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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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心生敬意的选择让人心生敬意的选择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袁”何如此“袁”何如此 55

问：面对同一个问题，

往往东西方有不同看法，

尤其是中国与西方，比如

面对疫情，为什么？

答：原因复杂，但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站的角度不一样，西方历史上航海、

狩猎和游牧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突出男性

的视角，特别是多站在强悍男性视角的

视角看问题，更多体现征服、冒险、竞争、

淘汰、勇敢、主动、强势、排他、好斗、

凶猛等倾向，有淘汰弱者如“物竞天择”

等主张，而东方尤其是中国有世界上最

早和最长的农耕文化，依赖土地和稳定

的家庭不张扬个体而强调集体，更突出

男女老少的视角，尤其是女性和老人的

视角，更多体现仁爱、善良、孝敬、互

助、合作、稳重、被动，恻隐、含蓄、

温柔和慈悲等倾向，有保护弱者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主张。

总之，后者比前者更珍惜生命，

因为女性孕育生命；前者比后者更愿冒

险，因为勇敢和征服是男性吸引女性的

魅力……无论东西方，从整体看，就关

乎生命而言，大多数女性都比男性寿命

长。显然，就维护生命及保护健康来讲，

最好能站在男女老少的视角看问题，而

不仅是站在少数强悍男人的视角。

人从小就有对死亡的恐惧，但小时

候，我们对烈士陵园却没有恐惧，因为

它呈现了一种崇高美、纪念美，同样，

生活中的星空、春花，消解了我们幼小

心灵对于死亡的恐惧。除美之外，消解

恐惧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爱。人们常说“陪

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爱可以消解我们

对于衰老乃至死亡的恐惧。

唤起她的精神力量唤起她的精神力量

当妈妈癌症晚期，已经无药可救、

万分痛苦时，我能给她什么？做什么才

有意义？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我

希望力所能及地满足她的需要，唤起她

的力量。“她最在意的东西能不能唤起

她的精神力量呢？”这个念头使我想到

妈妈保留的 60 多年的家信，这些信对

我妈妈来说一直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妈妈的一生，她上中学的时

就参加了革命，而后肩负起了毕生的使

命——公安战士，她的职业与个性使她

成为一个非常刚强的人。我每天在妈妈

病床前跟她谈论这些信，我把 1700 封

来信梳理并故事化，编成了一本书——

《那年那信》。妈妈看到这本书后眼睛

里终于有了光，因为她所珍藏的信件得

到了后代的肯定、尊重和仰望。这一切

唤起了她的美好记忆和感觉。

实现有质量的陪伴实现有质量的陪伴

走向死亡的道路已经够黑了，如果

没有信息沟通，那将是怎么样的黑呢？

病程后期，妈妈听不见了，为了减

轻她失去交流后的痛苦，在病床前我们

这些孩子们开始给她写各种各样的小

纸条。一个三亚 301 医院的年轻医生

曾给她写纸条，告诉她黄色的是止痛

泵，在剧痛的时候妈妈还能称赞医生是

她的“守护神”，我的弟弟也在用自己

的方式陪伴着妈妈，并非学医的他凭自

己的理解画了一张手术的图画，在病床

前变成了一个科普人，并得到了医生的

称赞。

清醒地意识到每个医生和亲人的温

暖举动，对我的妈妈来说就是一盏灯。

从中她会明白有很多人能给她力量，她

也在每次点头回应这种温情的互动中找

到了精神慰藉，最终战胜了死亡的恐惧。

“你把它写一写。”始终牢记妈妈

的嘱托， 我在《床前明月光》这本书

中不禁感叹：“床前慢慢暗下去，但不

是没有光的，这光就像月光一样，它是

一种柔和的生命之光，是给我们带来暖

意的一种光。”这份力量成了疫情期间

我最重要的支撑。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冯倩倩根据

敬一丹在“北京大学清明论坛‘死亡与

美’”的演讲整理。

敬一丹：妈妈的生命末期敬一丹：妈妈的生命末期

新冠疫情肆虐两年有余，到“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出现达到最高潮，迄今

依然影响着全球各地。南加利福尼亚大

学医疗中心呼吸与危重症科乔人立教授，

于当地时间 4 月 19 日，在线上参加由中

日友好医院主办的呼吸康复系列培训﹣

云课堂中国康复医学会会议，并做了“美

国新冠疫情与康复”为主题的演讲，从

专业角度解读了美国疫情暴发以来至今

的状况。

感染病例增加 3倍多感染病例增加 3倍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 2020 年 2 月

份出现病例开始，到 2020 年夏天进入

第一个高峰期，2020 年底进入第二个高

峰期，2021 年底至 2022 年初，“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被发现后，进入第三个

