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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 文

一离开病房，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普外科
住院医师张斌的手机就少有
安静的时候。

身形清瘦，鼻梁上架着一
副眼镜，黑白条纹衬衫外面套
着白大褂，胸前的口袋上还插着
几支签字笔——在医院咖啡馆，
记者见到了刚查完房的张斌。
看到超过约定时间的记者急匆
匆赶来，他一边说“不着急”，一边
贴心地递上一杯冰咖啡。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还没
聊十分钟，张斌就连着接到两个电
话，一个是同事询问他一位患者的
术后指标情况，判断是否达到出院
标准；一个是叮嘱他为患者换药。

31 岁，宁波人，医学博士，张
斌是今年浙大邵逸夫医院新入职
员工中的一员。不过，这里对他

来说并不陌生，硕
博期间他在邵逸
夫 医 院 培 训 了 7
年 ，今 年 8 月“ 转
正”，正式开启普外
科医生的生涯。

为什么伤口会
愈合？为什么心脏
会搏动？张斌从小
就对奇妙又精细的
人体充满好奇，渴望
探寻其中的秘密。儿
时，他经常生病，多次
半夜被父母送到医院
急诊，随着身体慢慢恢
复健康，他觉得白衣天
使“很厉害”，心里暗暗
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如果可以保障家
人朋友的健康，也能让
更多的患者受益，那肯定
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
事情。”高考填报志愿时，
他毅然在所有志愿选项
中都填报了医学专业。

2010 年，他考入温州
医 科 大 学 ，开 启 追 梦 之

旅。都说学医苦，到底有多
苦？“我大学 5 年读过的书
叠起来，超过 2 米高。”张斌
说，上学时自己就是个“书
呆子”，除了要学习各种学科
知识，还要定期更新知识体
系，完成各种考核。

学医，非常“熬人”。“5 年
本科、3 年硕士、4 年博士，一共 12 年时
间，我才有幸成为一名医生，坐在这里
接受你的采访。”他调侃道，眼神中却透
露着坚定。

每位医学生正式参加工作后都要
从住院医师做起，查房、处理医嘱、办理
出院、换药拔管、与患者谈话、手术⋯⋯
工作忙碌而琐碎，张斌几乎没有准时下
过班，有时还会加班至凌晨。好多次前
脚刚跨进家门，又被电话叫回医院。为
了能够“随叫随到”，他在医院附近租了
房子，年仅1岁的儿子也主要靠父母和
妻子照顾。

不过，繁忙的工作并没有打断他学
习的节奏。他保持着每天阅读文献的
习惯，哪怕回来再晚，也要在睡前查看
最新文献。

“打铁还需自身硬。”他对自己医学
生涯的规划很清晰：每年学会一种新手
术，每年发表一篇SCI论文。“作为外科
医生，手术技艺是看家本领，还得多看
多学，多动手多总结。”

学医不容易，但智慧的人总能苦中
作乐。张斌的乐趣，来自科研与临床。

他的博士培养模式为医工交叉培
养，一个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
通俗来说，就是针对某一医学学科的临
床问题，利用工学、信息学等其他非医
学学科的技术优势，通过各个学科的相
互合作解决问题。

科研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还要经受
多重打击。“经常失败，偶尔成功。”张斌
笑着说，不多踩几个坑，怎么能找到成

功的路。
他研究过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应

用，比如核酸检测，他尝试把特殊的检
测试剂通过定制转接头连接至手机，然
后在手机上查看检测结果，这样一来，
无需使用大型检测仪器，方便快捷。然
而，现实总是比想象的艰难，多次失败，
多次重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终实
验成功了。

“做实验就像讲故事，讲着讲着发
现讲不通了，就得反复摸索，尝试把每
个小故事讲通，把每个小课题做好，最
后整个故事讲完了，实验也做成功了，
这个时候的成就感特别强。”张斌和记
者分享了之前做胆囊癌 microRNA 相
关研究的心得与收获。针对肿瘤易转
移复发的难题，他和团队费尽心思找
到了其中一个关键因子及可能相关的
机制，课题完成后他高兴了好几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张斌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医生这
个职业。他在学医之路上受到过许多
前辈的感召，尤其是彭淑牖教授。一说
起“师公”，张斌的眼里一下子有了光，
刚才还略显严肃的气氛也变了画风。
他笑称自己是“彭家军二代”，因为他的
导师蔡秀军是彭淑牖教授的学生。

