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华宁正值青春年华的

二十岁，她平静的生活被一

份“肥厚型心肌病”诊断书

无情打破，随着病情加速恶

化，令人揪心的时刻还是来

临。2018 年 5 月，华宁因病

情恶化而陷入昏迷，经

过 13 天 ICU 煎 熬，

她再次睁开了眼睛。

然而，心脏移植成

为她唯一的救命

稻草。

等 待 合 适

的 供 体， 成 为

了 华 宁 生 活 中

唯 一 的 主 题。

日 复 一 日 的 等

待让她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焦虑

与 无 助。 身 体 插

满管子整宿整宿地

做噩梦”，华宁开始失眠、

焦躁，一度无法配合治疗。

5 月 25 日下午，张心怡

医生那一曲白居易《琵琶行》

中“初为霓裳后六幺”响起

时，华宁躁动多日的心慢慢

平静了下来，她在古韵悠扬

的乐曲中、在弦音叮咚声中，

回忆着过往生活的美好，涌

动出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这是一场独特的独奏会，

彼时张心怡作为住院医师刚

刚入职，学了十几年琵琶的她

没想到自己会在 ICU 里为重

症患者演奏。重症科主任黄曼

记录下了这一刻，她告诉《医

师报》记者，在监护病房中，

医护人员还会为患者庆祝金

婚，为患者举办生日会……

“医学人文关怀已经融

入医院文化，只有设身处地

地关注患者的需求，将患者

当成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治

病，才会去关注患者的心理

需求。”黄曼表示，做有温

度的科室，有温度的医院，

已经融入到了他们日常工作

的点点滴滴中。

“在患者生命烛火行将

熄灭之际，我们的医生用一

首琵琶曲延长了患者的生命，

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故事，

集齐大家努力，我们顺利为

患者找到了供体，让她的生

命再次焕发活力。这位患者

出院后还参加了我们 145 周

年院庆，现在生活状态很好。”

作为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院士介绍了患者的现状，再

次强调医学人文在医疗中的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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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晶 张玉辉 陈黄晶 张玉辉 陈

惠惠）浙江大学医学）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里，一曲悠扬的琵琶护病房里，一曲悠扬的琵琶

声穿透冰冷的仪器 , 传出重症监声穿透冰冷的仪器 , 传出重症监

护病房大门，如同细雨轻拂过青石，护病房大门，如同细雨轻拂过青石，

清脆悦耳。清脆悦耳。

走进一看，一场“琵琶独奏会”上演：走进一看，一场“琵琶独奏会”上演：

演奏者是张心怡医生，听众是等待心脏移植的重演奏者是张心怡医生，听众是等待心脏移植的重

症患者——一位音乐爱好者华宁（化名）。症患者——一位音乐爱好者华宁（化名）。

琵琶声，似细语，又似号角，它不仅抚慰了华宁因琵琶声，似细语，又似号角，它不仅抚慰了华宁因

病痛而焦虑的灵魂，更似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发了她内心病痛而焦虑的灵魂，更似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发了她内心

深处对生命的渴望与不屈。终于在重症监护室依靠体外膜肺深处对生命的渴望与不屈。终于在重症监护室依靠体外膜肺

氧合（ECMO）维持生命体征 1 月后，华宁等来了供体，再氧合（ECMO）维持生命体征 1 月后，华宁等来了供体，再

获新生……获新生……

在日前举行的浙江大学招生会上，在日前举行的浙江大学招生会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院士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院士谈及“一曲琵琶挽救患者生命”的谈及“一曲琵琶挽救患者生命”的

故事时潸然泪下。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人文关怀。故事时潸然泪下。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人文关怀。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院注重将人文关怀融入日常治疗规范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院注重将人文关怀融入日常治疗规范

中，正如王建安院士所说，医学人文拯救患者生命。中，正如王建安院士所说，医学人文拯救患者生命。

《医师报》记者通过深入挖掘真实案例，记录那《医师报》记者通过深入挖掘真实案例，记录那

些医学与人文交织的温馨瞬间，展现了医生们在些医学与人文交织的温馨瞬间，展现了医生们在

繁忙的医疗实践中所坚持的人文关怀与从繁忙的医疗实践中所坚持的人文关怀与从

医信念。医信念。

音乐

不 仅 可 以

延长生命，

还能帮助诞

生新生命。

在 广 州 医

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的

分娩室中，

准妈妈小江

（化名）正

经历着人生

中第一次分

娩 的 考 验。

随 着 宫 缩 的

阵 阵 袭 来，

她全身颤抖，

泪水与呼喊交

织。小江未参加

过任何产前学习

班， 对 于 分 娩 的

未知与恐惧让她倍

感紧张。尽管医护

人员已与她进行了详

尽的沟通和耐心的指导，

但在宫缩带来的强烈疼痛下，

她仍然难以平复心绪，配合医

护人员的指令。此刻，小江的心

率急促上升，血压也随之飙升。

而在同一病房的另一角，

产妇阿敏（化名）却展现出了

截然不同的状态。她轻轻打开

手机音乐，柔和而舒缓的旋律

立刻弥漫在整个产房。阿敏在

音乐中闭上了双眼，深深呼吸，

小江也被她的平静所感染，跟着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与阿敏

一同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她的

血压和心率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阿敏，这位初次分娩的准

妈妈，在参加了孕妇学校的“音

乐胎教”与“音乐分娩”课程后，

于当晚顺利地迎来了一个男婴

的诞生，整个分娩过程仅用时

4.5 小时。

受到阿敏成功分娩的鼓舞，

小江也开始积极配合医护人员

的指导。助产士向她传授了音

乐减痛分娩的技巧，帮助她克

服分娩的困难，最终也顺利产

下了自己的宝宝。

“早在 2019 年，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就已将音乐

治疗融入孕妇生产的全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音乐疗

法专业委员会会长、广州医科

大学原校长王新华教授介绍道。

他强调，音乐在人类历史及文

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既是艺术的瑰宝，也是疗

愈心灵的良伴。“音乐疗法从

胎教到分娩开始，覆盖婴幼儿、

成年、中老年及临终关怀的全

年龄段。不仅应用在心理疾病

的治疗，还可以进行‘治未病’

