，可漂亮了。”

一个男人捧着一束玫瑰突然走上了舞

台。他姓段，比潘云妹小 11 岁，这已经不是

他第一次向潘云妹求爱。2011 年 11 月，他

成了帮助她们的志愿者。这个男人经常上

门帮忙料理各种事情，潘云妹让潘姝霏叫

他“哥哥”。在节目现场，小段娴熟地照顾着

潘姝霏，抱着她从床上移到轮椅。

“哪怕我有一点点能给他的东西，我都

会答应他。”整整半期节目，她都没有接受

小段的求爱。中场时分，潘云妹被叫到后台

与节目组的心理专家谈话，她对小段的态

度不见丝毫松动。

这 份“ 爱 情 ”在 潘 云 妹 眼 里 与 负 担 无

异：“我要是答应他就是害他。”亲身体会过

植物人照护的种种艰难后，潘云妹愈发坚

定地相信，她只能依靠自己。

今年春节，潘云妹在朋友圈分享了在

家乡的 99 岁母亲的视频。每次想到她，潘

云 妹 总 会 被 愧 疚 深 深 击 中 ：“ 因 为 女 儿 姝

霏，我不能见母亲，不能尽孝！只能送遥远

的祝福！”这么多年来，潘云妹只在 2018 年

离开了女儿一次，把她托付给志愿者，自己

飞回家乡看望母亲。2020 年 8 月，潘云妹在

运营商的祝福短信提醒下想起了生日，感

恩母亲的“受难”。

没有工作、亲人疏远，潘云妹的社交网

络只剩下病床上的女儿这一根反复加固却

随时有可能断裂的线。她与人的交往，实际

上都是女儿这根线的延伸。

女孩一一是曾为潘家母女提供庇护的

房 东 小 何 的 女 儿 ，“ 每 当 我 遇 到 过 不 去 的

坎，是我的这个小可爱一一给了我巨大的

精神力量，这么一个瘦小身躯经历这么强

的训练都不叫苦，还坚持着。”去年 5 月，潘

云妹在朋友圈给热爱体育的“爱心小天使

一一”送上了生日祝福。

从潘姝霏尚在 ICU 开始，一直到母女

二人来到托养中心，志愿者们是潘云妹生

活中的亮色。“感恩”是她的朋友圈最常出

现的关键词。“我的孩子们，”她这样称呼他

们，“我的实诚闺女囡囡给姝霏宝贝定制了

一个 20 人的生日蛋糕。”蛋糕一半挤满了

草莓和蓝莓，一半写着“妹菲（霏），Happy
Birthday”。

照片里潘云妹穿着白色高领毛衣，笑

到张大嘴巴、眼睛紧闭、身体向后仰，身后

一个戴着眼镜的长发女孩把手搭在她的肩

上。屋里的人们都在笑，年轻的女孩、男孩、

母亲、阿姨，只有潘姝霏没露出她的牙齿。

也只有在这时，潘姝霏才不再是画面

的中心，但仔细观察，仍能看见潘云妹一只

手习惯性地搭在女儿的轮椅背后。

现在，潘云妹低头笑着，看向自己穿着

的旧毛衣，“我工作时候那些漂亮的衣服都

卖了，”她要重新开始打扮，“我的孩子们

（志愿者）说我要出去上诉，要见人的，要有

些得体的衣服。”

2021 年开始，潘云妹决定重新追查当

年女儿车祸的真相——她一遍遍写上诉材

料，一遍遍回想当年的灾祸，却始终没能写

完。深陷在回忆里的潘云妹，10 年来第一

次疏忽了给女儿吸痰。潘姝霏肺部感染，10
年后再次住进了 ICU。

延生托养中心医生相久大知道，对于

不在专业机构护理的植物人来说，这甚至

称不上意外。“比如吸痰，对于专业人员是

个简单的操作，但如果居家照护，家属的操

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患者窒息，也许很快

就会失去一条生命。”

进了 ICU，当时的房东不愿意再让母

女继续租住。潘云妹很理解：“人家那是买

来作婚房的。”120 带着母女俩搬了第 7 次

家，住进托养中心。

为了支付女儿进 ICU 的费用，潘云妹

开通了水滴筹，又在女儿出院后立刻关闭。

“每拿一份人家的爱心，自己就有罪恶的感

觉。”她说。

这种感受 10 年间一直缠绕着潘云妹，

她也试图与之对抗，用自学的金融知识帮

志愿者买股票。即便如此，谈起这个话题，

她仍然保持着一种防御的姿态，在摆出自

己帮助他人例证的下一分钟流出眼泪。

“我觉得让人家分享我的痛苦是不道

德的。”潘云妹说。

“给家属听”