“彭教授今年90岁了，还自己开车
来医院坐门诊、参与重大手术。”看到记
者难以置信的表情，张斌继续“爆料”，

“他很潮，智能手机玩得很溜，讲课都是
自己做的PPT。”言语间，洋溢着他对这
位外科领域泰斗级人物的崇敬之情。

在张斌心目中，一位优秀的医生就
要像他的这些前辈一样，有很强的责任
心、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还要保持充
沛的体力，这也是他正在努力的方向。

“做第一台手术，压力大吗？”记者
问。张斌想了想说：“比想象中淡定。”

消毒，铺巾，切开皮肤，置入穿刺套
管，放入腹腔镜镜头和器械，寻找结肠，
切除阑尾⋯⋯一周前，张斌在主治医师
的指导下开展了第一台自己主刀的急
诊手术，为一位 64 岁老人切除阑尾。
术中，他镇定自若，按部就班地操作，因
为手术并不难，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
反倒是术后，他的心态有了细微的变
化，时不时惦记起老人的术后情况，查
房也变得更勤快了。

第二天进病房时，前一天还一脸痛
苦的老人展露出笑容，对他说“谢谢大
夫”，那一刻，张斌感受到了无可比拟的成
就感，“这是来自我第一位手术病人的信
任，也让我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与动力。”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但也时常
有无力感和挫败感。目前医疗水平无
法实现百分百治愈所有肿瘤，张斌在临
床上见到过许多恶性肿瘤术后复发转
移的病人，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7 月的一天，一位痛苦的肝癌晚期
患者来到门诊，他曾辗转全国求医，被
多家医院判了“死刑”，没有医生敢为他
做手术。看到患者那一双充满求生渴
望的眼睛，张斌久久难以释怀。

他苦于自己还不够强大，没有能力
救治危重病人，庆幸的是，他所在的蔡
秀军教授团队给了患者重生的希望。
经过全力救治，一场高难度手术有惊无
险地完成，极大减轻了患者痛苦，提高
了生存期及生活质量，患者家属喜极而
泣，连连道谢。

“救死扶伤，不再是一个停留在纸
面上的词语，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
眼前。”张斌说，他更加明白了医者的职
责与使命。

第一个医师节，他和往常一样在病
房中度过。“从医学生到医生的身份转
变提醒着我，离开了象牙塔，就不能再
抱着有人帮自己兜底的侥幸心理。”张
斌说，角色的转变，让他对医患关系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肩上的职责变重了，
开每一个医嘱都要深思熟虑，做每一个
手术都要慎之又慎。

浙大邵逸夫医院普外科医生张斌：

“做第一台手术
比想象中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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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什么症状？之前到哪家医
院看过病，情况怎么样⋯⋯”8月17日，
热辣的阳光把空气晒得滚烫，走进丽水
市中心医院放疗科的病房，清秀高挑的
王子婕正跟着带教老师站在病床前，细
心询问着病人的情况，低头一一记录下
病人说的每句话。

看到王子婕的入职登记表时，记者
就感觉她一定是个可爱的女孩。因为
在个人特长里的方言一栏，王子婕勾起
了“其他”，在后面的补充栏里写上了

“东北话”，娟秀的字迹里透着一股子
认真。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想来江浙
一带发展，父母也希望我能出省看看
外面的世界。”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
的王子婕，在过去 26 年的求学路上始
终没离开过北方，但在哈尔滨医科大
学硕士毕业后，她毅然奔赴 2600 多公
里 来 到 丽 水 ，定 下 了 未 来 的 人 生 轨
迹。对王子婕来说，医生一直是一个
神圣的工作，“可能是因为父母都在医
院工作，所以我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
业很崇拜，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说到做医生的初衷，王子婕脱口
而出，眼里似乎闪着星星。

早交班、同带教老师一起看病人的
肿瘤影像、讨论靶区、查房下医嘱，从早
上 8 时开始，王子婕马不停蹄地忙碌到
11 时 30 分，时不时提笔在笔记本上记
录下工作的内容，方便在下班以后及时
消化。“刚入职放疗科，还有很多知识需
要学习。”王子婕一边整理刚刚记录的
病人情况一边说，做医生是一个格外富
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她一直乐在其中，

“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要学习消化，但我
觉得我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延续
一个病人的生命，所以一点都不会觉得
枯燥，反而很有动力。”

从本科的临床医学到硕士确定肿瘤
学方向，王子婕的初心从未改变。而实
习中遇到的一场“意外”，更增添了她治
病救人的动力。

“老师，这个病人状态看起来很差，
能不能先帮他看一下！”彼时的王子婕
还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轮
岗实习，在和带教老师出门诊时，一名
坐在轮椅上，面色发白、嘴唇发紫的癌

