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在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组

织开展的“留在世间的 100 件遗物”

遗物影像作品征集活动中，我提供了

以母亲名字命名的针刺脑成像研究机

构——“许健生卓越中心”（Kathleen 

Hui Center of Excellence）的牌匾

照片。这是美国国立辅助与替代

医学研究中心在哈佛医学院麻

省总医院马丁诺斯生物医学成

像中心的相关机构。

母亲前一半职业生涯致力于将西方先进医学技术带到中国，历

尽坎坷；后一半致力于将西方先进技术与传统中医相结合，促进针

刺走向国际。2010 年 6 月 3 日，马丁诺斯中心在仪式上颁授了这

块新机构命名牌匾，那时，癌症复发的母亲身体已很虚弱，但很满

足、感动，捧着牌匾和我们拍了全家福。三天后，她在睡梦中安然

离世。这牌匾是对她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024 年 5 月 9日

责任编辑： 尹晗
美编：蔡云龙

电话：010-58302828-6847
E-mail: ysbyinhan@163.com人 文人 文

HUMANITY

A8

医患故事医患故事

23 封感谢信  给每一个人23 封感谢信  给每一个人

4月19日，是琪琪（化名）

出院的日子。当她妈妈将厚厚

一沓为每位团队成员手写的感

谢信交给我时，惊讶之余，心

中满满地感动！从事护理工作 

26 年，收到过不少感谢信，但

一次收到 23 封还是头一遭。

今年 2 月，身上插满管子

的琪琪住进了肾内科病房。6

岁的她此前因呼吸道感染，迅

速发展为多脏器功能衰竭，在

当地医院 ICU 治疗近 1 个月未

见好转，遂紧急转入北京儿童

医院。入院时，琪琪慢性肾脏

病 5 期、心功能不全等诊断达

十余项。

入院时，琪琪看到医生护

士就会紧张得瑟瑟发抖。为减

少对她的刺激，护士会在窗外

和妈妈手势沟通，趁着孩子熟

睡时轻手轻脚地接液、换液；

做血液透析时，由于孩子腿上

有插管，坐不了轮椅，透析护

士就会抱着她；为让孩子配合

长达 4 个小时的治疗，护士总

会给她找她想看的动画片……

两个月的住院治疗，琪琪

经历了感染、出血、血栓等状

况，医护团队为她进行了置管

手术、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等

一系列治疗。医护团队针对孩

子的病情，制定了腹膜透析方

案——不同于血液透析，腹膜

透析可居家完成，我们手把手

教妈妈，从洗手、换药到透析，

每个动作、流程都严格把关，

直到她“考试”合格为止……

两个月来，琪琪刚住院时恐惧

的眼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灿烂的笑容。

除写给医护团队的 23 封

感谢信外，琪琪妈妈还给院领

导写信感谢大家的付出。她写

道：“是你们给了我女儿希望，

我知道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

但有你们，我们就不害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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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儿童医院肾内科护士长 张佳丽 

写有母亲名字的牌匾写有母亲名字的牌匾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高一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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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穗生先生逝世 5周年纪念

 用一辈子学习做人

医学大家医学大家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些令人

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时刻。

于我而言，是 2019 年 4 月 16

日——这一天，我国器官移植

的开拓者、中国器官移植之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夏穗

生教授，也是我的恩师，与世

长辞。

临床上，他将肝移植技术

用于临床，开创了我国用肝移

植技术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的

新篇章。初步统计，恩师开展

的器官移植项目多达 13 种，许

多移植项目在当时达到国际或

亚洲先进水平；

教学上，他培养硕士、博

士及博士后共计 69 人；

科研上，他以第一作者共

发表学术论文 270 多篇，主编

专著26部，获得56项次各级（国

家、部、省、市级等）科技进

步奖。

他 95 年的生命，可用“辉

煌”二字来形容。在广大同济

人的心目中，恩师是一个全才

及帅才。他在临床、教学及科

研方面均可谓成绩斐然。

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功课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功课

初次见到恩师的大名，是

在《外科学》全国统一教材的胃、

十二指肠疾病的章节中，从那

以后，我便不断收集恩师的信

息。1984 年，我大学毕业时，

就选定恩师为我终生的导师，

决定永远跟着他学习做医生，

做一个好医生。

我是 1988 年正式成为恩师

的注册弟子的。入校后首次见

导师，老人家和蔼可亲，给我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

也开始了在恩师身边学习工作

的漫长岁月。

恩师通过言传身教，对我

一生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也

是非常巨大的。我体会最深的

是，他不仅教会我们做事、做

学问，也教给我们怎样做人。

恩师常说：做一个好人，

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做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就会学

到许多知识和经验，也能得到

周围人的帮助和支持；做一个

真诚的人，真心地对待每一个

病友，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经

验，为他们解决疾苦，才能从

中积累很多经验与收获。

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功课，

跟随恩师学习的二十多年，我

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新的事物要永葆好奇心对新的事物要永葆好奇心

恩师教导我们：对新事物

要永葆一颗好奇心。活到老，

学到老。

20 世纪 90 年代，用腹腔

镜切胆囊的新技术方兴未艾，

就被恩师捕捉到了。他从腹腔

镜厂家那里索要了详细的技术

资料，仔细研读后，第一个向

国内医生介绍腹腔镜新技术，

开始了中国外科的微创时代。

30 多年过去了，微创手术几乎

统领外科手术领域，极大地提

高了外科手术技术水平。殊不

知，恩师当时介绍这一新的创

举时，已经 66 岁了，还保留一

颗好奇心求新心。

在专业方面，恩师鼓励弟

子们要多多思考，勇于创新。

何为创新？就是做别人没做过

的事，或者对现有的规则进行

合理质疑和改变，并从实践中

寻找证据来验证。医学的进步

是从质疑开始的，在不断地求

索中带来创新。恩师用他巨大

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引领着

我们一步步向前迈进。

愿恩师在天之灵安息！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文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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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肝移植术前讨论第一次肝移植术前讨论

1964 年，裘法祖、夏穗生、吴在1964 年，裘法祖、夏穗生、吴在
德等建立腹部外科实验室，创新性地开德等建立腹部外科实验室，创新性地开
展器官移植实验研究。1977 年成功完展器官移植实验研究。1977 年成功完
成肝移植手术，并向全国科学大会报捷成肝移植手术，并向全国科学大会报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