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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家福是雲南昆明晉寧縣夕陽鄉張安村的一名彝族
漢子，當記者沿曲曲彎彎的山路驅車3小時來到

段家福大山深處的家時，已近午飯時分，恰遇段家福將
妻子普蓮珍背到廚房，放於破舊的沙發上，用一草墩抵
住後背、調整姿式坐穩，給妻子餵起先前已蒸熟的雞蛋
羹。
隨着小心而溫柔的動作，段家福口中唱起了花燈；而
已全身癱瘓的妻子，也不時用眼神與丈夫交流，其情其
景，令人感動之餘又心生酸楚。

獨擔重負 田間家裡兩頭忙
這是張安村村民26年來每天都能看到的一幕。而大家

看不到的，是段家福天濛濛亮就要忙碌起來：餵完家畜
家禽，為妻子全身按摩一遍，再一路小跑到田地勞作。
時近中午，段家福又要一路小跑回家……忙到夜晚，疲
憊不堪的段家福還要搓洗妻子換下的、沾染了糞便和穢
物的衣褲、床單。農忙時，段家福索性將妻子背到田間

地頭，安頓在隨身帶來的椅子上照看。從家中到田間、
又從田間到家裡，天天兩點一線，半生的時光耗在了一
天天的忙累中。
「最難的是妻子『例假』（月經）時的照料！」段家

福對記者說，重病中的妻子無規律的例假，常常讓他手
足無措，有時剛為妻子擦洗乾淨、料理妥當，還未及清
洗換下的衣褲和床單，又得重來一遍，「那是最難為
情、最難堪，而又羞於對人提起的難事！」

苦了孩子 醃菜冷飯算一餐
這本是一個幸福的小家庭。25歲那年，段家福迎娶24

歲的普蓮珍，先後生下兩個活潑的兒子，男耕女織的農
家生活，倒也其樂融融。
變故發生在1988年，普蓮珍突然病倒，之後病情惡化

致全身癱瘓。彼時，大兒子還不諳世事，小兒子尚不足
周歲。妻子的床前一刻也不能離人，上小學的大兒子不
能誤時，提前斷奶的小兒子更需沖白糖水、調米羹餵養，
而田地裡的農活更不能誤了節令，為貼補家用而養的家畜
家禽也不能受餓，長年奔波忙得團團轉的段家福，根本無
遐精心照看兩個兒子。兒子放學回家，看不到父親的身影
是常事，而常常不能按時做飯，也讓兩個兒子從小就學會
了照顧自己：舀一碗上頓剩下的冷飯，就點醃菜就算吃了
一餐。
令段家福難忘的，是多年前少有的一次宰鴨過節：那
年中秋，在田間割稻至天黑才回到家的段家福，面對空
空如也的廚房，宰了一隻自養鴨子燉熟，算是過了一個

節。看着兩個年幼的兒子狼吞虎嚥地吃得很香，段家福
忍不住流下了心酸的眼淚。

妻欲自盡 耐心鼓勵活下去
雖然全身癱瘓，但意識仍然清醒的妻子不忍拖累這個

家，多次含混不清地向段家福討要農藥自盡。「你嫁我
時，身體是好好的，你要好好活下去。」能夠領會妻子
含混話語的段家福，每次都強忍淚水，想盡辦法說服妻
子，「孩子有媽，家才完整！」
日子雖然艱辛，卻有「花燈」相伴。花燈是雲南民間
廣為流傳的歌舞小戲，其歌詞可即興自編，信手拈來。
段家福年輕時就是唱燈高手，30多年前因唱花燈認識了
普蓮珍，又唱着花燈將普蓮珍迎娶回家。

夫妻對唱 以歌溝通與交流
直至今日，他在田間地頭幹活累了，隨口唱上一曲；

心情煩躁時，用花燈排解心中的鬱結；給妻子餵飯時，
也唱着花燈；農閒時，還會把妻子安頓在屋前曬太陽，
邊拉二胡邊為妻子唱上一曲，而妻子也不時會「依依呀
呀」回應兩句，夫妻倆用歌聲溝通與交流，溫馨的場面
常常讓路過的村民感慨不已。「現在，她是我唯一的觀
眾。」說起這話，段家福眼中難閃過了一絲不易察覺的
失落。
「彝山開出一朵山茶花，我倆恩恩愛愛做一家。小妹
不嫌小哥窮，永遠同唱幸福歌！」記者離開時，段家福
的歌聲遠遠飄了過來。