症患者，让王子婕觉察到了异常。“我的
老师当时怀疑是肿瘤引发的心包积液，
当场判断需要带他到急诊去做穿刺。”
得到了老师的回复后，王子婕立马示意
手足无措的家属推着病人前往急诊，而
她则冲到窗口抓紧时间帮助办理各项
手续进行抢救，直到病人顺利排出心包
积液、面色有所缓和后，她才松了一
口气。

王子婕打开手机，找到了那名病人
给她送来的感谢信，“医生王子婕忙上
忙下亲力亲为，用无私的爱心和高尚的
医德为病人解除了痛苦，诠释了当代医
生的医道本色⋯⋯”看着屏幕里那封红
红的感谢信，王子婕白净的脸上浮现出
欣慰的微笑。“当时要是耽搁了，这个病
人可能就不在了。”放下手机，王子婕双
手轻轻摩挲着面前的水杯，仿佛又看到
了 当 时 紧 急 救 人 的 场 景 ，显 得 有 些
紧张。

一谈到病人，原本还有些放不开
的王子婕打开了话匣子：“他真的很幸
运，不只是我遇到的那次，后面我实习
的医院正好在做一项临床研究，可以
免费给他提供靶向药帮助治疗，既能
帮他节省一大笔费用，又能有效抑制
他的病情发展。”直到现在，王子婕还
会时不时在微信上关心这名病人的
情况。

记者与王子婕碰面的时候，恰好
是她入职的第十天。初次来到一座陌
生的城市，王子婕难免有些担心：“最
开始主要是怕大家说方言我会听不
懂，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大家和病人对
话都说普通话，偶尔听不懂病人的回
答大家也会帮忙，心里这块石头就放
下了。”同期进来的医生护士都是同龄
人，轻松的工作氛围也让王子婕更快
地适应起来。

到了下班时间，王子婕迟迟没有起
身，端正地坐在办公桌前梳理着病人病
历和治疗情况。选择放疗科是王子婕
深思熟虑后所做的决定，在这里很少见
到急诊科里的惊心动魄和手术台上生
命的离去，但却会在病人身上感受到生
命活力的缓慢消散。“我选择这里，是希
望尽我所能延长肿瘤病人的生命，缓解
他们的痛苦，相信所有的医生都有这个

初心吧。”
“最近的目标就是把手头的

论文尽快写完、顺利发表，两年之
后可以评上主治医师。”提及职业
规划的时候，王子婕顿了一下，
皱起眉头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才
说道：“我其实没有想过很远以
后的事情，只希望踏踏实实做好
眼前的事。”

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王子
婕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精神放
空的时候她会自己涂涂画画。她
向记者展示了一幅画作，纯白的画布
上，肺部一分为二，左边爬满了黑暗的
香烟和骷髅，右边则
是生命力旺盛的鲜花
正在绽开，画面之上，
医护正用双手把病
人 从 死 神 手 里 夺
回。这是王子婕笔
下的图景，充满了
张力和想象力，也
融合着她对医生这
个职业的理解。

这 个 朝 气 蓬
勃的女孩对在这
座城市的生活也
有 了 自 己 的 想
法。“大家都说丽
水的风景养人，
我 准 备 等 父 母
退 休 了 把 他 们
也接过来，给他
们换一个更舒
适 的 养 老 环
境。”落日的余
晖照在这个一
米 七 出 头 的
女孩身上，把
她 的 影 子 拉
得 更 长 了
些。这名北
方姑娘正在
浙西南这座
小 城 一 点
点 书 写 着
属于自己的
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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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医生就跟打篮球一样，一
上场就得时刻在线！”

1994 年出生的江秉泽，是舟山医
院神经内科医生。

当记者见到江秉泽时，他身着白大
褂，正专注地翻开记事簿，一条条核对
当日工作事项的完成情况，严肃而认
真；而换上篮球服后，身材高大的他又
在球场上肆意驰骋，跟校园里的年轻人
别无二样。

江秉泽是土生土长的舟山普陀人。
他的老家在虾峙岛，是一座原生态海岛，
位于舟山群岛的南部，因形似浮于海上的
大虾而得名。

潮起潮落，江秉泽从小便迎着海风
赶海，枕着涛声入眠，直到高中才搬
离。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以前海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相对较
弱。“印象中，岛上的卫生院只能满足岛
域内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江秉泽
回忆说：“为了看病，我们会乘船到主城
区，一坐就得一个多小时。到了还得找
亲戚投靠或者住宾馆过夜，需要耗费相
当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江秉泽
告诉记者，他从小就目睹过、亲历过海
岛居民看病难，加之受从事医护工作的
亲戚影响，心中便有了学医的想法：如
果自己成为一名医生，也许有朝一日可
以为岛上的百姓提供更多的帮助。

