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样的医生
才算是好医生？这
个回答简单有力：
给别人看好病就是
好医生。
在中国福利会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
院 ，有一位 103岁
的“老神仙”医生，
每周都会来到诊室
准时和患者见面。
他就是上海市名中
医、著名妇产科专
家李国维。寒来暑
往，从年轻小伙到
期颐之年，李国维
已在临床一线工作
近 80年。其精湛
的医术、亲切平和
的大医风范深得患
者的敬重与信赖。
不 久 前 ，李 老

入围由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和国
家 卫 健 委 开 展 的
“中国好医生”11
月 月 度 人 物 候 选
人。近日，记者走
进国妇婴，近距离
感受他行医和为人
的魅力。

心理咨询师岂能“速成上岗”？ 纪玉今日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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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名中医坚持坐诊手写方子
李国维坦言自己是一个普通人，长寿秘诀是“戆一点”

■ 李国维在为患者诊脉

■ 上世纪七十年代，李国维在接受患者咨询 受访对象 供图

随着家庭、职场、社交心理咨

询需求增加，心理咨询师职业日趋

受到大众欢迎。据媒体报道，心理

咨询师培训行业也随之“火”了起

来，不少培训机构从中看到商机。

然而，虽然是非准入类职业，心理

咨询师培训合格证却被一些机构

包装成“从业资格证”。还有机构

声称，只要刷满课时，拿证上岗当

心理咨询师只需几个月。

如今，越来越多人不仅关注身

体健康，也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这使得心理咨询师成为许多

人寻求帮助的对象，希望从他们那

里得到专业的服务和建议。另一

方面，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也让不

少人产生“入行”的愿望，但“速成

上岗”显然不应该是心理咨询师的

正常培养途径。

“速成”的心理咨询师，专业素

养和能力难免可疑，恐怕难以给接

受咨询者提供帮助，还可能起到反

效果。比如在未成年人心理咨询

中，一些儿童心理咨询师只有一个

证书，给不出科学合理的导向性建

议；一些不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会

简单粗暴地给孩子贴标签，容易引

发儿童自我认知的负面刻板印象。

心理咨询服务的质量良莠不

齐、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一个重要

原因是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服

务规范。心理咨询目前是非准入

类职业，这使得进入这个行业的

门槛较低，甚至一些从业人员会

出现违法违规操作。比如根据精

神卫生法，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

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

断、治疗，但一些心理咨询师却

“越界”给接受咨询者作“诊断”，

提供“心理治疗”。

心理健康关乎公众个人和家

庭成员的工作、生活和幸福，不能

任人忽悠。要在资格准入、职业培

训、从业伦理等方面建立起行业标

准和规范，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监

管、及时整治。让更多有真才实学

的人才进入心理咨询行业，把滥竽

充数的机构和从业人员排除出去。

坚持每周两次门诊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

金丝边眼镜，身着灰色西装，拄着一

根拐杖，还没到约定的采访时间，李

老就早早到场准备好了——他不愿

意让别人等，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

烦。从医那么多年，李国维在工作

中也是与人为善、平易近人。他始

终以“给别人看好病就是好医生”的

朴实理念作为行医准则，其淡泊名

利、朴实谦逊的品行为大家所称道。

虽逾百岁，他仍耳清目明，精神

矍铄，坚持每周2个半天出诊。每

周一上午在上海市名老中医门诊部

出诊，每周五下午在国妇婴中医科

出诊。他还坚持手写病历，“每位患

者情况不同，中药如何配伍，还需要

不断斟酌。”

李女士今年48岁，三年前因子

宫内膜复杂性增长找到李国维，她

已许久不来月经了，更糟的是，这种

病理性改变如果不积极治疗，可能

会发生癌变。“看了很久，都没什么

起色。”李女士忧心忡忡。跟着李国

维中药调理三年，李女士的身体出

现了喜人变化，渐渐来月经了，病情

也开始转好。就在不久前，她欣喜

地到李国维的门诊报喜：“月经正常

了，检查指标一切正常！”

还有一位曾三次宫外孕的患

者，在李国维的帮助下，终于有了自

己的孩子。这样的案例很多。每次

来门诊，她们总是说：“我们只要看

看李医生，毛病就好了一半。他的

行医理念、他的养生之道，让我们很

受用。”

半路出家改行中医
当问起李老，您不在家里颐养

天年，为何还要坚持出诊？他回答：

“我的医术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要病

人需要我，我就愿意为他们奉献一

份光和热！”

其实，谈及自己与医学的结缘，

李国维笑着说是个“被动”的人，受

家庭和父亲影响很大。李国维

1920年出生，年少时跟随父母移居

香港。幼时原本有兄弟姐妹6人，

但当时医疗条件差，两个弟妹先后

因病夭折。这件事让他的父亲意识

到医学的重要性，便建议孩子们学

医。李国维听从建议考取了上海的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学习西医。大学

毕业后，他先后在华山医院、仁济医

院、新华医院妇产科工作。后来响

应国家号召，成为上海中医学院（现

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一批“西学中”

研究班的学生。

为增补自己的中医知识，李国

维又拜中医名师陈大年为师继续学

习了一年。作为陈大年的弟子，李

国维继承了陈氏女科“元气为本”