在段家福簡陋的家中，牆上懸掛的一幅
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全國道德模範及提名獎
獲得者的合影尤其引人注目。談及2013年
9月26日，習近平等接見包括段家福在內的
全國道德模範及提名獎獲得者時的情景，
段家福眉飛色舞。
「那是在北京京西賓館。習總書記與我

們合影前，還問候了甘祖昌將軍夫人龔全
珍老阿姨！」這樣的經歷讓段家福很難
忘，且津津樂道。

令段家福津津樂道的，還有不少鄉鄰幫
助他的事。那年春節前夕，段家福位於滑
坡體上的房屋遭遇泥石流垮塌，一家人只
得暫時棲身於村裡的老廟，幸得村裡一位
鄉親送來110元錢，讓他們度過了年關。
段家福多次提及的，還有鄉親們幫他重

建房屋的事。當段家福靠政府資助和貸款
重建房屋時，村裡的鄉親聞訊前來，幫忙
將倒塌的老屋一一拆除，其材料用於建新
房，施工隊也不肯收施工費。

在與記者的交談中，每每談及鄉鄰對自
己的幫助，段家福一件一件歷數，娓娓道
來、如數家珍。而他感恩的方式，就是將
這些人、這些事一一用花燈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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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歲月是把刀。26

年照護全身癱瘓妻子的

段家福，從壯實的農家

青年熬成了憔悴的小老

頭，瘦削的臉龐刻滿滄

桑與艱辛。多年來伴隨

着他走過艱辛日子的只

有花燈小調：一個人

時，他唱燈解乏排憂、

抒發心中鬱結；而與妻

子在一起時，他則以唱

燈告訴妻子家裡的農

事、兩個兒子在外打工

的情況。他以花燈小調

訴情，還唱出對未來生

活的憧憬與嚮往。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丁樹勇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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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賓川縣境內的雞足山是享譽南亞、東南亞
的佛教聖地。雞足山下賓川縣佛都路，賓川縣中醫
院宿舍旁的一處近40多平方的房間是「李伯藩中醫
義診工作室」。這小小的診室因其主人妙手仁心，
成為四方患者擺脫病痛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朝8晚8會診 深夜電話看症
中午的義診室才剛上班，房間裡已坐滿了病人。

李伯藩兩鬢斑白，身材清瘦，輕聲細語詢問病人情
況，並用放大鏡細細查看病人帶來的病歷資料，細
心開出處方，病人帶着處方便可到藥店買藥。從早
上8點到晚上8點半，李伯藩都在診室度過。在這間
診室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重病者、老幼病人或遠
道而來的病人優先。為了多看幾個病人，多年來李
伯藩把手錶指針調早了20分鐘。
為了方便各地的患者尋醫問藥，李伯藩結束一天

的義診後，又開始了深夜的「電話義診」，遠在美
國、新加坡、緬甸等地的病人打電話來詢問藥方，
他都耐心地一一作答，醫好了無數異國他鄉的重症
患者。

義診傳三代 祖父臨終仍不休
1940年，李伯藩出生在賓川一個中醫世家。祖
父、祖母和父親都是醫生，家族從醫100餘年。從
小看到病人進門看病時一臉的苦慘，出門時面帶喜
色，讓李伯藩早早就下定決心要和父親學習中醫，
治病救人。
「家裡三代從醫，一年365天，每天都有人來看
病，隨到隨瞧，有時候吃着飯把碗放着就給病人看

病。全家團圓喜慶的春節，也常有病人前來就醫。
病人來看病有錢就付點藥錢，沒錢就不用付。為了
讓更多貧窮的人得到救治，祖父把每年大年三十至
正月十五這段時間定為義診時間，前來看病的人分
文不收。義診的習慣在我們家已延續三代。我父親
晚年已不能起床，躺在床上給人看病。離世當天他
都還在給病人看病，事後我們查閱藥方，他藥方寫
得絲絲入扣，非常準確。父親一生醫者仁心，受人
愛戴。他離世後，有上萬名民眾自發前來相送。祖
輩、父輩的行醫作風給我留下很深的影響，行醫是
要這樣行！」
因此在旁人看來8年義診救人，分文不取的驚異

