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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朋友医生的朋友
▲ 重庆市 陶诗秀

最近，一个即将退休的医生

朋友感叹地对我说：“当了几十

年的医生，在即将退休的时候才

惊讶地发现，我身边除了医生竟

然没有其他朋友！而我除了医学

之外，彷彿对很多东西都是一窍

不通！ ”

朋友这番感言不禁也让我反省

自己的行医生涯。无可否认，繁忙

的工作占据了我大多数的时间。剩

余的时间我要分配给家人及一点自

己的兴趣爱好，能留给朋友的时间

就所剩无几了。

当医生时，我觉得自己每天

都在与时间赛跑。每次有朋友要

聚餐，我都很难抽空出席，经常

要等到假日方能安排出时间。但

即使是假日，遇到紧急救治也要

半途赶回医院，很扫大家的兴致，

所以我总是推搪，尽量不参加，

久而久之朋友就渐渐远离了。这

就是当医生的一个遗憾吧！友谊

是医生在繁忙行医生涯中最容易

被丢掉的东西。

一个医学网站在《医生：友

谊的欢乐与挑战》报告中调查了约

1600 多名医生。

这项研究目的是了解医生如

何在平衡工作和家庭需求的同时

建立和保持友谊。调查报告显示虽

然大约一半的医生至少有 11 个朋

友，但近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发

现保持友谊是件难事，缺乏时间是

最大的障碍。除了工作之外，绝大

多数的医生将家庭视为他们时间

分配的第一优先级。“家庭胜过友

谊”是大多数医生的看法。许多受

访的医生也感到，在工作与家庭生

活之余，几乎没有与朋友保持联系

所需的体力和情感能量，他们需要

时间休息。

友谊是需要时间与精力去经营

的，而这两样东西都是医生在忙碌

的行医生涯中最容易失去的。

除了工作的满足感及家庭的温

暖，医生其实也需要友谊的滋润，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医生朋友，不

妨给他们一点点的体谅。在他们忙

碌的时候传给他们一个鼓励的短

讯，在他们空档的时段一起喝喝茶、

谈谈心。一个医生能有如此的朋友

也就夫复何求了吧！

医学·诗歌医学·诗歌

医者·故事 医者·故事 

中医治疗核心在于“心”中医治疗核心在于“心”
▲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文远

近期，中医题材影视剧《后浪》

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医的关注，但也有

不少观众对剧中的中医疗法产生质疑。

那么，身处这个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

的时代，该如何认识传统中医呢？

清除“雾霾心理”清除“雾霾心理”

中医治疗的核心在于给患者带来

重生的希望和康复的光明，为患者的

生理修复创造条件。中医是一门科学，

定位脑科学，她是集哲学、养生学、

心理学等为一体的自然医学。人是有

思想的高级动物，内心的七情六欲导

致心理波动，从而导致了我们原始脑

生理的不正常，因此，人们才会生病。

中医治的是人，西医治的是病。中医

通过治人调心从根本上清除患者的雾

霾心理，清除不良信息在遗传基因片

段上的储存，既治身体也治心理。

在我 50 多年的从医经历中，被西

医判为“绝症”的患者通过中医实现“奇

迹”的不在少数。中医帮助患者顺利

摆脱疾病，最根本核心就是在于“心”，

中医讲的“心”就是现代医学所谓的

大脑，就是我们的思维和对生命、社

会、大自然的认知。作为中医的职责

就是扶正固本，激发患者求生欲，重

新焕发对抗疾病的基因程序，当其有

了向上而生的想法后再积极配合治疗，

才能更快更好地恢复健康。

“治疗的核心在你，不在我”“治疗的核心在你，不在我”

多年前，我接诊过一名 30 岁的西

藏公安特警，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

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导致他因多发性

肌炎，神经系统功能失调而瘫痪。三

年来辗转多家医院，效果均不佳。患

者内心变得沮丧，家属着急不已，多

次与医生交流后，得到结果均是：“西

医治疗目前没有更好的方式，不行你

去试试中医，说不定有不一样的效果。”

就这样，患者父亲辗转找到我：“王

教授，您看看我的孩子还有救吗？”

第一次见到患者时，他整个人非

常消瘦，屁股和肩关节凹陷，肌肉萎缩，

生活不能自理。通过查体和患者及其

父亲的交流，我深思熟虑后回道“只

能试试平衡针灸干预，时间为三个月。”