2013 年，江秉泽高考第一志愿填
报了浙江中医药大学，最终被临床医学
专业录取。“被录取后，从医的姑姑叮嘱
我要好好学习，努力走下去，她还送了
几本医学教科书让我提前预习。”

本硕学习过程中，江秉泽发现，临
床医学是一门庞大而系统的科学，除了
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具备丰富
的临床实践能力。这背后，需要超出常
人的付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以及健康
的体魄。

江秉泽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学习
上，夜以继日地轮转于科室和图书馆之
间。仅有的业余时间，他培养了自己打
篮球的爱好。问起打篮球和当医生有
何关系，他脱口而出：“医生从白天忙到

黑夜，超负荷运转，首先要身体棒。”这
也成了他参加工作后解压和保持身体
状态的法宝。

长时间在外求学的江秉泽，始终
关注着家乡的发展。他发现舟山老龄
化程度较高，意味着脑卒中等神经系
统疾病发病率逐渐增高。“在神经内科
疾病谱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脑血管病，
这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寿命的
常见疾病，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
还具有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
深受触动的江秉泽，选择了神经内科
继续深造。

江秉泽依稀记得规培期间第一次
独自值守夜班的情形。当晚收了一位
耳石症患者，江秉泽刚开口询问病情，
没想到对方“哇”地一下吐了他一身。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明明之前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但当时就跟电脑宕机一
样。”江秉泽说，还好带教老师及时出
现，安抚了患者并给出了治疗方案。

“这虽然不是什么复杂的病，但让
我印象深刻。”江秉泽又拿打篮球做比
较说：“上了球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
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快速处理。”

2022年3月，江秉泽放弃在外工作
的机会回到舟山。问及原因，江秉泽掏
出手机给记者看他的微信签名——我
是一条来自舟山的野生小黄鱼。“我从
高中时就这么设置签名了，在舟山工作
能给我很强的归属感，可谓如鱼得水。”

除了病房，江秉泽还要应对门诊、值
班、科研等工作。他打趣说，看门诊就像
抽盲盒，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患者是着急
寻求帮助，还是心存疑问、怀有不满；而
值班完全是接热线电话，一晚上光接电
话就不下二十次，感觉自己快有了“创伤
后应激反应”。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他回
舟山工作才5个月就瘦了10多斤。

但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来我们科
室的患者经常躺着进来、走着出去，看到
他们病情有好转，这让我觉得一切的付
出都值得。”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神经内科来
说，更是如此，江秉泽觉得自己时时刻

刻在与时间赛跑，和血栓“较
劲”。而对复杂病情的处理也
像打球一样，要和队友们一起
突破一道道防线，然后在扑朔
迷离的病情中为患者寻找最
优治疗方案。

前不久，江秉泽的科室里
收了一位89岁高龄的男性患
者。这位患者右侧肢体突发
性无力，送进医院已经昏迷
了 4 个 小 时 ，情 况 十 分 危
急。在神经介入治疗过程
中，主刀医生发现老人体内
血管扭曲明显，导管无法顺
利到位。“我们经过多方研
究讨论再次确定方案，并
与家属沟通询问手术意
愿，手术完成时已经到了
凌晨。”但那一刻，脱下20
多斤的铅衣回到办公室
的江秉泽却格外清醒，

“曾经觉得自己一个人能
成事，但事实上一个人
的力量很有限，每个环
节都很关键，每个岗位
都有意义，要相信团队
的力量。”

特殊的地理环境赋
予了海岛医疗工作者特殊的使命
感。江秉泽觉得很幸运，找到了并肩作
战的战友。“这里的医护人员都很拼，也
很愿意指导新人。大家始终铆足劲头、
努力赶超，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目标，
为患者解除病痛，让海岛医疗水平提高
地更快一些。”

当然，江秉泽偶尔也会感到困惑。
遇到质疑声时，如何变得更冷静？跟患
者亲属沟通时，如何既专业又通俗？面
临“医而无效”的情况，还能够做些什
么？⋯⋯这些都是他思考的问题。

这时候的他，依然选择用一场篮球
放松自己，重新梳理。“有一项爱好挺好
的，这样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
保持激情。作为 90 后，我的从医之路
才刚刚起步！”

舟山医院神经内科医生江秉泽：

“当医生就像打篮球”
本报记者 何伊伲 通讯员 高榕骏 叶青盛

 张斌

 江秉泽

 王子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