“她有醒过来的时候吗？”2013 年的节

目《大王小王》上，主持人问。潘云妹的眼神

从远处慢慢转回来，低着头自下而上看向

主持人，语气里有着迫切的说服意味：“她

其实现在是醒着的。”

2022 年 的 元 旦 ，潘 云 妹 没 有 任 何 安

排。几天前，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潘云妹帮

女儿庆祝了她的 30 岁生日。志愿者小何拉

来一车年货物资。护士办公桌后面的空地

上，两张桌子拼作一张，放上蛋糕和鲜花，

四周又围了一圈五颜六色的果汁。

潘姝霏盖着粉色的被子躺在轮椅上，

戴着纸质王冠。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就这样

过去了，潘云妹的执念却延续到了下一年。

这份执着，曾经也流淌在女儿身上。19
岁以前，潘姝霏写了大量日记。其中一本，

她用紫色的水性笔写道：“要成功，必须有

强烈的成功的欲望⋯⋯成功来源于我要，

我就能；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

“现在这些日记基本上我都卖了，受不

了。”病床下的狭小空间已经无法保留这个

女孩曾经健康的证明，但日记本里的一字

一句，已经成为潘云妹现在生活的缩影：女

儿的醒来来源于“我要，我就能；我一定要，

我就一定能”。

2011 年 7 月 22 日 ，车 祸 发 生 一 个 月

后，潘云妹用注册 4 天的“孩子醒来”账号

发布了一条微博：“昨天，我的女儿嘴动了

一下，我觉得她肯定是想要醒了，可是没有

办法睁开眼睛，但是这就给了我走下去的

力量。”

《大王小王》的心理专家对她说：“奇迹

会出现，姝霏会一点点好起来 。”她回答 ：

“我坚信，我坚信。”

当年的节目中，潘云妹那份惊人的“坚

信”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无数眼泪，也在其后

的许多年，让她自己流下了更多眼泪。在延

生托养中心医生相久大眼中，“坚信奇迹”

可能是植物人家属最糟糕的状态之一，托

养中心的目的不是帮助植物人苏醒，而是

帮助植物人延续生命。

植物人苏醒的概率究竟有多大？相久

大回答道：“几乎没有。”他说，在专业医疗

机构疗养的植物人平均大约存活 13-15 个

月，而居家疗养的植物人一般仅有 10 个月

的生命。

吸 引 植 物 人 家 属 来 到 延 生 托 养 中 心

的，往往是比醒来更加现实的问题。“来这

里的都是条件不好的家庭。”一名患者家属

说。在相久大还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时就

发现，当一名患者成为植物人后，公立医院

认为为植物人继续投入大量治疗的意义不

大；要多少收入才能常年负担一个植物人

在私立医院疗养的费用呢？在相久大这里，

一个月的生命价值 7000 元或 1 万元，贵的

那 3000 元能换来病床间全透明的隔板；而

状况特别困难的，可以免费接收。

B 站一名用户曾来到北京密云，跟着

相久大参观了一圈托养中心，拍了视频，取

名《北京大叔花 500 万在山里养了 40 个植

物人》。

在潘云妹和托养中心其他病人家属口

中，相久大是个“善人”“伟大的人”；而在自

己眼里，相久大只是一个发现了蓝海的创

业者。“我这不是做慈善，我这是在创业。”

相久大说，“创业有投入很正常，只不过做

起来就会发现，这事跟慈善分不开。”创业

的第 7 个年头，相久大已经投入了 500 万元

左右，其中 160 万元来自卖房所得，其余来

自借贷。

今年 2 月 17 日，相久大转发了北京市

卫健委、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北京市

加快推进安宁疗护服务发展方案》。根据方

案，到 2025 年北京市每区至少设立 1 所安

宁疗护中心，床位不少于 50 张，为有住院

治疗需求的安宁疗护患者提供安宁疗护服

务 ； 全 市 提 供 安 宁 疗 护 的 床 位 不 少 于

1800 张。

目前，北京海淀医院、清华长庚医院等

已开设了安宁疗护病房，服务疾病终末期

的患者。而专门针对植物人的托养中心并

不多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增植物

人近 10 万人，总量在 30 万—50 万之间。

不进行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

措施，不进行额外治疗和使用额外药物，托

养中心奉行着“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

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

离世”的理念。机构能提供的服务，是代替

家属为病床上的植物人精准地每两小时翻

一次身、随时吸痰擦汗。

在转发一篇题为《植物人沉寂的生命

也有尊严》的文章时，相久大强调了里面的

话：“作为生命个体，我们也应把一些注意

力放在失能的弱势群体身上，放在一些看

似对社会的发展起不了太大促进作用的事

业上，放在对人类本能的感性思维的体量

和理解上。”