这句话一出，父亲激动地流下眼泪说

道：“终于有救了，儿，爸会想办法

让你站起来的。”就这样，患者转到

了我们医院进行治疗。

“治疗的核心在你，不在我，只

要你有强大的意念想要活下去，我们

就能让你重新站起来。”我通过针刺

患者外周神经靶点，在生物电激发下，

促进大脑应激性升级，针刺后患者感

到头脑清醒，眼睛也感到明亮，全身

有了轻松的感觉。在医生和家人的鼓

励下，这名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体重

增加了18斤，三个月后顺利站了起来，

扔掉了轮椅。回到西藏公安边防第一

线。在后来与其父亲的电话询问中获

悉，孩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至今身

体无异常。

中医博大精深，但中医的发展必

须要创新，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形

成现代中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融媒体记者胡海燕根据王文远

教授口述整理）

“我得去医院了”“我得去医院了”
▲江西省儿童医院 魏美娟 闫静大夫与安宁缓和医疗的第一次接触

是在2021年南宁市老年医学会年会上。当时，

武汉首家安宁疗护中心负责人纪光伟老师的

分享让她对安宁缓和医疗的温暖和力量大为

震撼，也促使她在 2021 年 9 月走进北京协

和医院老年医学科进行系统的进修和学习。

门诊、病房，在跟随宁晓红主任进行

了大量实践工作后，闫静越来越深刻地体会

到了安宁缓和医疗的重要意义和推广的必要

性。她在想，如何把所学和感悟带回自己工

作的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让南宁的患者也

获得安宁缓和医疗的服务？

5 个月后，在闫静的积极推动之下，南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于 2022 年 8 月开设了安宁

缓和医疗门诊，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家

开设安宁缓和医疗门诊的医院。

在快速推进论坛、课程，落实培训内

容之余，知性而温暖的闫静也在照护患者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同事们对

“孝”的看法，加深安宁缓和医疗的认识。

“孝”未必是倾尽全力让父母活着，“孝”

更应该是尊重父母的意愿。无论这个意愿是

“我要回家”“我不想这么疼”，还是“我

要开开心心体体面面地离开人世”……

80 多岁的住院患者杨奶奶，三个多月时

间内瘦了许多、感觉乏力、整体状态非常不

好。一次夜班时，奶奶急切地来到办公室想

看一下自己的检查结果。查阅完检查结果，

闫静看到老奶奶的状态，就和她聊起了天。

原来，奶奶的老伴三个月前刚刚去世。

老奶奶夫妻二人一辈子特别努力，在 80 岁的

时候还买了新房，计划今年装修好搬进去住。

没想到，新房还没装修好，老伴就先走了，

一天都没去住过。虽然儿女们都很孝顺，却

也无法弥补这个遗憾。而且，在老伴人生的

最后阶段，一直在重症监护室，自从老伴进

了医院，夫妻二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一

番敞开心扉的对话，奶奶的情绪得以宣泄。

基于在安宁缓和医疗学到的支持和实践

经验，闫静一直握着奶奶的手安静地倾听，

最后建议奶奶在思念爷爷的时候，就拿着爷

爷的照片，把所有的遗憾统统说出来……

奶奶听了以后一边点头一边哭，最后拉

着闫静的手说，“我今天跟你把这些话说出

来，我觉得我今天晚上睡觉也会好一点。”

后来，奶奶的状态越来越好。出院后，

她还经常会来门诊找闫静。在闫静的鼓励下，

这位奶奶上了老年大学、社交逐渐广泛，消

瘦、乏力的症状都消失了。

有一次，奶奶穿着漂亮时尚的长裙，戴

着搭配好的帽子来见闫静。奶奶由衷地说：

“闫医生你知道吗？我的病，就是那天你跟

我唠嗑让我好起来的。”

通过安宁缓和医疗，帮助患者和家人找

到生命的意义。闫静虽然只是一位平凡的全

科医学主治医师，但她却不断执着奋进，凝

聚同行。以凡人微光，照亮更多患者及家属

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凡人微光  照亮安宁之路凡人微光  照亮安宁之路
▲ 北京协和安宁志愿团队  许哲  李全玉  傅南飞

医者·感悟医者·感悟

“我得去医院了。”

父母做好了饭菜，

把窝在心里的爱，

想含蓄向你表达；

“我得去医院了。”

爱人等你谈谈心，

把藏在心里的思念，

想慢慢向你倾诉；

“我得去医院了。”

孩子拿好了玩具，

把刚学会的游戏，

想开心和你分享；

“我得去医院了。”

朋友难得相聚言欢，

把往昔如数忆起，

想和你侃侃而谈；

我到了医院，我要忙了。

24 小时待命，

用行动践行医者初心。

是的，你要忙了。

大家知道你忙，理解你忙，

坚实的后盾，让你义无反顾。

专栏专栏 缓缓
医

和

疗疗 25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来源 /千库网来源 /千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