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袁小玉 邮箱：yuanxy123@126.com� �版式：胡雪文 康·人文健04
■共读健康 13

��� 在成长的道路上， 我接触
过众多关于健康的书籍， 其中
《生命的奥秘： 深度解析健康
与疾病》 无疑是最打动我的一
本。 这本书不仅从科学的角度
深入剖析了人体运作的奥秘，
更从哲学层面上探讨了健康与
疾病的意义， 以及它们如何影
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态
度。

伯勒斯博士以其深厚的医
学背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将
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易于理
解的语言， 让读者在轻松愉快
的阅读中收获颇丰。 他不仅仅
是在讲述疾病的治疗方法， 更
是在引导我们思考如何预防疾
病、 提升生命质量， 以及如何
在面对疾病时保持一颗平和的
心态。

这本书之所以打动我， 是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本医学书
籍， 更是一本关于生命哲学的
书。 它让我意识到， 健康不仅
仅是没有疾病， 更是一种积极
的生活态度和对生命的尊重。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深
刻体会到了医学与人文的交
融， 感受到了医学的温度和深
度。

书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
深刻： “健康并非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态度， 一种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 这句
话简洁而深刻， 它告诉我们，
健康不是静止不变的， 而是需
要我们不断去维护 、 去追求

的。 只有当我们
真正热爱生活 、
尊重生命时， 我
们才能真正拥有
健康。

另一个让我
动容的故事是关
于一位癌症患者
的。 这位患者在
面对绝症时， 没
有选择放弃， 而
是 积 极 调 整 心
态， 改变生活方
式， 最终不仅延
长了生命， 还提
高了生活质量 。
伯勒斯博士通过
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 疾病并不可
怕， 可怕的是我
们对疾病的恐惧
和绝望。 只有当
我们勇敢面对疾病， 积极寻
求解决方案时， 我们才能战
胜疾病， 重拾生活的信心。

这些片段不仅折射出了
伯勒斯博士对于健康和疾病
的深刻理解， 更体现了他对
于生命质量的重视和对于医
学人文精神的追求。 他让我
们明白， 医学不仅仅是治疗
疾病的技术， 更是一种关怀
生命、 尊重人性的艺术。

《生命的奥秘： 深度解
析健康与疾病》 这本书不仅
让我收获了丰富的医学知
识， 更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 它让我意识到， 健
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而维
护健康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智
慧。 同时， 这本书也让我更加
珍惜生命、 热爱生活， 学会了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一颗
平和的心态。

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每一
位关心健康 、 热爱生活的人 。
我相信， 通过阅读这本书， 你
们一定能够收获更多的知识和
感悟，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
和美好。 让我们一起努力， 用
智慧和爱心去呵护生命、 追求
健康吧！

�读《生命的奥秘：深度解析健康与疾病》有感

作者： 约翰·C·伯勒斯 （John�C.�Burleson）
关键词： 健康哲学 疾病预防

生命质量 医学人文
推荐人： 长沙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张又红

“健康并非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态度”
������花开花落， 云卷云舒， 转眼间， 我已从事护
理工作 20 年， 岁月的痕迹已写在脸上， 我也从
懵懂无知的小护士成长为一名久经沙场的护士
长。 其中的酸甜苦辣难以言说， 接触了形形色色
的人， 看遍了人情冷暖， 见多了生死离别， 曾经
的善感渐渐变得麻木， 可总有那么一两件事， 三
五个人能触动我心底， 于是便想用自己青涩的笔
记下这些平凡却让我深有感触的病友。

善良可敬的小女人
7 床的吴先生 35 岁， 老婆是一位广西女子，

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4 岁左右， 一家人生活本
来很幸福。 可命运待他极不公平， 一场意外让吴
先生成了截瘫， 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从此， 生活
中所有的担子落在了他老婆柔弱的肩上， 她每天
家里医院两头跑， 既要照顾年幼的女儿， 又要操
心长期卧床的丈夫， 每每累得筋疲力尽， 却从没
有一句怨言。 吴先生大小便不能自控， 排大便困
难， 每天都要用手抠， 我们去帮忙 ， 她总说 ：
“没事， 你们那么忙， 这种事怎么还能麻烦你们
呢？ 我自己可以的。” 我们协助吴先生做肢体功
能锻炼， 她会在一边认真学习， 学会后就不让我
们做了， 她说： “不用麻烦你们了， 我想亲自照
顾他， 希望他能快点康复。”

有时她会跟我们聊起预后， 她说： “护士
长， 我老公能好么？” 我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时，
她又很肯定地说： “只要坚持治疗， 一定会的，
医学上有那么多奇迹， 我一定也可以创造奇迹，
就算不能好， 我也会一直陪着他。” 看着她眼中
的那份坚定和决心， 我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 怪
不得吴先生可以那么乐观， 是谁说夫妻本是同林
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个伟大的女人， 她把相
濡以沫、 不离不弃诠释得多么完美， 她尚能如此
珍爱自己的亲人，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自己
的家庭和生活呢？ 善良好心的人， 愿你的坚持能
收获幸福。