“调治血分”“杂病调肝”的学术思

想，同时衷中参西、知常达变，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不管学什

么，哪里有病人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给他们看，无论学西医还是学中医，

都是一样的。”李国维说，学习中医

开拓了他的治病思路。“中医强调人

的整体性，需要调理患者的精、气、

神，扶正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不只

是治疗表现出来的某一个症状。”

1963年，李国维来到国妇婴工

作，他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应用到

不孕症、妇科常见病的诊疗中。为

了加快患者的术后康复时间，他积

极开展阴道手术以减轻患者的手术

创伤。在妇产科临床工作中，他摸

索出一套有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宫

外孕的方法，并在上海进行推广，既

发展了祖国医学，又为患者提供了

多样化的治疗手段。多年来，他看

病时既会参考西医检查资料，又不

拘泥于西医结论，以人为本，用中医

理论改善脏腑功能。

李老讲话慢条斯理，也很善

于和患者沟通，在出门诊时舍得

为患者花时间，“我们中医看病，不

能只看表面，也要问问患者的健康

状态，比如吃得如何、睡得如何、排

便如何、心情如何等。吃喝拉撒看

似与疾病无关，其实也能从里面发

现很多问题”。由于治病水平高，不

少患者追随了他几十年，甚至在女

儿、儿媳需要进行中医治疗时也会

第一时间想到李老。

诊疗思维与时俱进
中医需要传承。2021年，在国妇

婴的支持下，李国维传承工作室建

立，李老倾力培养一批批中西医结合

新人才。国妇婴中医科主任金富锐

一直跟随李国维出诊。金主任告诉

记者，其实最初她决定跟随李老抄

方，只是一个自发行为。起初李老是

婉拒的。“他谦虚地说自己做出的成

绩很少，又怕耽误我的时间，但在我

的坚持下，李老最终还是同意了。”

也是在跟诊过程中，金富锐更

坚定了自己要在中医这条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的决心。“这些年，我目

睹了很多西医治不了的病在李老

手中有了起色，有些疾病甚至得到

了逆转。这让我越来越有信心，坚

信中医也能治疑难杂症，中医这座

宝库值得我们花更多精力去探

索。”她告诉李国维，只要他还出

诊，自己就会一直跟下去。

“在李老身上，我觉得有股特别

的力量，那就是让人变得平静。”她

告诉记者，有时忙碌了一周，特别

焦虑，但是一旦坐在李老身边，跟

他聊上几句话，内心就立刻平静下

来，这也是许多患者的共同感受。

“我经常问李老，您经历了那么多

事，是怎么做到风平浪静的？”对于

这个问题，李老总是告诉她，不论好

的坏的，总会过去的，不要太往心里

去就好了。

正是这样一位大气、谦和、温润

的老专家，总能在工作中传递出强

大的能量，让年轻人敬佩。金富锐

说，李老“活到老，学到老”，平时坚

持学习最新的知识，他不仅了解最

新的化验、检查、检测手段，年轻时

深厚的英文功底更让他阅读英文文

献毫无难度，诊疗思维时时与国际

接轨。这样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团

队中的年轻人。

一生致力于妇科疾病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和妇科人才培养，李国维

对年轻人总是不吝赞美：“他们已做

得够好，我能教得很少。”若说非要

提一点要求，他说：“希望他们能多

提些问题。”

淡泊宁静顺其自然
金富锐告诉记者，李老对她影

响最大的就是为人，“宁静，是一种

生命的力量”。她在李老身上明

白：顺其自然是一种达观的生存之

道，水到渠成是一种高超的人生智

慧，淡泊宁静则是一种超脱的生活

态度。

其实，李老平时生活简单，业余

生活就是看书、看电视、再看看手

机。大家都很关心他的长寿秘诀，

其实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金富锐

告诉记者，李老的生活比较随性，并

不像其他老人那么很有规律。有时

起来早了，晚上就早点睡；有时错过

了午睡，也会在晚饭前补一觉。他

不怎么喜欢喝茶，以前爱喝咖啡。

不过由于年纪大了，现在咖啡也喝

得很少。他偶尔也会锻炼，在家举

一对小哑铃，增加手臂力量。

有一件事让金富锐印象深刻。

几年前，李老摔骨折了，医生告诉

他，平时太瘦，有一些营养不良，肌

肉也减少，要增加优质蛋白的摄

入。从那时起，他每天吃鸡蛋、喝牛

奶，有意识地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

“他坚持科学地补营养，不吃什么保

健品。在这一点上，我感受到他作为

一个医生的自律。”金富锐笑说。

虽然一百多岁了，但他从未想

过离开临床一线，“我觉得自己还不

至于整天黏在床上，什么事都不

做。我能够稍微活动活动，为患者

治病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她

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出诊”。去年感

染新冠后，他病情危重进了ICU，好

不容易挺了过来，现在又能给患者

看病了。他坦率地说，自己只是一

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中医。“我这

一辈子，没啥秘诀，就是脑子简单

点，少动坏脑筋，像你们上海人说

的，做人‘戆’一点啦！”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