高峰期。

在第一个高峰期中，那时主要的病毒

株“德尔塔”造成的感染总病例人数增加

的同时，住院患者数量以同样幅度增加。

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阶段，疫

情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感染总病例数

增加了3倍多，但是住院人数反而减少。

就死亡人数曲线图来看，两个时期差别更

加明显。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高峰期，

感染的人数特别多，但重症和病死率都出

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总病例数与住院患

者及死亡病例之间发生了明显脱节。局部

情况也是如此。“奥密克戎”期间，洛杉

矶总医院8个ICU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运营，

只剩一个ICU用于新冠，也从未住满过。

全美国75%左右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大部分人都打过了三期疫苗，现在四期

疫苗开放。但打过三期疫苗（加强剂）

的老年人占比将近90%，年轻人比例较低。

奥密克戎毒株出现时期，住院率、重症率、

病死率等减少，与疫苗普及状态最为密

切相关。但是，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

即疫苗并没有降低发病率，因此是一种

失败。从设计上讲，现有疫苗并不是为

了防止新冠感染，而是为了减轻新冠病

毒感染人体后的伤害，防止重症发生，

这才是疫苗的真正作用之所在。

新冠康复  论断不一新冠康复  论断不一

对于新冠病程与对康复的需求，论

断不一。有两个较标准化的概念：急性

期新冠和“长新冠”。美疾控中心建立

了一个国际疾病分类码（ICD code）标准，

以此为医生的收费标准。鉴于长新冠的

概念，随后各大医院，包括南加大，都

开始建立新冠康复门诊——专门处理新

冠患者出院后随诊的门诊。其目的在于

使患者恢复到得病之前的功能。

但是，实际情况出入很大。比如，

嗅觉失灵被列为新冠特征症状，但其

实际发生率不到10%，而且在三周以内，

绝大部分患者都会完全恢复。决定新

冠后遗症严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还

是急性期症状严重程度，和其它疾病

并无本质不同。对于症状很轻微，甚

至无症状感染者，一般 3 周就会完全

恢复，感染新冠3周后回归岗位的同事，

依然可以胜任医生的岗位，甚至不需

要做常规随访。

在美国专栏70

新冠之下的美国新冠之下的美国
▲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呼吸与危重症科（PCCM）乔人立

人世间有很多遗憾的故事：他是奶奶

带大的，奶奶去世时他快高考了，爸爸妈

妈怕耽误考试，就瞒着没告诉他。然而，

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每每提起，他都会

泪流满面。

到底应该如何道别？道别需要学习

吗？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机会？一位妈妈

带着女儿和小白菜“道别”的故事，令人

深受启发，原来，生命教育每天都可以有。

睿秋见证了一颗小白菜花的“出生”

和成长，并为之欣喜若狂。

但当我发现小白菜花枯萎的时候，我

的脑海中闪过了很多个搪塞、隐瞒睿秋的念

头，最终想起安宁缓和医疗专家讲过，我们

在生命中，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学会告别、

实践告别。小花也是一个生命，这场到来和

离开，应该让孩子有最后的参与。我记起

之前每次谈到爸爸妈妈会变老、会死去时，

她会哇哇大哭并且拒绝听到类似内容。于是

我决定告诉睿秋，去和小花告别。

当她看到小花枯萎时，她哭了，她捧

着花盆说：“我不要小花死……”我搂着

她，没有阻止，我知道她的真情实感、伤

心与不舍，需要表达。我对她说：生命都

是有周期的，植物、动物会出生，会长大，

会开花结果，也会死掉，她要回到大地妈

妈的怀抱里去了，你去把它埋好，说不定

明年那个地方，会有新的小生命长出来。

她听后，对小花轻声说：“小花，

我很爱你，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但我知道

你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希望我能再见到

你……是奶奶把你留给我的……再见了小

花，你是一个最可爱的小白菜花。”我还

建议她和小花拍照，后来她又请求我教她

把小花制作成了标本。

后来，她和我说：“妈妈，我觉得这

是一个特别考验我告别能力的事情，我觉

得我不善于道别，不善于离开……妈妈，

你善于吗？”

对于告别，我也不善于，更不希望面

对，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接受生离

死别之苦……但是我想起小时候姥爷种了

很多植物，西红柿只能活一年，所以也会

有很多告别。后来，睿秋将小花清洗干净，

小心翼翼地埋葬了，她还指给我看，说：

“妈妈，记住啊，小花就在那里。”

当她看到小宝宝的衣服时，也会问我：

“妈妈，那我以后的宝宝也可以穿这么可

爱的衣服吗？小宝宝一定很可爱！”我说：

“当然可以啊！”然后她说：“那我心里

倒是有点想生宝宝了，我觉得跟养育一个

生命相比，疼太不重要了……”

她在其中，也渐渐领悟到了生命教育。

   女儿与白菜花的生命道别   女儿与白菜花的生命道别
         ▲ 北京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志愿者  甲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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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人立教授在 ICU里的左膀右臂，全部感染乔人立教授在 ICU里的左膀右臂，全部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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