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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老年周刊
多彩生活

治疗上万“心病”患者 30年潜心病历库“淘宝”

九旬“袁嗲”的“医道人生”
上万台心脏手术、22本内容

翔实的病案本……今年90岁的
袁明道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胸
外科创建者，中南地区第一台心
脏移植手术主刀者。退休后，他
又花了30年时间守在浩瀚的病
历库里“淘宝”，发掘百年湘雅沉
淀的医学经验……

在湖湘医界，不少人敬佩袁
明道毕生从医的坚持、淡泊名利
的为人，尊称他为“袁嗲”（“嗲”，
长沙方言“爷爷”的意思）。

终身行医
上万台手术挽救患者生命

袁明道的父亲是一位泌
尿外科医生。“小时候，父亲
经常带些‘石头’回家给我们
看，说是从病人身体里取出
的结石。”从那时起，袁明道
觉得医生很神奇，可以帮人
减轻痛苦，是一份高尚的职
业，从医的念头就像一颗种
子种在了他心间。

从1949年考入湘雅医
学院到今天，袁明道是心胸
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建设者。在他的带领下，湘
雅医院心胸外科于1994年
成功实施了中南地区首台心
脏移植手术。

“医生就是要全心全意
治病救人、救死扶伤。”70年
来，袁明道的奉献信念从未
动摇过。连续数日不眠不
休、手术台上动辄十几个小
时的手术、深夜钻研科研对
他都是家常便饭。他行医数
十年，成功实施上万台心脏
手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为了掌握心脏移植手术
的技术，袁明道带领团队进
行了两年动物实验，经常周
末还沉迷于研究，不攻下难
关，决不罢休。

曾和袁明道搭台做手术
的医生陈胜喜说，在20世纪

80年代，心脏病手术起步不
久，先心病手术属于高难度
手术。1987年5月，袁明道
收治了一个5岁先心病女童
吴敏（化名），孩子长时间发
烧，只要一活动就呼吸急促，
为了帮助患儿，袁明道带领
团队给患儿实施了手术，手
术很成功。

出院时，孩子的父亲拉
着袁明道的手说：“你们就是
我孩子的救命恩人，我们一
辈子感谢你们。”

袁明道曾当了7年住院
医生，最忙的时候两天两夜
没合过眼，对于自己做过手
术的危重病人，他都会精心
守护，生怕病人出状况。

“心胸外科的病人病情
一般都很重，需要医生格外
小心。有时候正在吃饭，一
听到病人出问题了，我放下
筷子就跑过去了，紧张得不
得了。”袁明道说，“只愿后辈
们不断创新医疗技术，为更
多重症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潜心病历库“淘宝”
发掘大量珍贵经验

一个陈旧的放大镜，一
个小小的保温杯，22本浓缩
着上万个病历的记录本……
头发花白的袁明道翻开一本
病历，他用放大镜逐字逐句
仔细地阅读，沉思片刻，然后

将病人姓名、诊断结果、手术
方法、主刀医生等关键信息
用不同颜色的笔记下来，遇
到典型病例，他会复制一份，
耐心地贴在记录本上。

由于年事已高，他写字
的姿势与常人不同，他的头
微微歪斜在肩膀上，书写时
五指将笔牢牢攥在手心，一
笔一画都有些费力。

无论酷暑严寒，袁明道
总会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来
到医院，在病案室一待就是
一天。他手写的病历记录
本，浓缩成了几十年来湘雅
医院心胸外科的病案信息。

采访中，袁明道绝少谈
及个人成就、荣辱得失，但一
提起病历，就有说不完的
话。他指着案头一沓沓病历
说：“成功的病例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暴露出不足，失败病
例中的一些尝试在未来也许
会成功。”

这22本厚厚的病历记录
本是袁明道的“宝贝”，也是院
里医护人员争相传阅的“宝
典”。它们组成了一套“关键
词索引系统”，科室医生能根
据其中记录的时间、诊断结
果、手术方法等信息快速搜索
到详细完整的病历。

袁明道的学生、湘雅医
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罗万俊
介绍，“袁嗲”的病案本就像

心胸外科医生的“口袋工具
书”，这本工具书实时更新，
不仅对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
有参考价值，对整个科室都
有指导意义。

“像老黄牛一样工作”

袁明道的家就在医院里
面的宿舍区，家里还保持着
几十年前的模样，家具简陋，
找不出什么贵重陈设，卧室
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
墙上挂了一幅学生庆贺他
90岁寿辰的字画，“仁者寿”
三个字是学生们对他的祝
福。