“我们这个中心的初衷，是希望家属

们能够慢慢回归社会。”相久大说，“一两

个月来看一次自己的亲人就够了。进了这

门口可能会悲伤，出去又能回归社会，这

是最好的。”

但潘云妹并不接受。24 小时看护的家

属、不间断使用额外药物⋯⋯潘云妹对女

儿的照料与托养中心的理念并不一致。见

得多了，相久大对家属的意愿表示理解和

尊重，他明白这对人们的心理状态有多大

的安抚作用。

“有的家属会给病人吃香灰或者保健

品。”他说，“只要不是对身体有伤害或者特

别贵的，我们也不拦着。”

潘姝霏的床下整整齐齐放着志愿者刚

刚 寄 来 的 保 健 品 ， 潘 云 妹 谢 绝 别 人 的 帮

助，坚持自己搬运，瘦弱的胳膊绷着，右

手 抠 进 纸 箱 的 缝 隙 。 临 近 的 另 一 个 病 房

里，家属用自带的小收音机大声地外放评

书 《三国演义》，据说是病人以前喜欢听

的选段。

这些评书、呼唤、倾诉、哭泣、希望，患

者是否能真的听到，穿行其中的护士给出

否定答案，“都是给家属听。”评书、保健品、

透明隔板⋯⋯在这里停留越久，便越能感

受到家属才是事实上的服务对象。整个托

养中心，与其说是在治疗植物人，不如说是

在用温和的方式，化解家属的执念。

在托养中心创办之初，相久大会让护

士录下病人对外界刺激有所反应的视频，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种“好消息”可能对

家属是“有害”的。“他越看到这个反应，越存

有希望。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徒劳。”他说。

每个病人入院，他都会对家属重复一遍

关于“好起来”和“抓大奖”的比喻——“你可以

盼望着这个大奖，但不要去努力抓它”。

潘云妹想靠努力获得“大奖”。由于 24
小时守在女儿床前，她不需要护士的记录

就能发现女儿种种微小的“醒来”迹象。去

年 9 月进入 ICU 之后，潘姝霏又一次失去

了对外界反应的能力，普通人已经很难找

出这个女孩和病房里其他病人的不同，但

对潘云妹来说，这个浅粉色被子下穿着深

粉色开衫的年轻女孩，与同一个病房内的

那些躯体完全不同。

相久大说，植物人粗略分为可以进行

简单指定动作的微意识状态和完全无认知

的持续性植物状态，第二次进 ICU 的意外

让潘姝霏从前者滑向了后者。潘云妹认为

女儿醒来了，但医学观察并不支持。

什么是醒来呢？对于潘云妹来说，标准

或许早已模糊。

她再次扎根病床旁的几个月里，隔壁

病房新搬来一位遭遇车祸的老人。女儿女

婿短住几天，还要回到老家照顾田地和小

孩。病房里人们搬进搬出，有病人刚住进来

几个小时就“离开”。相久大收到一条新消

息，那位大学三年级因为去捡掉在阳台外

面的手机而高位截瘫的姑娘走了。

病房隔壁的厨房里，老伴已经在此过世

的女人，沉默地为护士们做着家常菜。有人

每天为家人诵经。做公益的大提琴手在门口

放下琴盒，开始拉一曲《菊次郎的夏天》。

“我们醒过来了。”潘云妹一遍一遍地

强调。过完年，潘姝霏搬出病房，相久大免

费提供了以前母亲住的地方。屋子里到了

晚上偶尔跳闸，“每天晚上 6 点一过我就紧

攥着手机，准备打开手电筒 。”潘云妹说，

“没有灯，姝霏会害怕。”她的手机是年前志

愿者邮寄过来的新年礼物，256G 容量，替

代她之前卡顿的 32G 内存的手机。

之前同病房的家属知道了，为她的小

屋安上了一盏太阳能灯。这名家属是个电

工，装上灯后，这间屋子不会再陷入彻底

的黑暗。

（戎渐歆对本文亦有贡献）

等 待 醒 来
讨厌一首歌
也可能让你有
好心情

潘云妹与潘姝霏的旧照。

潘云妹近照。 林 青 刘栩嘉/摄

2021 年末，人们庆祝潘姝霏 30 岁生日。 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潘云妹与母亲。

潘姝霏高中时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