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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姜俏梅

还记得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吗？2个多月前，这句日本捐赠防疫物资

上印制的诗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屏，与

日本社会各界在中国抗疫关键时刻给予的

种种支持一样，为中国民众铭记在心。

如今，新冠疫情仍在日本持续扩散，中

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向日方捐赠了大量口罩

等防疫物资。

“春暖雁北归，捎带心意越洋飞，羁绊

衣带水。”优美和善意的讯息同样出现在中

方援日物资上，犹如对“山川异域，风月同

天”的隔空应和。由浙江省企业捐赠的2

万枚口罩日前运抵东京。日本浙江总商会

工作人员在每个装满口罩的纸箱上贴上一

张彩色打印纸，上面有以日文创作的俳句、

译成中文的汉俳，以及俳画。

君赠古诗 俳句相还

俳句是日本古典短诗，由“五七五”共

十七音组成，作为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

俳句讲究余情、余白，引人深思。俳画表达

的则是俳句的意象。

“用对方能够读懂的语言，传递我们真

实情感。”这是上述俳句作者、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老师夏瑛的创作初衷。

夏瑛曾在日本工作多年。4月中旬以

来，日本新冠疫情形势日趋严峻。杭州一

家不愿留名的爱心企业决定对日本开展第

二批捐赠活动。作为本次企业捐赠的协调

人，夏瑛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俳句创作工作，

以更好地表达捐赠方的心意。她还邀请好

友、《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以及

对俳画颇有研究的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副教授王玉红，共同创作了一幅幅集

俳句、汉俳以及俳画为一体的精美作品。

夏瑛就其中一幅名为《风雨同舟》的俳

画作品介绍说，右侧的船象征着中日文化

交流史上的遣唐使，左侧的隋塔则是代表

着日本天台宗发源地中国天台山的国清

寺，连接左右的“之”字形长河代表浙江人

的心意，也象征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风雨

同舟。

疫情当前 风雨同担

早在3月下旬，杭州这家爱心企业曾

以日本浙江总商会为窗口捐赠过2万枚口

罩，分别提供给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和日

中儿童支援后援会等机构。

“当时我按照‘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

意境，选择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语‘春霞’

赠送给疫情中的日本友人，希望给他们带

去春日暖意。”

王众一将俳句译成：“春晖斗春寒，山

川异域同风雨，共画同心圆。”王玉红据此

创作出多幅俳画。

这三人的默契合作被一位东京大学教

授看在眼里，亲切地称他们为中国俳界“三

剑客”。

日本浙江总商会还根据夏瑛的建议，

给不同对象的防疫物资贴上不同俳画。很

多日本友人收到口罩后写来感谢信，一目

了然的俳句俳画让他们深受感动。

来自东京大学的一封感谢信写道，“正

如夏女士俳句所表达的意境，相信日中各

界友好合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春日暖阳

般的日常生活一定能够到来。”

书画传情 心意相连

2016年夏，一个偶然机会，当时作为

日中友好会馆留学生事业部部长的夏瑛

与俳句结缘。两年后，她被日本专业俳人

组织“天为俳句会”会长、前文部大臣有

马朗人推荐为同人（相当于正式俳句诗

人）。

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做新同人自我

介绍时表示，“希望通过俳句增进中日两国

文化的相互理解，并促进中日友好”。

夏瑛感慨道，“这次疫情期间，俳句促

进了中日民间人士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是

我没有想到的，但却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

希望以后继续用日本人喜闻乐见的俳句传

递我们的善意和友情。”

