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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聚焦叙事医学③▶▶▶

叙事医学进入中国已经十多年
了，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是较早贯
彻这一理念的科室，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积累的平行病历多达3000多份。这
要归功于当时的科主任凌锋教授的大
力提倡。中国的医院有必要引入这一
理念吗？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日
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凌锋教授。

让医生站在患者的
角度去思考

记者：您是如何接触到叙事医学
这一理念的？为什么会接受它？

凌锋：2011年年底，在时任北京
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的召集
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举行了
一场“叙事医学”座谈会。当时我也
在被邀请参加之列，觉得这个理念非
常重要。

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其中如
果没有人学，这个科学就显得很冰
冷。尤其当时发生了一些医患纠纷事
件，让我感觉到社会在变，人的思想
在变，人文的情怀也在变。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我们做医生的不能力挽狂
澜，不能让人文精神回归科学，会使
科学越来越冰冷，老百姓会产生越来
越多的困惑。所以我很快有了共鸣。

记者：您一下子就接受了？
凌锋：对，我不光是接受，还觉

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很好地实施的。所
以，我在我们医院当神经外科主任的
时候，就把它实施起来了。

我们每年都要招很多住院医师，
还有进修大夫，主要在他们中间实
施，具体说就是让他们每个月写一篇
平行病历。

第一篇平行病历是我们医院院长
写的，他是我的学生，我的理念他非
常接受，很快就写了一篇，起到一个
很好的带头作用。

开始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
写。我告诉他们，就是写你的所思所
想，写遇到的对你有感触的患者的故
事，那些能够促进灵魂升华的东西，
能够触动内心最柔软部分的东西，你
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记者：为什么要写出来呢？
凌锋：写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再思

考再加工，再重新触动自己的“反
刍”过程，否则在平时遇到这种事
情，它就是一闪念，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让你写，你就会回忆，就
会梳理，然后整理出来，会把它升
华，会让这段经历跟自己有更多的交
流。时间久了以后，就更能够体谅患
者，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

这点其实是最重要的，让医生站

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假如这个患者
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会怎么处理？换
位思考非常重要，其实就是大医精诚
的实质。你互换了，共情了，你拿患
者的命当你的命，你的命有多重，患
者的命就有多重。

有时彻底治疗未必
就是最好的方法

记者：资料显示，北京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推行叙事医学理念，已经坚
持10多年了，积累下3000多份平行病
历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还会一直推
行下去吗？

凌锋：会一直推行下去，因为我
们已经把平行病历的撰写作为住院医
师培训的一条医学人文精神的考核标
准，属于一票否决。也就是说，如果
你没写平行病历，其他的考试再好都
没用。

记者：会不会太严苛了？
凌锋：一个冰冷的医生有什么

用？跟机器人有什么两样？机器人还
更精准呢。既然你是个大活人，就应
该有温度，做一个有思想的医生，一
个有温度的医生。

记者：您刚才说，咱们是在住院医
师中推行这个制度，那么其他的医生
护士是不是就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了？

凌锋：不是，因为住院医师培训
是医生最开始训练的阶段。书写平行
病历，是让他们在行医之初就开始培
养人文情怀。上级医生要指导他们。

对于住院医师的上级医生，我们
会定期组织讨论会，让他们更多去谈
一些经历过的事儿，不光谈医疗中的
问题，也会谈自己的思考。

通过讨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

内心里都有一块最痛的地方，就是说
治成功的病例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是
做错了的一件事儿，就会刻骨铭心地
记着。

有一位医生讲过一个故事，曾经
治疗过的一位女孩子截瘫了。他很惦
记她，后来还到唐山这位患者家中去
看望她。去了之后，患者对医生说，
叔叔我给你看个东西。拿出来两个残
疾证，一个是她哥哥的，从小就智
障，一个是她自己的。看到这一幕，
这位医生当时就哭了，如今回忆起来
仍然哽咽失声。他觉得患者在他的治
疗之下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变成了残
疾，很内疚。后来他就想办法鼓励
她，帮助她上大学，帮她找工作，做
了很多这方面的事。

这样的讨论对于医生治疗患者会
非常有用，激励他们提升技术，提醒
他们查找漏洞。这位医生如今已经是
功成名就的学科带头人，但他仍然精
研医术，认真对待每次手术，热心呵
护每位患者。

记者：经过这样的讨论和反思，
医生在今后的诊疗中会更加用心。

凌锋：是的，而且会设身处地为
患者考虑，我应该多做还是少做，应
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怎么把握，
实际上不完全是科学的东西。临床的
选择不是用规章制度就能确定的，比
如开飞机，根据操作规程来就行，因
为飞机是死的，但人不一样，每个人
的内在环境不一样，必须要进入到每
一位患者的世界中去做抉择。