的养生与保健，更可以通过调

神达到调形以治疗躯体疾病的

目的。”

7 月 13 日， 在 中 国 民 族

医 药 学 会 经 皮 治 疗 分 会 2024

年 学 术 年 会 上， 王 新 华 分 享

了 题 为《 音 乐 治 疗 循 证 医 学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的报告，

进 一 步 强 调 了 音 乐 治 疗 既 是

一种非药物、安全有效的临床

干预手段，也是一种医学人文

手段。他相信开展循证医学研

究，让音乐治疗逐步进入更多

的 常 见 病、 慢 性 病 的 临 床 指

南，会为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

带来福音。

老白（化名）是甘肃陇南

的一名高中资深教师，2010 年，

忍受了几年腹痛后，53 岁老白

被确诊为高分化肠癌。在一位

病友的推荐下，老白决定找河

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张斌做手术。

术后每次复诊时，张斌都

会像朋友一样和老白聊聊天，

给他卸一卸思想包袱。有时，

张斌还会拿来河南当地美食给

老白品尝，还开玩笑地说，“等

你好了，七月份放暑假回来，

也给我们带点甘肃的特产尝尝

哈！”他还会拍着老白的肩膀

说：“看吧，咱们方法多得很，

这么多人都治好了，你也马上

就好了！”

癌症是个慢性病，需要持

续地治疗。手术之后就是漫长的

化疗了。考虑到来回奔波不便，

张斌就跟老白商量，“我给你制

定好化疗方案，你拿着方案回甘

肃化疗。要不然一个疗程一个疗

程地跑，一是太辛苦，二是路费

开销不小，我更怕你两千里地奔

波休息不好。”

老白知道他的张医生一心

替他着想，他拉住张斌的手坚

定地说：“张大夫，你在，我

心里踏实！我谁也不找，你放

心给我治，其他的我来解决！”

3 个 月、 半 年、 一 年，14

年过去了，老白在教学之余，

仍然坚持赴“七月之约”。“张

大夫和我约好了，我们的‘七

月之约’期限是 50 年，我一定

会守约的！” 老白动情地说。

“这是医患顶级信任缔造

的生命奇迹。”张斌明白，“好

言一句三冬暖”，“话疗”作

为医学人文的一种手段，其作

用不可忽视。作为一位肿瘤科

医生，不仅要有过硬的临床技

术为患者解除病痛，治疗疾病，

更要通过充满人文关怀的“话

疗”，与患者建立信任，帮助

患者重拾健康的信心。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

诊疗设备与技术手段日新月异，

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医疗水平的提

升。然而，冷冰冰的医疗器械也

让医患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

少，既往充满温度与人文关怀的

的触诊、问诊被一张张化验单与

一串串数据所替代。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

往过度依赖技术，以至于时常

忽视了病人内心深处的痛苦与

挣扎，以及他们对于医者真挚

关怀的深切渴望。”王新华郑

重 地 指 出， 我 们 必 须 时 刻 铭

记，医学并非仅仅是冰冷的科

学，它更是一门充满温情与关

怀的艺术。医学的本质在于以

人为本，它要求我们在治疗疾

病的同时，更要关注病人的心

理健康，给予他们真挚的关怀

与慰藉。正如韩启德院士所强

调的：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

是有温度的。

“医学人文是医学的灵魂

所在，它是对人的尊重、对生

命的关怀。”黄曼强调，当音

乐如清泉般流淌在治疗室中，

不仅为患者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更让他们在无声的交流中感受

到了那份来自医者的深切关怀，

这是对患者进行医学人文关怀

最好的体现。

“医学是为人类解除病痛

和挽救生命的科学。”在王建

安院士看来，医学人文是人类

活动中人文精神传递的最高境

界，也是医疗活动和科研的灵

魂所在。医学人文虽然受国情、

文化、经济和体制等诸多因素

影响，但纵观全球，本质是一

样的。王建安院士对医学人文

有着非常朴素的理解，即在全

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和医疗机

构如何真正地把患者放在心中，

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和一个符

号——“良心 + 爱心”。他强调，

良心是底线，爱心是无限，“良

心 + 爱心”是行医的温度。

琵琶声中创“生机”

医学是有温度的

音乐助产妇驱散分娩痛

“话疗”让医患成为朋友

王新华教授（左）为患者把脉王新华教授（左）为患者把脉

张心怡医生（右）为患者华宁演奏琵琶曲张心怡医生（右）为患者华宁演奏琵琶曲

张斌主任医师（右）与老白亲切交谈张斌主任医师（右）与老白亲切交谈

浙二重症监护科医护人员为患者庆祝金婚浙二重症监护科医护人员为患者庆祝金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