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人们时兴说三天：

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我们有过光辉挫折

昨天，有人金戈铁马，气

吞万里如虎；有人激扬文字，

指点江山；更多人隐于市井，

耕读传世…… 

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昨天，我们也曾风卷红旗

如画。有的人，斗志昂扬远赴

他国边疆，与敌争锋，驰骋疆场；

有的人深情满怀赶赴救灾现场，

送医送药，救死扶伤；有的人，

胸怀理想，为攀医学高峰，皓

首穷经，坚忍不拔…… 

他们是我们这一代的骄傲。

昨天，我们这一代经历各

项 社 会 运 动， 见 了 世 面， 长

了 见 识。 在 广 阔 天 地 炼 体 健

魄。去农村、下工厂、赴边陲，

历经风浪。在课堂、图书馆，

我们孜孜以求。在显微镜前、

无 影 灯 下， 我 们 细 心 操 作。

我 们 也 曾 在 边 远 地 区， 贫 困

山 寨 播 下 爱 心 的 种 子。 我 们

热 情 洋 溢 的 笑 脸， 任 劳 任 怨

的 身 影， 随 时 会 出 现 在 需 要

我们的地方。

我们既有过成长的烦恼，

也曾有过收获的喜悦。昨天，

俱往矣！

今天，认真过好每一天

今天，青春靓丽的脸庞已

悄然逝去。我们这一代已经度

过了花前月下的美好年华。不

知不觉，两鬓已染秋霜，但是，

我们的心态仍然年轻活跃。

我们，人虽已退出第一线

的岗位。但仍然有人出现在门

诊、病房和 X 线机器旁，为患

者把脉送药。仍有人，以志愿

者的身份到缺医少药的地方传

经送宝。他们的青春永驻，宝

刀不老。

今天，我们的青春不再。

但不必消极，因为大自然总有

起风的清晨，总有绚烂的黄昏。

给自己一份洒脱，学会对自己

说：顺其自然。人生可以痛苦，

但不能被痛苦左右。奋起吧，

扬起人生的风帆，去追求快乐，

去寻找生活的乐趣。我们大可

如此：随着广场舞的节奏，跳

出我们乐观的舞姿；把握灵动

的笔触，描绘花卉山川；端起

轻巧的相机摄取山河胜景。当

然也可含饴弄孙，乐享天伦之

乐，也可进社区学校给知识充

电……

有人说得好，今天是每一

个现在，都是以后的回忆。我

们无须缅怀昨天，不必奢望明

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个当下。

只要把握当下，才能把握今生。

只有活好现在，才能有一个更

加美好的未来。

明天，要讲新的故事

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就

像那清晨和晚霞，他们都是别

致的风景。我们尽可享受和欣

赏。我们若唱不动“大风歌”，

亦可低吟浅唱“家乡好”。

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的人生

也是美好的。明天的人生待

我们去品味去发现。有人说

得好，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幸

福，一种希望。更重要的是，

生命的意义在于活得充实，而

不在于活得长久。

有一首诗其中有一段这样

写道：我们走在晚霞的路上，

不老的丹心，在不断地冲浪。

要踏新的脚印，要秀新的情愫，

要讲新的故事。前方，依然充

满了阳光。

明天，明天是美好的。愿

我们珍惜当下，保持健康，迎

接明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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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历史

医·诗

医学与文学

医学与社会

医学家
阿维森纳与书

阿维森纳（980 ～ 1037）

是阿拉伯最有名的医学家，著

作达 200 多种，最著名的有《哲

学、 科 学 大 全 》， 在 当 时 是

高 水 平 的 百 科 全 书； 另 一 部

巨著《医典》直到 17 世纪末，

在 西 方 各 国 医 生 的 心 目 中 都

是绝对的权威。

阿 维 森 纳 16 岁 就 开 始 写

医学论文， 17 岁时名气就相

当大，以致有人请他去给国王

布 拉 哈 看 病。 听 说 这 件 事 之

后，不少人都不相信，他们说：

“即使这家伙给普通老百姓看

病 看 得 好， 这 也 说 明 不 了 问

题， 因 为 平 民 百 姓 得 的 都 是

一 般 的 病， 而 至 高 无 上 的 国

王得的都是非同小可的病！” 

