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的古城西安連續高溫，酷暑難耐，
但吳合在陝西省友誼醫院隔壁的家

裡，每天早上七時五十分，只要自己身體
無恙，她總會準時坐到客廳中央的就診台
前，靜靜地等待第一位患者的到來。也只
有在這一刻，吳合才會再次體會到那種熟
悉的踏實和滿足感。

身體允許 決不停下
從1945年進入上海醫學院學醫開始，無

論是擔任新四軍浙東
游擊隊後方醫院院
長，還是轉業至陝西
省友誼醫院任內科主
任，或是在家義
務坐診，吳合已
經記不清治癒了
多少病患。當年

離休後，每天依然會有很多患者來找她，
看着病患痛苦的表情和期盼的眼神，吳合
覺得自己的心都在痛，那一刻她強烈地意
識到自己還應該做點什麼，於是便重返崗
位進行義診。
每天來找吳合看病的人非常多，來自全

國各地，還有港澳台、美國慕名而來的患
者。雖然家人和醫院為了吳合身體着想，
限制了每天就診的人數，但目前的預約已
經排至年底。在吳合看來，人活着就要做
事情，而作為一名醫生，寧願倒在崗位上
也不能脫離病人，這是責任更是一種追
求。只要身體允許，她就不會停下來。

貼錢贈藥 幾番叮囑
對於陝西韓城的陳女士來說，找吳合醫
生看病讓她深刻地體會到了「醫者仁心」
的含義。今年35歲的陳女士，患有過敏性
紫癲病，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的舉步維艱，
讓這個農村女子常常處在崩潰的邊緣。一
次偶然的機會，陳女士聽說吳合醫生醫術
高超，於是帶着借來的錢找到了她。沒想
到剛一見面，吳合便看出了她的病因，並
用近乎嚴厲的語氣問她：「你不要命了，
為何自己一個人來看病。」
在了解了陳女士的家庭現狀後，吳合醫

生沉默了，隨後她默默地讓女兒去買了
500元的藥品交給陳女士。臨走的時候，
又塞給陳女士1,000元錢，並叮囑有任何
問題，一定要再來找她。當陳女士離開之
後，不放心的吳合又撥通了陳女士婆婆的
電話，並給陳女士丈夫發了短信，詳細告
訴他們該如何照顧陳女士。一段時間之
後，當吳合得知陳女士的病情好轉，才放
下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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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歲對於很多人來講，可能都已經在兒女的悉心照料之下頤養

天年了，但92歲的陝西西安醫生吳合，卻依然奮戰在治病救人的

第一線。更難能可貴的是，自70年代末從醫院離休至今，無論寒

冬酷暑、颳風下雨，她一直都堅持坐診，近年來更是在家免費義

診。她獨創的治療方式和方法，37年來為5萬多名病患解除痛

苦。在吳合看來，作為一名醫生，只要活着就絕對不能脫離病

人，崗位就是自己一生的歸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除了堅持坐診之外，從1993年開始，20
多年來，吳合還先後資助79名貧困學生，
幫他們圓了上學的夢想。對於一位只靠離
休工資生活的老人來講，常年資助貧困學
生並不容易。但吳合的女兒告訴記者，媽
媽常說，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幸福了，有衣
穿有飯吃，而那些孩子卻很可憐，如果這
些資助能改變他們的人生，那是多有意義
的一件事情。
在吳合看來，讓那些好學卻因貧困無學
可上的學生重回課堂，就和自己治病救人
一樣有意義，每次看到她資助的貧困學生
考上大學，她就無比的開心。

幫學生省錢 寄信附郵票
在吳合家裡的書架上，有兩層擺滿了為
希望工程、盲童金鑰匙行動、春蕾工程捐
款的證書，以及被資助學生的來信。在這
些信中，有的孩子稱呼吳合為「先生」，
有的則稱其為「爺爺」。據陝西友誼醫院
的劉丹所講，每次資助，除了錢款，吳合
都不會留下太多的信息，因而很多資助者
都不知道她是男是女，在哪裡工作，只知
道她是一個好心的人。
在這些被資助者中，一位名叫李娜的陝
北女孩，因為吳合的資助，從一名失學兒
童而成為一名醫學院的大學生。她在給吳
合的信中這樣寫到：「謝謝您這些年來對
我的關懷和幫助，讓我完成了學業，和其

他孩子一樣成長着。我心存感激，您讓我
懂得，物質的貧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精
神的貧窮。我正在努力學習，將來像您一
樣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求學的人，讓他
們也能和我一樣，走進大學，去創造自己
的未來。」
每次看到這封信，吳合都很開心，因為

經過她的努力又為社會增添了一名有價值
的人。而每次給李娜寫信，吳合總會將回
信用的信封和郵票一併寄過去，她覺得這
樣李娜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錢，可以多買些
學習用品。

1980年，已經離休的吳合在西北地區
創辦了第一家免疫變態（過敏）反應科。
在長期的臨床醫學工作中，吳合積累了豐
富的經驗，通過對大量病例的總結分析，
形成了一套系統、有效的診療方法，尤其
是在恢復免疫功能、治療復發感染及過敏
疾病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經她治癒的
患者遍及海內外。
多年來，吳合一直堅持研究用中西醫