比如，听神经瘤往往跟面神经紧
挨着，做听神经瘤切除时会影响到面
神经，导致面瘫。有一些患者对面容
非常在意。如果我们把肿瘤切得干干
净净的，肯定能有效防止复发，延续
生命，但是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是面
瘫，对这个患者来说就是生不如死，
很影响生存质量。他们宁可再动一次
手术都不愿意面瘫。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对粘在面神经上的一些肿瘤，我
们可能就需要保守一些，留在神经
上，以后再用其他的办法去处理。

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不
能千篇一律地说，彻底治疗就是最好
的方法，未必。不同需求，不同方
案，在不同方案的比对、选择中会促
进医术有更大的提升。换言之，以人
文情怀注入诊疗的时候，对技术反而
会有更好的推动和提高，不是说越人
文越保守。现在我们的听神经瘤切除
时的面神经保存率就达到了98%。

医生的“第二种快乐”

记者：除了平行病历，叙事医学

的应用还体现在哪里？
凌锋：治疗任何一个患者都是有

风险的，只是风险大还是小的区别。
我们要平衡风险。比如让患者签手术
同意书，你如果只说有死的危险，有
瘫的危险……患者当时腿就软了，觉
得不做手术吧，问题不解决，做吧，
不是死就是残，很难抉择。

我们跟患者不是这么谈的，我
们都是说，你这手术是有风险，但
比例有多小；做了手术以后，改善
的益处有多大。看到风险收益比是
怎样的，患者或者家属就会很清晰
地认识到，这个险值得去冒，即便
有风险我也认了，因为我要追求更
大的收益。

记者：推行叙事医学理念10多年
下来，给科室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凌锋：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最大
的表现是我们科的人的整体风貌和别
的科不太一样，主要反映在谈吐上、
患者的反应上。

很多到我们科看病的患者都是
“周游列国”的，他们会到很多地方
看病之后，到我们这儿。通过对比，
他们会说，你们的医生态度很和蔼可
亲，愿意多做解释，而且解释的东西
正是他们心里想问的事情。

有些患者见到专家就很紧张，问
问题也问不到点儿上。但我们的医生
都会比较耐心地告知、解释，手术后还
会对患者进行随访。患者得病时最无
助，因为不懂医，也会有无穷多的恐惧
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他，呵护
他，他就跟在茫茫大海里抓到一块木
头一样，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医生
不太一样。

记者：叙事医学需要在中国普及
推广吗？

凌锋：必须要普及，必须让每一
个医生都成为温暖的医生，这样老百
姓才能获益。医生不能只注重提高技
术，提高技术是为了谁？为患者，患
者是人，人有七情六欲。治病时，技
术层面的东西只占1/3，2/3是人的心
理、情绪、精神、情感。如果你的 1/3 不
能跟那 2/3 融在一起的话，你的工作
只是一个 1/3，对一个患者的作用也
只是 1/3 而已。如果能融合好的话，
对生命就有莫大帮助。

医生所有的改进都是为了别人，
所有的提高都是为了别人，是把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健康之上。所以实际上
医生有“第二种快乐”。很多人只有
一种快乐，比如赚了钱很快乐。当医
生做了一台成功的手术，他很快乐。
而患者获得了健康，家庭获得了幸
福，回馈回来的快乐是医生的第二种
快乐。

这个快乐，非常纯粹。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教授——

医患共情 诊疗更贴心
本报记者 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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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 2.2 米高的诺尔曼·白求恩医
生的雕像，矗立在吉林省长春市新民
大街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院中央。

自从 1976 年这座雕像安放于此
后，学校新入学的医学生、入职的医
护人员都要在它面前背诵毛主席名篇

《纪念白求恩》。
白求恩精神是吉林大学医学教育

70 余年来始终坚持和秉承的宝贵精神
财富。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的开学第
一课，就是进行白求恩精神教育，告诉
新生，学医的路是漫长的，过程是艰苦
的，学医不仅要求技术优良，道德品质
也要像白求恩一样。这些教育对于学生
们以后从医的路有很大影响。

白求恩精神是非常伟大的精神，
归根结底我认为是两个字——奉献，
就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做利他的事
情。白求恩精神是我们的“根”和

“魂”。近年来，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
部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国家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并传承弘扬白求恩
精神的优秀医学人才。

为达此目的，我们把白求恩精神
融入、内化与引领医学教育全过程。
这样一来，无论是老师，还是在校的
学生，还有行政人员，大家都感觉到
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自己。我们的最
终目的还是提高人才质量，就是让我
们的学生不光看病的水平高，还要能
做到人文关怀。

医生首先得有德行，然后有好的
技术，这样能真正能服务好病人，要
站在患者角度去想，让患者利益最
大化。

为此，我们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不断挖掘白求恩精神这一宝贵资
源，以白求恩精神铸魂育人。多年来，
我们坚持组织师生赴河北石家庄、唐
县、顺平等地开展“重走白求恩路”主
题 教 育 活 动 。在 进 行 寻 根 之 旅 的 同
时，开展支教、义诊等活动。这对学生
的精神塑造很有帮助。下面是一位同
学的日记摘录，可见一斑。

