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位年轻医生

因在北京卫视《我是演说

家》中的一段演讲一夜蹿

红，大家都说他是现实版

《滚蛋吧肿瘤君》中的吴

彦祖。他走红的原因不仅

因为长相英俊，更因为他

在全国人民面前替医生说

出了心里话。他就是尚书，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肿瘤

内科的一位医生。

在《我是演说家》的

节目中，他进行了一场名

叫《医德》的演说，一夜

之间，几乎闻名全国。尚

书在节目中承认收过患者

的红包，但他却用这些钱

为患者交了住院费。

他说，现在很多患者

愿 意 用 金 钱 来 营 造 一 种

安全感，让他们更相信医

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

试探着医生的道德底线。

短 短 8 分 钟， 尚 书 的 演

讲 哽 咽 了 自 己， 也 说 哭

了观众。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影

响很大，被各大媒体纷纷

转载，在医疗界得到了共

鸣， 但 同 样 也 受 到 了 非

议。尚书也认识到，在当

今 社 会 下 应 该 谨 慎 处 理

医患矛盾。

“请大家相信，这个

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不

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

德成长的路上，需要医生

的恪守，需要法律的保障，

更 需 要 大 家 的 理 解 和 相

伴。”尚书在演讲中说。

当前，医患关系面临

挑 战， 尤 其 是 一 些 媒 体

放 大 了 医 患 矛 盾， 使 医

患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一

个偶然的机会，尚书参加

了综艺节目，他希望可以

通过这些有亲和力的节目

展现医生真实的风采，让

更多的人了解医生的生活

和故事。 

“ 患 者 就 是 一 面 镜

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

子里面的自己，患者的信

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

感的最强动力。”

尚书“红”了之后，

出门诊和查房时，总会有

很多患者主动与他交流，

拉近了他与患者的关系。

也有不少的网友在微博上

给 他 留 言， 进 行 疾 病 咨

询，下班之后他都会一一

回复。

“ 古 人 云，

学不贯古今，才不近仙，

心 不 近 佛 者， 断 不 可 为

医 以 误 世。 医 德 需 要 患

者 的 理 解， 但 是 即 便 他

们 不 理 解， 我 们 医 生 也

应 该 坚 守 自 己 的 道 德 底

线。”尚书说，参加《我

是 演 说 家》 之 后， 接 触

到 不 同 行 业 的 人， 也 认

识 到 各 行 各 业 都 会 遇 到

困 难， 互 相 理 解 显 得 特

别重要。

尚书说，综艺节目与

传统宣讲类节目相比，受

众面更广，更易被大众接

受，在这样的平台上宣传

医疗、讲解科普知识，影

响力更大。他呼吁更多的

医生可以通过媒体展现自

己、站出来为医生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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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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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日记

教师节 说说老师的招牌 STYLE

@DOC 飞哥：不忘

初心，坚持踏入医学院时

候的想法，任何时候都该

救，“救”是作为一名医

生基本的职业素养及为人

的底线，不丢人格魅力。

@ 心在原地踏步：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

定出手相救，因为治病

救人是每个医生应尽的

义务。我为有机会参与

救治而自豪！

@ 叶智勇 ：治病救

人是医生的天职。我前

段时间出差时在动车上

就救治过一名癫痫患者。

当时出于医生职业本能，

根本不会考虑救治失败

会怎么样，也没有时间

细想……我想应该要完

善的是执业医师法 , 让救

治者无后顾之忧。

有这样一个地方，健

康与病痛相连，生命与死

亡并存，这里就是急诊室，

是医院重症患者最集中、

抢救任务最繁重的科室。

如果说医院是一个生与死

较量的战场，那么急诊科

就是这场战争中的先锋。

来自天台县人民医院急诊

内科的陈卓亮医生就是众

多先锋中的一员。

工作 16 年来，陈卓亮

的从医“故事”都写在了

15 本工作日记中，每天在

工作中遇到的足以引起思考

的患者病例他都会在笔记本

中记录下来，从不间断。

陈卓亮的日记本里密

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看病时

的心得、病例摘要、学习

体会、注意要点等等。遇

到典型病例，他还会将患

者的心电图等信息收集起

来夹在里面。他将这些日

记本与其他医学书籍一起，

放在家中书房的书架上，

工作之余经常翻看。

陈卓亮说，初进医院

实习的时候，刚接触临床

和大病历，会遇到很多问

题，看到医院里年长的医

生在记笔记，自己就跟着

记。实习的时候，内科每

个科室都要轮转，遇到了

很多病历，就把它们一一

都记录了下来。从实习医

生到住院医师，再到主治

医师，记日记已然成为了

一种习惯，而这一记就是

十几年。

进入急诊内科后，陈

卓亮遇到紧急情况和危重

患者更多了，常常连水都顾

不上喝。但在急诊夜班结束

后，得空了，他就会拿出

笔记本来记下今天遇到的

有价值的病例。若是较忙，

或在外边，手头没有本子，

他也会把想到的先记在纸

上，回家后再详细记录。

“记录看病日记可以

帮助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

快速地掌握患者病情。”

陈卓亮自信地说，“在急

诊能碰到许多不同的病例，

通过记录一些典型病例及

疑难病例，再配以自己的

心得，就会形成一个较为

完善的临床思维，以此可

以积累经验，也为日后的

诊疗工作打下基础。”

之前，一位年轻患者

就医，开始误以为是高血

压，陈卓亮看了血常规结

果后，马上让患者验尿常

规和血功能，当晚便查出

是尿毒症。

陈卓亮说，日记是个

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对年

轻的医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年轻医生有时间，也

可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青年医生因《我是演说家》走红
▲ 见习记者  任艺

16年的从医日记
▲ 见习记者  张璐

医生在紧急情况下
该不该救人？

近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一名

援疆医生用牙签在飞机上救治癫痫发作的男乘客，

收获不少点赞。公共场所的急救话题再次掀起热

议。在飞机、火车上有乘客突发疾病，路过的医

生出手相救的情景经常看到，但是万一救人失败，

医生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紧急情况下，医生到底

该不该救人？本报微信读者作出了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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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蛋：目前社

会环境下，道德层面的

问题，穷者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紧急情

况救人不提倡，不反对，

要肯定，要赞美，仅此

而已。

@ 我可没时间陪你

玩游戏：“救”是一个

人应有的品德。然而目

前所有医务人员就像贞

德一样，挥起旗帜以求

解救法兰西，然后被火

焚尽；不救的话那就一

直保持沉默，别被媒体

抓住话柄。社会的价值

观本身就有错乱，在医

院外救人不是必须的义

务，而是本着人道主义

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也

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是不

是好人，只是不是“慈

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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