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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下 ， 咸嘉湖波光粼
粼。 来自全省参与癌症筛查与早诊
培训项目的学员， 像无数朵浪花，
汇聚到咸嘉湖畔的湖南省肿瘤医
院， 经过淬炼之后， 又滟滟随波千
里， 回到各自岗位， 为病员提供更
高质量的服务。

癌症筛查与早诊培训项目， 是
国家卫健委组织的紧缺人才培训项
目， 由省卫健委实施并监督管理，
针对上消化道癌 、 结直肠癌 、 肝
癌、 肺癌等我省常见癌种和重点癌
种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开展培
训。 此次培训包括线上线下培训，
10 月底前完成国家级考试。 线上
培训需完成 120 个课时的学习。 线
下培训则是由省级培训基地省肿瘤
医院和南华大学附一医院负责实
施， 培训科室有超声 、 病理 、 放
射、 内镜、 放疗等。

那天骄阳似火， 我有幸成为咸
嘉湖的一朵浪花， 开启培训之旅。
湖南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张森茂
博士， 将包括我在内的 9 名学员，
带到了该院放射诊断中心。 总住院
医师毕锋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 7
名学员被安排到 20 号楼， 我和来

自溆浦县中医医院的陈承发， 则被
安排到 1 号楼。

学员中我年纪最大， 接受新事
物反应慢， 不免忐忑。 但没多久我
发现， 老师们并没有介怀， 反而贴
心指导， 这让我很快打消顾虑， 得
以轻装上阵。 在我对颅底的孔道如
腭鞘管等辨识不清时， 刘华平博士
连发给我两个课件， 特意嘱咐我参
照阅读。 在我对肛管细微结构充满
疑惑时， 他又发给我盆底解剖课
件。 在他指导下， 我彻底弄懂了几
块肌肉的相互关系。 乳腺的非肿块
样病变， 最让人头痛了， 这时候，
一位女老师来到我身边， 她有着长
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 我叫她 “小
天鹅” 老师。 在她指导下， 我纠正
了对某些影像的判读， 报告也得以
用最适合的术语描述。 杨双老师，
提高了我对乳腺钙化的认识； 艾昭
东老师， 强调影像报告精细书写的
重要性； 还有一位侯老师， 打开了
我对肿块分类上的思路。

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 我和陈
承发习惯于顶着烈日步行 800 米，
到 20 号楼向陈鹏博士请教， 将工
作中遇到的困惑悉数抖露出来。 陈

博士一一剖析， 有时候交谈达数小
时， 仍然不厌其烦。 比如早期前列
腺癌， CT 不能发现， 磁共振也只
能根据影像判定可能性的大小。 这
时候怎么判断就显得很重要了。 陈
博士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的心得。
往往兴犹未尽， 夜幕已悄悄降临。

老师们给我们准备了 40 节优
质课件， 有的还是国内最新的研究
成果， 或是国外前沿动态。 主任于
小平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 满怀激
情地讲了 6 节， 如 《肺癌早期筛查
结果解答与处理》 《早期肺癌的影
像学诊断思路与体会》 等， 都是值
得研究的内容。 听了副主任文露所
讲的 《直肠癌磁共振扫描规范及术
前评估》 后， 我终于找到长期困扰
我的一个问题的答案。 还有刘妍、
李飞平等老师依次讲述的肾癌、 鼻
咽癌等内容， 都让我们大开眼界。
课后讨论时， 大家畅所欲言， 老师
们悉心解答， 如怎么判断是放射性
脑炎， 还是脑转移等。

我不时用手机将课件、 报告模
版、 感兴趣的病例资料等拍照留
存， 积累下来竟有两千张之多。 我
这样做， 是与遗忘作斗争。 以前，

我是做笔记， 但时过境迁， 因信息量
大， 做笔记做不了了， 拍照倒是一个
好办法。 照片可在工作中随时查阅，
某些内容还可照搬应用， 我深信这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

湖南省肿瘤医院居全国肿瘤专科
医院前五名 ， 许多患者慕名前来求
治。 一位资深医生告诉我， 由于治疗
技术日新月异， 肿瘤的治疗效果已非
常好了。 这名医生的亲人患白血病，
使用靶向药物， 效果非常好， 已活了
7 年； 费用上能承受， 自费部分是每
月两千； 再就是患者心情也很好， 她
也没有最初患病时那么焦虑了。

听了这些话， 我对肿瘤治疗效果
的认知大为改观。 我想将一些前沿且
适宜的诊断与治疗技术， 带回基层去
推广使用， 将会极大提升癌症防控能
力水平 ， 极大提高肿瘤患者生存质
量， 这也恰是培训的目的所在。

我想， 未来日子里， 曾汇聚到咸
嘉湖畔的每一朵浪花， 一定会发挥它
应有的作用 ， 无数朵浪花形成的合
力， 经受病痛折磨的人们也一定会感
受到。

慈利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滕军钊

咸嘉湖之浪花， 汇聚医者仁心
———参加全省癌症筛查与早诊培训有感

��� 2023 年春天，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一位
十岁的小女孩住进了我们血液淋巴瘤科病房。 她的母
亲时常因为工作和处理其他事务不得不离开病房， 留
下小女孩一个人面对病痛和孤独。 女孩娇小的身影和
无助的眼神总让人感到怜悯， 科室里的护士们经常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陪伴和照顾女孩。