回首过去，袁明道有一
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
是治病救人，从来没有出去

‘走穴’赚钱，也没有收过病人
的红包。但我做了一辈子自
己喜欢的事情，值得啦！”

在他的学生罗万俊的眼
中，“袁嗲”除了研究医学，没
有其他爱好，“他就像老黄牛
一样扑在工作上。”

“一个人的坚守是为了
更多人的欢喜，我如果能活
到100岁，就会整理病案到
100岁。”袁明道说，“希望我
整理的病历记录，能让年轻
人少走弯路，治好更多的病
人，我就很满足了。”

据新华社电

袁明道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案管理与信息统计中心整理病历。

据新华社电 今年89岁、念过
几年私塾,自称经历过“古代教育”
的向安国,有一个思考已久的新潮
想法。他想请人把自己的“土话”录
进电脑,放给一代代后人听。

向安国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泸溪县人。他会两种语
言,一种是发音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虽然不顺畅,但能听懂的人很多,另
一种是发音很标准的“土话”,却没
多少人能听懂。

泸溪县地处武陵山脉深处,连
绵不绝的大山将县域切割得十分零
碎。有的村庄被大山掩在逼仄的山
脚下,有的村庄沿着河流走出狭长
的一条,更有的村庄头与尾隔山相
望。

独特的地貌和生活环境,一方
面演变出土家族语言中一种独特分
支,其发音中的“一字一句”均独有
所指,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间相互
交流无碍；另一方面,也把这种语言
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始终走不出
重重大山。

在整个泸溪县甚至全世界,能
听懂向安国“土话”的人只有1000
人左右,他们全都聚集在向安国所
在乡镇的3个寨子里。

向安国说,要是再不把自己的
声音保留下来,以后慢慢地就没有
人会说、能懂了。

这种“土话”实际上是土家族
语言中的一种。长期关注和从事
苗语及土家语传承的吉首大学杨
再彪教授说,土家族语言中常用的
是北部方言,而在以泸溪县潭溪镇
为核心的极小区域使用的是南部
方言。

通过持续多年的调查,杨再彪
发现,目前还会说土家语的人几乎
全都是兼通普通话的“双语人”,并
呈高龄化趋势。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会
一点”的状态,这部分人只会讲少量
土家语,只能对付简单日常用语,遇
到生僻一点的词或者复杂一点的句
子,就得转用普通话来表达,“真正
的土家语‘单语人’已经很难找到。”

即便是同属土家族语言的北部
方言和南部方言,两者之间也并不
能沟通。

语言消失的趋势在全世界范围
内都不同程度存在。十年前,曾有
研究指出,世界上现有语言6900种
左右,而约2500多种语言濒临消
失。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向安国越
来越焦虑。他所处的泸溪县潭溪镇
大陂流村——曾是土家族南部方言
使用最为集中的三个村庄之一,但
全村目前1826人中只有400多人
还能说或是听懂南部方言。

“必须赶紧把我的话录下来。”
向安国说,“用南部方言发音,再用
普通话解释,让子孙们能听得懂、记
得住。”

不仅是记录,多年来,向安国和
一些在田野间奔走的“语言捕捉者”
想方设法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希望他们能学习发音和掌握语言里
的文化。

89岁土家族老人向安国：

致力于留住
“语言的活化石”

8 月 17 日，李树和（右
二）和村民们一起管理苹果
园。在他林场务工的村民一
天可领130元的工钱。

年过六旬的李树和曾是一
名“陕北油老板”，靠着打油气
井、运输石油，勤快肯干的李树
和成为当地先富起来的能人。
但整日面对黑色石油的李树和
怎么也忘不了心中那片绿。

2014 年，李树和回到老
家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陕
西省吴起县铁边城镇寨子湾
村。这里因天干地薄，曾经
400余人的村子只剩下几十

人。李树和先后承包了村里
2.5万亩的荒坡，开起了家庭
林场，成为一名专职种树人。

为了提高树苗成活率，
李树和专门修建雨水蓄水池
和地下灌溉设备。每年春秋
两季，村里村外的乡亲都成
了雇工。几年来，买树苗、平
坡地、建设备、发劳务，李树
和已经投入600多万元。

4 年多来，李树和种下
的一株株小树大多长势良
好，一部分试种的桃树和苹
果树，如今已经成林挂果。

新华社发

李树和：从“陕北油老板”到“专职种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