可不管怎么说，布拉哈的病还

是让这位年轻医生给治好了。

当 国 王 问 他 希 望 得 到 什 么 奖

赏时，小伙子回答说，他什么

也不要，只想光顾国王独一无

二的藏书馆。

几年后，这家大藏书馆在

一次骚乱中被付之一炬。奇怪

的是，阿维森纳被控告为藏书

馆的纵火犯。有人说，因为阿

维 森 纳 不 想 让 别 人 也 看 到 那

些古籍，怕他们一个个都变得

比他聪明。

 （来源 /《生活文摘》）

春种秋收忙昏晓，汗流知多少？

故国知青夷洲忙，今非昔比滋味自己尝！

球艺农艺医道爱，此生志不改。

问君人生几多求？

行医培育桃李情自悠。

对于 29 岁的圆圆来说，

幸福那么近又那么远——已

怀孕近 31 周的她即将迎来

宝宝的降临，但命运弄人，

伴随期盼而来的却是生与死

的较量。

 圆圆总感觉宝宝胎动不

好，起初也没太在意，但随

后出现的下腹部坠痛伴腹胀

感，让她带着一丝不安来到

我院产检。B 超检查结果显

示宝宝情况不好，考虑胎死

宫内。圆圆及其家人听此噩

耗瞬间如坠冰谷，手足无措。

抽泣、绝望的圆圆被送入妇

科一病房准备引产。

接诊医生杨医生一面柔

声安慰，努力平复患者情绪，

一面仔细查阅超声单。杨医

生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胎

盘后方可见范围 12.0 的低回

声团，内透声不良。不会吧！

怎么这么像“胎盘早剥”？

“胎盘早剥”如同死神

一般的称谓，病例罕见特殊，

起病突然，胎儿死亡率高，

常因处理不及时导致子宫胎

盘卒中而切除子宫，易发生

失血性休克、凝血功能障碍、

多脏器功能衰竭，甚至母婴

死亡。

此时，刚做完手术的李

丹主任返回病房，经过查体

后，确定圆圆正是胎盘早剥，

而且是最难发现和处理的隐

性胎盘早剥，病情紧急危重。

立即组织医护人员展开抢

救，建立静脉通路、心电监

护、吸氧、备血、通知手术室、

联系患者家属……

圆圆被送入手术室，术

中见其子宫表面密布紫色条

纹，胎盘与子宫大面积剥离，

积聚血液及血块约 1000 毫

升，胎儿取出后，子宫无收

缩迹象，新鲜的血液不断从

创口涌出，圆圆的血压急剧

下降……台上三名医生轮流

按摩，热敷子宫，缝合创口；

负责联络的医生辗转于血

库、药房与手术室之间，确

保抢救药品及血液能及时送

达；孕产妇抢救小组急请市

里专家到手术室台上会诊，

参与抢救。漫长的一个小时

过去了，患者生命体征虽然

稳定下来，但子宫仍然是大

片毫无希望的黑紫色。反复

向家属交代病情，与中国医

科大学教授电话会诊病情，

决定子宫次全切，以保证产

妇的生命安全。

“切？不切？使抢救工

作再次陷入艰难的抉择。

患者才 29 岁，她还那么

年轻，她刚刚失去她的

孩子，切除子宫将永久

性的剥夺她成为母亲的

权利，这个家该怎么办

啊……”手术台上医师们

的手再没离开过那颗黑紫

色的子宫，她们不断地按

摩热敷，渐渐地子宫局部

开始红润起来，切口不再

渗血，宫缩好转，黑紫色

的条纹正逐渐褪去。在经

历这痛苦的过程后，希望

再次降临，圆圆的子宫暂

时保住了。圆圆被安全送

回病房。

十天后，圆圆要出院

了，笑容再次绽放在她的脸

庞，迎接她的将是充满希望

的明天。

三天说人生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干世敏

农家令·虞美人
▲  美国病理会诊中心  何刚切？不切？

我们守护的是患者的希望
▲辽宁省本溪市中心医院 赵聪 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