一天下午， 护士雅晴在与女孩聊天的时候， 女孩
忽然问道： “护士姐姐， 飞机起飞是什么样的？” 雅
晴怔了怔。 城市边缘新建了一个机场， 不时有飞机起
降。 “飞机场内是不是真的有赶鸟器？ 要是我能去看
看就好了！” 女孩说完以后， 眼神忽然黯淡下来。 看
一次飞机起飞， 这个在正常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事
情， 对于被疾病纠缠着的小女孩来说， 却成了遥不可
及的愿望。

小女孩孤单的身影和她眼中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触动了大家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雅晴决定帮女孩实现
这个小小的愿望。 征得医生和家长的同意后， 在小女
孩病情允许的情况下， 雅晴利用自己休息时间， 开车
带着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一同前往机场。

春天的阳光和煦又温柔， 女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机
场跑道， 静静等待着， 直到一架飞机在她眼前轰鸣着腾
空而起， 女孩的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她的眼睛里充
满了惊奇和兴奋， 仿佛自己也生出了一对翅膀， 随着飞
机直冲蓝天， 一起翱翔。 那一刻， 所有人都忘记了女孩
是个患者， 眼前只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返程途中， 路过机场附近的一片草莓地， 雅晴把
自己心爱的帽子送给了女孩， 让她戴着帽子在田野间
肆意奔跑， 女孩亲手摘下一颗又颗鲜红的草莓， 高兴
地捧到雅晴面前。 她们的笑容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那一刻， 我深深体会到， 护理工作不仅仅是治疗
身体上的疾病， 更是心灵上的抚慰。 医护人员的每一
个细微之举， 或许都能成为患者心中的一对翅膀， 带
她们飞越疾病， 抵达幸福。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血液淋巴瘤科 李瑶

��� 许多人或许认为， 音乐
和医学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
世界。 其实在某些方面， 两
者却又非常相似。 叙事素养
高的医生像一位艺术感染力
强的音乐家， 愿意聆听患者
或其他生命主体发出的声
音， 能够自如地运用自己讲
述和谱写故事的能力去回应
和触动对方， 引发对方在认
知、 态度和情绪， 甚至行动
上的改变。

笔者曾任教于南方医科
大学， 这所大学指导全国成
立了近三十家叙事中心， 致
力于帮助医护人员提升叙事
素养， 鼓励大家阅读文学叙
事作品、 观看生老病死相关
的影片， 也引导部分医护人
员多听音乐， 因为每一首动
人的乐曲都在讲述一个触动
人心的故事， 对于音乐中隐
含的故事的敏锐察觉， 能够
帮助医者提升共情能力和回
应能力。

叙事中心曾经有一位老
来得子的父亲， 五岁的儿子
在幼儿园不幸遭遇意外去
世 ， 一直无法走出丧子之
痛， 失眠之外， 还罹患了心
血管疾病。 我们一方面通过
绘本对其进行叙事性哀伤调
节， 另一方面推荐听蓝调吉
他之神艾瑞克·克莱普顿的

《泪洒天堂》 这首
歌。

起初 ， 我们
没有告诉这位父
亲这首歌在讲述
什么故事。 然而，
当他再次来到叙
事中心时 ， 他跟
我们讲 ， 这首歌
太触动他了 ， 感
觉就在讲述自己
遭遇的故事。 他每天都听几
遍， 逐渐地情绪得到了发泄
和舒缓。 这时， 我们才跟他
说， 这首歌曲的作者也遭遇
了丧子之痛， 也在年近半百
时才生了一个儿子， 但他四
岁大的儿子从纽约 53 层楼
高的公寓意外坠楼身亡。 悲
伤之中的这位歌手谱写了这
首歌来纪念亡子， 想象着自
己随儿子去了天堂， 想象着
他们在天堂相遇， 同时通过
这首歌告诉自己要坚强， 可
以走过这一段痛苦， 天堂将
不再有泪。 当我讲述音乐中
的这个故事时 ， 他再次落
泪， 也表达了对我们用心选
取适合他聆听的音乐表示感
谢。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
言。 从事医疗工作的人， 如
果将自己限制在精分专业的
窄巷里， 往往会在精密的仪

器、 量化的数据中迷失诊疗的
方向和医学的本心。 而一名具
有音乐聆听素养的医生在问诊
过程中， 往往能够专注地聆听
患者主动讲述的故事， 从交谈
中听出代表患者所处的各种情
绪的音型， 用及时的、 适合的
叙事基调去回应他们。 一名具
有音乐治疗能力的医生甚至还
能为不同处境下的患者推荐
“音乐处方”， 通过音乐来表达
我们对患者情绪的了解， 也藉
由音乐高效地引起他的共鸣，
从此建立医学之外的音乐叙事
连接， 最终为亲密的人际叙事
连接埋下伏笔。

我们呼吁更多医者运用药
物和手术刀之外的其他法宝，
无论是语言， 还是叙事， 还是
音乐， 来予以患者深度人性化
的情感回应。
作者：叙事医学研究者 杨晓霖
来源：《叙事医学课程》公众号

倾听音乐， 倾听患者 护士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