目前，还有多家中方机构邀请夏瑛为

其援助日方防疫物资创作俳句。

在为杭州一家物流公司捐赠给京都府

的抗疫物资创作俳句时，考虑到京都和杭

州都是著名古都，夏瑛特意以《山海经》中

国古代神鸟“玄鸟”作为季语，取《诗经·商

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意，寓

意带来新生与希望。俳画中，鸟儿从杭州

六和塔出发。

“玄鸟啣书至，跨越时空古都市，双城

新故事。”“三剑客”又一俳句作品随着

防疫物资的交付，传递着来自中国的

情谊。

电话增量明显

热线自1995年开通后，每

天都会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

心理咨询问题。2004年

5月25日，热线升级为

24小时制，也是全国

第二家 24小时开通

的心理干预热线。

“疫情期间的

电话量是明显增加

的，虽然有些电话

未计入疫情相关

来电，但其中产生

的情绪很难说是

否是因疫情引起

的。”杭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防治科

副科长宋海东介

绍，今年2月，热线

接到来电2198通，

比去年同期多一倍

有余。最多的是2月

2号那天，热线共接听

87通电话，接听总时长

达1247分钟。

“疫情之下，如果人们

的情绪没有得到及时干预，不

仅会影响生活工作状态，也会导致

免疫力下降，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创伤后应

激障碍。”专注心理咨询多年的宋海东说。

疫情下的情绪病

“您好，这里是心理干预热线。”电话这头的

声音清脆，那头却没有立马回应，短暂的沉默

后，对方的声音带着哭腔，“打这个电话我打了

好几次才打通，怎么生活处处都在针对我……”

接线的是有着近17年热线经验的心理

治疗师陈利珍，她柔声安慰道：“能不能说得

更具体一些呢，我看看怎么能帮到你。”接下

来的几分钟里，几乎都是对方说，陈利珍听，

偶尔会发出“嗯”的声音作为回应。

在几分钟的倾听后，陈利珍有了初步的

了解和判断，打电话的是吉林的高二学生黄

芳（化名），由于长期休假及疫情原因，她产

生了厌学情绪，并且对很多事物都提不起兴

趣。陈利珍耐心听完黄芳的“控诉”后，邀请

对方深呼吸，调整情绪，再依据经验，一步步

开解这个忧伤的少女。

“近期学生群体打来电话比较多，特别

是高三的学生，由于高考加上疫情的压力，

导致情绪崩溃。我们主要以鼓励和安慰为

主，多向他们传递一些正向的能量。”陈利

珍说。

还有很多来电者担心自己得了新冠肺

炎。“有的人出现感冒症状就怀疑自己得了

新冠肺炎，去医院确诊不是，却还是不停怀

疑。”陈利珍说，“这其实是情绪生病了，我们

尽可能地疏导他们。”

“‘树洞’来源于童话故事，是指一个可

以袒露心声的地方。对于来电者来说，积累

的情绪会让心情沉重，甚至影响身体健康，

这个时候找个地方将心事都说出来，人就变

得轻松起来。我们就是那个‘树洞’。”陈利

珍说。

共情与帮助

热线电话存在局限性，“在无法面对面

交流、观察不到对方表情动作的情况下，心

理治疗的难度比较大。”陈利珍说，“所以我

们常常会听录音进行复盘，找出自己没做好

的地方，下一次改进。”

“共情和倾听是心理治疗师需要做的，

我们必须不断设身处地去体会当事人的想

法。在那其中，你必须投入你的情感，这是

你这份工作的责任与义务。”带上耳麦时，所

有的外界声音都会被隔绝，工作中的陈利珍

专业又温柔。

结束一天的接听任务后，陈利珍走到

水池边仔细地洗手，然后对着墙上的镜子

梳理头发，换一种情绪走出办公室。走路

锻炼、养绿植，都是她舒缓情绪的方法，每

月两次的心理督导也都在参加，“我们也

是人，也会有情绪，需要科学释放。”她说。

同为心理治疗师的陈秋霞工作快3年，她

将陈利珍视为自己的标杆，“我很喜欢这份工

作，觉得通过电话治愈他人是很神圣的事情”。

陈秋霞至今记得自己接的第一通心理

热线，电话那头传来风的呼呼声，隔着电话，

都能感受到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打进

电话的女孩正站在楼顶，有轻生的打算。那

时，陈秋霞后背挺得直直的，她能感觉到自

己在冒冷汗。所幸，那个女孩后来没有跳。

失眠、多梦，是陈秋霞刚入职时遇到的问

题，但在与同事和心理督导的对话和不断复盘

学习中，她学会了更好地管理情绪。她对于高

危电话的把控也越来越得当，“心理的强大，是

这份职业带给我的。”她甚至很期待电话铃声

响起，“这意味着，我可以给予他们帮助。”

还记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吗？
这里有一份打动人心的应和

疫情下的“树洞”

疫情之下，不少人出现了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近

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24小时心理干预热线在支付宝杭

州健康码“健康应用”中推广上线。事实上，这个为市民们提

供倾诉、解决心理问题的窗口存在已久。据统计，从今年1月

22日接到第一个疫情相关来电开始，至4月20日，这条热线已接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疫情相关来电658个，占总来电接电量的14%。

见习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李彬

工作中的心理治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