“也许多年后王安镇会走出一批批
优秀的大学生，去不同的地方成为一位
支教老师，教给那里的孩子们知识和白求恩精神，然后成为优
秀的医生、人民教师等等，服务人民。我想这就是白求恩精神的
传承，是一种无私奉献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有益于人民的
精神。希望孩子们能走出王安镇，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坚
定地走下去，成为白求恩先生那样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开展了系列课程，包括人际沟通课、人文课等。每
次我们请来医学大家讲课，阶梯教室爆满。学生没有座位，
就站着听课。老师们用生动的例子，讲述怎么处理医患关
系，讲述在医生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患者委屈他的时候，他
是怎么想又怎么做的。

我们完成了教育部网站网络思政微课程——白求恩精神
养成教育数字课程。一期共 19 讲课程上线，并编辑出版了

“白求恩精神养成教育”配套教材。
我们还组织召开青年学生白求恩精神研讨会，编辑印刷

学校白求恩青年研究会会刊《医魂》，持续开展“白求恩十佳
大学生”“白求恩十佳班级”评选表
彰活动，把白求恩精神嵌入到校园
文化中，为培养新时代医学人才
助力。

在战争年代，白求恩精神传人
用医学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奋斗；今
天，在新时代，白求恩精神传人在
用医学护佑着人民健康，践行着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白求
恩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作者为吉林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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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华长庚医院医保办最年轻的员
工。入职后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积累
了大量医保柜台咨询的工作经验。

在这一年里，我心中一直秉持着这样
一套工作标准：面对咨询要态度和善、认
真倾听；解答政策要耐心细致、不急不
躁；做具体工作时，时刻站在患者的角度
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主动帮助有困难的
患者进行异地备案等。

2022年6月8日，一对异地就医的老夫
妇准备住院，一听说要全额垫付费用，出
院后回当地才能手动报销，而且金额很
大，老两口顿时犯了难，焦虑不安不敢办
理住院。听说异地医保可以直接结算，但
又不知该如何操作后，他们来到柜台进行
咨询。

看到他们焦急的神情，我立刻表示可
以手把手帮助他们完成后续的操作。老两
口瞬间如释重负。在征求了他们的同意
后，我用老人的手机一步步操作：下载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填写个人信息、完
成人脸识别，成功申请备案。顺利完成全
部操作，老两口开心地直拍手，不住地表
示感谢。

让我没想到的是，两位老人在出院
前，给我留下了一个“惊喜”：一份手书的
感谢信，被默默地留在了客服中心，也深
深刻进了我的心里。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克苏市的患者，对方由于异地医
保直接结算没有报销前来咨询。我当时查
询了医保组件却未发现任何异常，无奈只
能选择最“笨”的方法解决，就是不停地
联系当地社保机构咨询相关政策，一个部

门不了解情况，就再联系其他部门。打电
话，不停地辗转，直到 10 多通电话后，我
终于帮患者找到了能够解决此问题的医保
政策部门。至此我们了解到，患者所在的
当地医保政策不支持门诊报销，慢性病则
可以回当地报销。然后，我又请同事帮忙
将患者的费用身份调整为异地结算。至
此，患者终于可以手动报销，又一个大难
题解决了。

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尽管辛苦却也
是本职责任。但对于患者来说，我的帮助
更像是雪中送炭，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一周后，这位患者前来复查，特意来到医
保咨询柜台，见到是我值班，再次向我表
示了感谢。

在长时间的医保柜台咨询工作中，我
用清晰的思路把专业的医保条文规定转化
为简洁通俗的语言，耐心地向患者解释清
楚，直到达到患者可报销的目的为止，同
时也让患者能同步地全面了解医保政策，
防患于未然。

另外，为了提高医保咨询柜台的效
率，更好地为病患服务，我还向主管申请
优化表单的开立流程，并将医保咨询中的
相关问题解答统一口径，把相关备案操作
编辑成册，目前已收集 61 条，以便同事快
速解决问题，方便患者就医报销。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希望自己可以
继续对内做好医保问答的整理、优化流
程，对外服务好患者，从心出发，为患者
的每一个医保问题都能找到“家”，完成人
文服务的一大步。

（作者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保办工作
人员）

为患者的医保问题找到“家”
张博文

平行病历▶▶▶

图为凌锋。 受访者供图

李红霞是内蒙古通辽市科
尔沁左翼中旗架玛吐镇前新艾
勒嘎查村的村医。在做好日常基
本诊疗工作的基础上，李红霞经
常入户巡诊，给村里的老人体
检，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从医
16年来，她凭借自身高超的蒙医
技术，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医
生，不仅守护着全村 400 多名村
民的健康，周边省份也不乏慕名
而来的患者向她问诊。

上图：2 月 3 日，李红霞给
村民把脉。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右上图：2 月 3 日，李红霞

到村民家给老人体检。
新华社记者 刘懿德摄

右图：2 月 3 日，李红霞骑
电动车去村民家随访。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村医李红霞——

我用蒙医护健康

时代需要
白求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