結合的辦法治癒過敏性哮喘、過敏性紫癜
等疑難病症，反對使用激素，因而被許多
醫院廣泛應用。她撰寫論文百餘篇，出了
多本醫學專著。其中，「中西醫結合診治
免疫變態反應疾病」獲中國特效醫藥優秀

論文一等獎，「血管性水腫的免疫治療」
獲全國第一屆「華佗杯」論文一等獎，
「老年支氣管哮喘的免疫治療」在《美國
中華現代醫學雜誌》2001年第8期刊出
等。她親自參與製作和改良的「中藥脫敏
糖漿」、「中藥粉劑劑型改良」、「點刺
法查致敏原及口服脫敏液」等曾獲多個獎
項。

醫病先「醫腦」
在外人看來，吳合醫生看病有着有點

執拗的規則：不能戒煙戒酒的不看，看病
前必須要先讀醫書。吳合認為，抽煙喝酒
會降低人的免疫力，是萬病之源，不戒看

也沒用。而
讓患者讀醫書，則是
因為看病是一項複雜
的事，如果患者在治療前明白一點病因病
理，那麼後面治療起來將事半功倍。
於是在吳合的診室裡，便有着其他診

室不曾有的獨特景象，除了正在就診的，
其他的人都捧着一本醫書看得津津有味，
這也正是吳合所希望的：看病更需先看思
想。

吳合雖然在醫學上取得很高的造詣，但
其為人卻十分低調，大家看到的只是她每
天為患者奔忙的身影。嚴謹的工作態度，
為人講究原則，以及極強的責任心，使得
吳合一輩子從醫沒有一件醫療糾紛和投
訴，在她的履歷裡有的只是一堆一堆的表
揚信。
據了解，當年在醫院上班時，吳合的堅

持原則也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醫學院
的學生前來吳合的科室實習，一天下午，
這位實習生突然沒來，吳合當即找到其主
管醫生詢問情況。第二天，吳合又親自找
到那位實習生問其為何沒來上班，這位實
習生半天沒有吭聲。吳合便對他說，你沒
有正當理由就算曠工。
等到實習結束，吳合便沒有在這位實習

生的實習鑒定上簽字，當時很多人都來講
情，但吳合依然不為所動。她對科室的同
事說，這位實習生從他曠工不跟主管大夫
請假一事來看，就說明沒有責任心，對於
一個沒有責任心的醫生來講，一旦遇到危
重病人，那就危險了。這樣的人，根本就
不適合做醫生，這也是為患者負責。據
說，這件事情當時對整個科室觸動很大，
從此之後，大家工作都十分仔細負責。

沒有上下班概念
據吳合當年的同事表示，吳合一輩子不

會做飯，因為她根本就沒有上下班的概
念。無論什麼時候，只要病人一到，時任
科主任的吳合總會馬上第一個衝出去。因
而，吳合總會因誤了飯點而去食堂吃點饅
頭鹹菜。有一次，年輕醫生對大家開玩笑
說，跟着吳主任真是太累了。話沒說完，
便被一位年長的醫生打斷。「你這算什
麼，我們跟着吳主任下鄉，她一個月都不
會脫衣服，這樣隨時來病人，就是睡着了
也會幾秒鐘便可起來進入工作狀態，我們
也只能和她一樣，一個月幾乎連軸轉，那
才叫累呢。」

離休後放不下病患 視崗位為一生歸宿

為醫講原則
看重責任心

資助貧困生 愛心有傳人 不久之前，因為眾
所周知的原因，「醫
患矛盾」一度成為內
地各大搜索引擎最受

關注的詞彙。在經歷一次次讓人憤
怒、悲痛的「醫療事故」之後，原本
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一時間被很多
人貼上貪婪斂財、誤人性命的庸醫標
籤。但在採訪吳合的幾天裡，記者卻
真切地感受到一種讓人感動的和諧醫
患關係。這種氛圍的形成，除了吳合
高超的醫術、高尚的人品，更多的可

能要歸功於她對病患那種沒有絲毫功
利色彩的關懷和愛護。

曾經有一位外地的患者，在經歷四
處求醫無果之後來找吳合，三個月
後，當她的病痊癒，她哭着寫下一句
話：當我面對吳醫生時，突然就沒有
了那種之前看病時的緊張和侷促，因
為恍惚之間，我分明感受到一種母親
般的愛；另一位北京的患者，病癒回
京後，隔三差五便會寄來一束鮮花。
吳合幾次叮囑她別再送了，但她卻
說，這不是花，這是大家對您的愛。

醫生本應就是「醫者仁心、大功無
私」，但隨着一件件黑暗醫療事件被
曝出，社會對醫生的不信任似乎達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於是吳合醫生的
行醫之道，便讓很多人如沐春風。原
本正常的醫者行為，卻讓大家備受感
動，這或許確實需要反思。但是隨着
國家醫改的逐步推進，破除「以藥養
醫」頑疾已經大勢所趨，在新的醫療
制度引領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
們需要的「吳合」，一定會湧現更
多。

我們需要更多的「吳合」
/(/(�1�1

臨床經驗豐富 學術成果豐碩
■吳合資助的貧困學生給她寫的信。

記者李陽波攝

■吳合在醫院為患者看病。
本報陝西傳真

■吳合從上海醫學院畢業。
本報陝西傳真

■吳合在查
看 患 者 病
情。 記者
李陽波攝

■在醫院坐診時的吳
合。 本報陝西傳真

■■吳合的部分著吳合的部分著
作作。。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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