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观

最早见许老是1999年，

在北京朝阳医院的读片会

上。胡大一老师当年建心内

外科一体的心血管中心，为

了避免心内外科争抢患者，

给患者最好的治疗手段，就

由许老组织读片会。患者是

该放支架，还是该搭桥，由

许老拍板。

许老笑眯眯地让心内科

和心外科医生陈述理由，最

终两边也都很满意。

由 于 距 离 太 远， 那 时

感觉许老是个挺不错的“和

事佬”。

搬石头

后来我到北京同仁医

院当主治医师，许老也被

胡老师请去查房。我也从

“远观”到有机会进一步

与许老接触。我找许老，

除了为解决临床疑难问题

之外，还有很多鸡毛蒜皮

的“小事”。

很 多“ 危 险” 的 患 者

拒绝我们给出的治疗方案，

我就去“求”许老。许老基

本上有求必应，不知怎的，

我们做半天工作都不答应

的患者，最后还都听他的，

而且做完手术，结果还真

的很不错。

胡老师做事雷厉风行，

逢水搭桥，逢山开路。但也

难免有些时候，路开好了，

有些石块拦在路上，学生们

有时跟不上或不理解，被胡

老师责备。

学生想不通，许老知道

后，就找他聊天。

还有时候，师兄弟之间

有摩擦，我们不敢去和胡老

师说，也找许老“告状”，

许老也跑来劝解。

许老其实就是那个默默

把石块搬走的人。

“我看好你”

再后来，胡老师不再担

任北京同仁医院心脏中心主

任的职务，许老来医院也较

少了。我在开会时碰到许老

就抱怨，很多临床问题没有

人管。

他则对我说，你要改变，

要想办法。

我说，一个人能做什么

呢？谁听我的呢？

他当时只说，“会变好

的，我看好你。”

之 后， 我 兼 职 做《 医

师报》副总编。许老知道后

特地打电话祝贺。且他是唯

一一个给我打电话祝贺的。

他说这个工作，比单纯当一

个医生重要。

“低调好些”

后来我在《医师报》开

办了“复杂疑难病例讨论”

栏目。突然有一天我又接到

他的电话。

他 对 我 说， 你 办 的 疑

难病例讨论很好，但有的

地方我不太同意其他专家

的意见。

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

法，并查找了参考文献，按

标准格式附上。

他 特 地 声 明，“ 不 必

刊登我的看法，低调好些。”

我没有听他的话，把他

的信刊登在了报纸上。

对一个事不关己的病

例，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写

了一封 1300 多字的长信。

而我们很多年轻人用电脑拷

贝和粘贴写文章，完全没有

自己的想法，不知甚解，真

是汗颜。

之后他又连续写了几封

信，对病例分析的不足予以

指导。

思想的种子

胡老师早年做的工作

一点一点在实现，很多在

当时看着没有希望的想法

也都逐一在慢慢地实现，

他也说，做工作要 8 年才

能结果。

随着时间的流失，我见

许老时牢骚少了，报告的成

绩多了。

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种

下种子，生根发芽都需要时

间。只要适时浇水，给点阳

光，慢慢会长成树。

一个人，很难指望在短

期内扭转一个系统，其实最

重要的是，你怎么就能证明

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大

家为什么听你的？

我后来想，许老在听到

我的抱怨时，给我传递的信

息是，别人不理解你，不要

着急，凡事有个过程。说出

自己的想法，别人不听，没

有关系，至少你已经在他人

心中种下你想法的种子。做

事，一方面自己努力，要去

做，而不是说；另一方面需

要寻找到与自己理念一样的

人，而不能奢望每个人都能

理解你，不要着急。

温暖

回想许老，别人说他在

学科建设方面如何如何。而

在我心底，想起许老，就有

个感觉，如果说出来，就是

“温暖”。

胡大一老师曾问他的学

生，什么叫熏陶？

他 的 解 释 是， 你 在 高

人的身边，高人吸一口烟，

吐出烟来，周围的人都能

感觉到烟的气息，这就是

“熏陶”。

我想他说的是，学习是

潜移默化的，看别人怎么做

事情，自己感受人格魅力，

不知不觉地模仿。

许老从来没有给我上过

课，从来没有教过我一门技

术，只有聊几句，帮我看几

个患者，打过几个电话，写

过几封信，但他的“温暖”

帮助我度过了从 28 岁至 43

岁，那段浮躁和牢骚满腹的

15 年时光。

胡老师给人的 “熏陶”，

大多是行动体现大格局、

价值观和不屈不挠的态度。

而许老，也许是“隔辈亲”，

更多的是帮助我成长。

许老，他不算我的导师，

他是我老师的老师，他是我

的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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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韵：好医生  也是好老师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 胡大一

逝者

许玉韵教授在医学和教育战

线辛勤耕耘了近 60 年。我本人就

是在他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

他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医学家和医

学教育家。

许老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

育事业，他说：“我是一名医生，

又是一名教师。作为医生，要竭

尽所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患

者的痛苦，多为患者着想；身为

教师，应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并帮助

他们发挥才干、施展才华。每当

我从死亡线上挽救了一个个患者

的生命；每当我看到一个个患者

经过治疗能够恢复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生活得很幸福时，我感

到无比欣慰；每当我看到学生以

及学生的学生不断进步，取得可

喜的成绩，我衷心为他们高兴和

自豪。这是对我从医从教生涯的

最大回报。”

许老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无

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人、农

民，他都热情接待。工作中，他处

处考虑患者利益，在医院发展明显

受趋利性影响的当下，他坚持医疗

行为规范，避免技术的不恰当使用、

过度使用，甚至滥用；许教授医术

超群，在疑难患者的诊断和危重患

者抢救中，常常语出惊四座；他不

仅坚持临床实践，而且一生都在积

极跟进临床医学的进展。

许教授在广大患者眼里是一

位令人敬重的平易近人的好医生；

在一代代学生心中，他是深受爱

戴的好老师。

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在文

革期间，许教授受到不公正待遇，

处境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仍然热心指导全国各地来北大

医院的进修医师。这些人之后大

多成为全国各地的学术技术骨干

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包括元柏民、

夏启旺、刁绍先、汤一千等。

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多

他应得到的奖励与学术地位，都

没能得到，但他从不计较这些个

人得失，坚持诚恳待人、与人为

善、光明磊落，踏踏实实做事业。

口碑自在人间，许老师得到的是

广大患者的信任与感激，几代学

生的衷心爱戴。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今

天，许教授的这种精神尤为珍贵

和令人敬佩。

敬爱的许老师，我们不会辜

负您生前对我们的教诲与期望，

继续发扬您的精神，继承您的丰

富经验，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和医学教育事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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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爷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杨进刚

我是胡大一的学生，而胡大一是许玉韵的学生，许玉韵是我师爷。

得知许教授仙逝的消

息，不禁为又失去一位尊

敬的良师益友而难受，不

由地回忆起和许教授接触

的许多往事。

许教授为全国著名的

老教授，不但学识渊博，

德高医精，而且非常平易

近人，让人难以忘怀。

生、 老、 病、 死 是

人生的自然规律，许教授

勤劳辛苦一辈子，也应休

息！他不仅为许多患者解

除了疾苦，培养出很多优

秀的学生，还留下了供我

们学习的许多精神财富。

许玉韵教授将永远活在我

们心中！

我的良师益友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印生

第 13 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专家会员授予仪式上，吴印生教授

（左一）和许玉韵教授（左三）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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