之舉，在李老看來，無非是在延續家風習慣而已。

8年不收分文「損失」逾千萬
雖年逾七十，李伯藩仍記得父親生前的諄諄教

誨：「當醫生要以治病救人為重，對病人要好，要
站在病人的角度為他考慮，不能為了錢。」有人曾
算過這樣一筆賬，退休8年，李伯藩如果收每位患
者5元的掛號費和診斷費，能有200多萬的收入。
如果開一間能抓藥的診所，收入更能達到1,000多
萬元。李伯藩義診8年不收分文，共救治病患40多
萬人次。「我的工資足夠生活，孩子們生活小康就
行。患者得到康復，過上好的生活就是我最大的追
求和幸福！」
在李伯藩家中和診室裡看不到任何的錦旗和獎

狀，他將所有的榮譽證書封存，常常教導同為中醫
的兒子：「要心無雜念，淡泊名利，扎扎實實學習
家傳的中醫技術。」

從18歲開始隨父親學習中醫，至今
56年，李伯藩把畢生的心血都傾注在
運用中醫技術救治病人和中醫文化的
研究和傳承上。

1963年，20出頭的李伯藩被安排
到賓川最偏僻的拉烏彝族鄉，成為那
裡的第一位醫生，並和當地的鄉親們
一起建立起拉烏鄉衛生所。把自己寶
貴的10年青春時光奉獻給大山深處的
少數民族群眾，改變了當地沒有醫
生、沒有診所的歷史。
上世紀80年代初，李伯藩出任賓川

縣中醫院院長，白手起家創辦賓川縣
中醫院。從醫院創立到其退休的24

年，該院從最初的幾間舊瓦房發展成
擁有2,000多平方米門診樓和住院部
的雲南省知名的中醫醫院。

心願家族臨床經驗成書
在日常工作中，李伯藩通過潛心研

讀中醫經典名著，系統總結了祖輩幾
代人的臨床經驗，摸索出一套治療各
類癌症和疑難雜症的方法。並毫無保
留地把這些經驗悉數傳授給同事和徒
弟，讓中醫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
展。
如今，義診之餘，李伯藩還擠出時

間伏案整理病例病案，梳理成冊。

「我有一個願望，希望把自家幾代人
積累的臨床經驗寫成書留給後人，以
便更好地救治更多的病人。」

獲道德模範獎 感恩鄉鄰幫手

義診八載義診八載 尊尊「「活菩活菩薩薩」」退休名醫退休名醫
年逾古稀的雲南賓川縣著名老中醫李伯藩從醫50多年來，累計診療病人200餘萬人

次。退休8年來，他每天堅持工作10餘個小時，不收分文為病人義診，為來自世界各

地患有癌症、慢性腎功能病、膽石症、泌尿系統疾病等諸多疑難雜症的病人解除病

痛，重獲新生，被病人尊稱為雞足山下的「活菩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 雲南賓川報道

青春奉獻大山 妙方悉數傳授

■■農忙時農忙時，，段家福把妻子背到田邊段家福把妻子背到田邊，，
安頓於椅子上安頓於椅子上。。

■■邊給妻子餵雞蛋羹邊給妻子餵雞蛋羹，，段家福邊唱起段家福邊唱起
了花燈了花燈。。

■■為貼補家用為貼補家用，，
段家福養了不少段家福養了不少
家禽家畜家禽家畜。。

■■段家福夫妻倆坐在暖陽下段家福夫妻倆坐在暖陽下，，
用花燈和眼神交流用花燈和眼神交流，，其溫馨的其溫馨的
場面令人唏噓場面令人唏噓。。

■■回憶習近平等回憶習近平等
接見的場景接見的場景，，段段
家福難掩激動家福難掩激動。。

■■李伯藩在為病人診斷病情李伯藩在為病人診斷病情。。 賓川縣委宣傳部供圖賓川縣委宣傳部供圖

■青年李伯藩在為病人診斷病情。
賓川縣委宣傳部供圖

■■段家福簡陋的小屋段家福簡陋的小屋
（（圖右紅磚房圖右紅磚房））與同村與同村
的小洋房形成了對比的小洋房形成了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