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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获新知，深思萌创意，

实干出成果。”这是陈灏珠的座右铭，

也准确地解释了他为何能创造如此

之多的杰出成就。

言传身教，行为世范

1949年至 2020年，陈灏珠见证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医学事业的发展与

进步；也在从医执教的生涯中，亲自

培养了79位学生，包括3位博士后、

52位博士研究生、24位硕士研究生。

而深受他的影响、受益于他的教育的

后辈，则远远超出这个数量。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陈灏珠从

来不会命令和教训他们。人们都说：

他从来没跟人发过火。这甚至让学

生们都对陈灏珠生气时是什么模样

感到好奇。

他的教育方式，是言传身教。

在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变化中，

不变的是扎实的基本功教育。“陈

所长的临床教学都是手把手式的，

这是老一代人‘手艺’和精神的传

承。”学术秘书周俊说。

2017 年，陈灏珠已经 93 岁了，

仍坚守在临床一线，例行他坚持了

数十年的每星期四的英文查房。来

观摩查房的人，往往会里三层外三

层，把病房挤得水泄不通。看过他

查房的学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原

来书本上讲的体格检查的流程和规

范，在实际操作中是真实存在的。”

在一次接诊中，陈灏珠在完成

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之后，病人颇

有一点惊讶地说：“我这次患病后，

已经在不同医院的门诊部就诊过三

次，医生只叫我到这个或那个实验

室做检查，却没有遇到一位像您这

样给我做体格检查的医生。”这更

让陈灏珠意识到了基本功训练的重

要性。在他看来，基本功对临床医

生来讲，一生都用得着。因此，他

提出：对培养医学生和临床医生都

要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训练，也就是“三基”；在

实践过程中要求严格、严密和严谨，

也就是“三严”。

陈灏珠认为，现代技术手段无

法完全取代传统的“望触叩听”。

他说：“医生给病人做体检，手会

触摸在病人的皮肤上，给病人的应

是一种温暖的感觉；而机器跟人的

交流是冰冷的。温暖让病人产生信

任，医生才能更好地治疗。所以从

询问病史到体格检查，到亲自看化

验单、心电图、X 光片，这种流程

规范是医生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

“他不仅教我们怎么看病，还教

我们怎么分析病情，怎么诊断病人，

怎么治疗。他是一招一式地教，比如

临床听诊，他不只是会模仿心音的声

音，还会让学生轮流地听和感受。这

套训练同时又是系统的，注重的是诊

疗思维的培养。现在我们有很多专家，

但像他这一代人既是专家，也是‘杂

家’，就是因为基本功扎实。”王齐

兵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陈灏珠对基本功如此重视，学

生晚辈们自然不敢怠慢。“他查房

我们会紧张到失眠。他是心血管病

界的泰斗，又是全英文查房，我们

生怕有什么疏漏，得提早很长时间

准备和背诵。”但无论是遇到紧张

出错的学生，还是水平偏低的学生，

陈灏珠都不会生气。他总是耐心地

重复一遍英文，并且鼓励学生再试

试；如果学生还是没有听懂，他会

帮助学生翻译中文意思。查房中遇

到疑难病例，陈灏珠会抽丝剥茧式

地讲解和分析，所有的诊断依据都

逻辑缜密、条理清晰。

“他从不对我们多提言语上的

要求，他自己实际的行为，就是对

我们的要求。”因为有了他的示范，

上图：陈灏珠院士为

社区居民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