“糊涂” 的张奶奶
14 床张奶奶是一位 80 多岁的患者， 别看她

年龄大， 可精神着呢！ 眼明耳聪用在她身上一点
也不为过， 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要不是因为拾稻
穗时被收割机割断了双侧股骨， 估计是干农活的
一把好手。 每天我们去看她时， 她会拉着我们的
手， 拉着长声， 亲热地说： “孙女啊， 我的亲孙
女， 你们又来看奶奶了， 奶奶什么时候才能取下
这个鬼东西哦？” 她看着自己的下肢外支架固定，
哭丧着脸， 我们说： “奶奶啊， 你可要听孙女的
话， 多活动， 多吃东西， 才能恢复得快。” 奶奶
破涕为笑： “听话， 我很听话的， 等奶奶好了
呀， 奶奶给你们杀鸡吃， 我喂的可是土鸡呢， 好
贵的土鸡呀， 为了给它们拾谷子吃， 我花了这么
多钱， 遭了咯大的罪呢！” 然后跟我们说她喂的
鸡如何如何， 说起来滔滔不绝， 天天如此， 听得
我们都能数出她的鸡了。

晚夜班护士巡视病房时她又会心疼地叮嘱：
“哈哈崽， 又来看奶奶了， 这么晚了， 你快去睡，
奶奶好得很呢！” 晚夜班的护士都跟我说张奶奶
真有味， 特走心。 隔壁床的大哥打趣地说： “奶
奶， 你装糊涂吧？ 看到护士就叫孙女。” 张奶奶
笑着说： “小伙子， 你懂什么， 该糊涂时就糊
涂， 不然谁理我这个可怜的老东西。” 看着大哥
憋屈的样子， 我们哈哈大笑： 张奶奶， 谢谢您！
您的难得糊涂让我们的工作充满了乐趣和人情
味， 我们喜欢这种融洽的护患关系。

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病友们， 让我敬
佩、 感动、 心疼、 偶尔还有些无奈， 很想为他们
做些什么， 有时却无能为力。 只能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 从心做起， 用自己的爱心、 细心、 同情心
和责任心， 默默守护他们， 带给他们一份战胜病
痛的信心， 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沼泽地。

武冈市人民医院 刘丽花

���� 《心灵点滴》 是一部根据
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讲述了
医生亨特·亚当斯通过独特的
人文关怀方式救治患者的故
事。 影片从个人视角切入， 深
刻探讨了医学模式的转变， 并
引发了对生物医学模式局限性
的反思。

在电影中， 传统医疗体系
代表了生物医学模式。 这一模
式将人体视为一台复杂的机
器， 医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疾
病问题和纠正生理指标。 在这
种模式下， 患者的心理和社会
需求常常被忽视， 医生更多关
注的是 “病” 而非 “人”。 这
种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
治疗方式虽然能暂时缓解身体
的病痛， 但无法真正帮助患者
获得身心康复。

亨特·亚当斯质疑了这种
传统的医学模式。 他认为， 单
靠技术并不足以让患者彻底康
复， 忽略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需

求会让他们感到孤立无助。
医生在治疗疾病时， 需要将
患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不仅要解决生理问题， 还要
帮助他们应对心理和情感的
困扰。

亚当斯的医疗理念体现
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的精髓。 他通过语言和互动
与患者建立情感联系， 用幽
默和关怀让患者在笑声中忘
却痛苦， 重新找到生活的希
望和力量。 这种通过语言、
幽默和情感交流带来的疗
效， 远远超越了单纯依靠医
学技术的治疗。

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在
于关怀与共情。 亚当斯不仅
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 更重
视他们的精神世界。 他与患
者之间的深厚情感联结使患
者感受到了关怀， 激发了他
们积极的心理变化。 这种医
患关系的转变， 使医生不仅

是身体的修复者， 更成为心灵
的安抚者。

《心灵点滴》 中的故事虽
然发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 但对
当今的医学依然具有重要的启
示。 现代医学技术取得了长足
进步， 但随着医疗技术的高度
专业化， 患者的心理需求常常
被忽视。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已逐渐成为共识， 强调医
生不仅要治病， 还应关注患者
的心理和社会状况。

通过亨特·亚当斯的实际行
动， 影片展示了医学的另一面：
医生不仅是治疗疾病的专家 ，
更是人文关怀的践行者。 医生
通过共情与患者建立联系， 更
好地理解患者的痛苦， 帮助他
们在身体康复的同时获得心理
上的平衡。 医学不仅应关注生
理指标的改善， 更应关心患者
的内心世界， 让他们感受到尊
重与关爱。

何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