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片中，他身着手术服，戴着色彩

鲜艳的手术帽，正在专注地进行手术。

这张看起来似乎平平无奇的照片，却获

得网友点赞十几万次，无数祝福涌进留

言区：“太好了”“替您高兴”“祝您一切

顺利”……

这是陶勇受伤后，第一次公开自己

在手术室的工作情况。3 年多前，一起

恶性伤医事件让他进入公众视野。对

这位把医学当信仰、以“天下无盲”为

愿景的大夫，人们了解得越多，越心疼

他遭此横祸，越害怕他从此一蹶不振。

3 年多时间过去，许多人惦念着陶

勇，他从伤医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吗？他现在一切都好吗？他将如何继续

他的医学事业？

坚定自己的梦想

陶勇出生于 1980年。在受伤之前，

有人说“他是医学生最想成为的人”：

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博士毕

业；31岁成为副主任医师，在葡萄膜炎

专科门诊开诊；35 岁成为主任医师；37

岁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多项科

研基金，发表 SCI 论文近百篇……彼

时，摆在陶勇面前的是一条清晰笔直

的人生之路———在行医坐诊的同时潜

心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路踏实地

走下去即可。

然而，一场意外突然降临，把他拖

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2020 年 1 月 20 日 13 时 50 分许，

陶勇在出诊时被一名男子持刀袭击，造

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

外伤、枕骨骨折，失血 1500毫升……

救治两周后，陶勇终于脱离生命危

险，但他的左手却因伤势过重，造成永久

损伤。那经过千锤百炼、刻意练习而成就

的巧手，曾经给无数人带来光明和希望，

却在短短的几十秒被毁伤得血肉模糊，导

致他可能永远失去做手术的能力。

易地而处，试问谁能承受如此的

劫难？

更令陶勇心寒的是，行凶者不是别

人，正是被他诊治过的患者崔某。当得

知行凶者的姓名时，陶勇一度陷入震惊

和悲伤。究竟该何去何从？

陶勇没有在负面情绪中停留太久。

很快，他就从绝望的飓风里脱身而出，

不再纠结为何遭此厄运，而是积极治

疗、努力康复。在他的自传式杂文集

《目光》中，陶勇这样写道：“砍伤我的

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

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

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

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

前行。”

帮陶勇走出阴影、重启人生的，还

有那些积极救治和关心鼓励他的人。

伤医事件发生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关

心如潮水般向他涌来，给了他莫大的温

暖和力量。“平凡的我也想通过自己这

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把自身价值发挥

到最大，让更多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让

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多对生活

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让

更多从医或者打算从医的年轻人坚定

自己的梦想。”陶勇说。

继续为大家服务

眼睛是人体最精密的“仪器”，眼科

手术对精确度的要求堪称苛刻。陶勇

还未出院时，他的亲人、同事、朋友就

担心他无法承受左手损伤难以恢复如

初的打击。对此，陶勇却十分乐观豁

达：即使以后无法再上手术台，自己还

可以做研究工作，做公益工作，依然可

以帮助患者。

2020年 4月 13日，陶勇出院了，他

的左手仍没有知觉，每天仍需要花不少

时间去做极其痛苦的复健。谁也没想到，

出院仅一个月，他便恢复了出诊。

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工作？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陶勇挂念着那些没来得

及做手术的患者，“因为葡萄膜炎是个

慢性病，（治疗时间）隔得太长，容易出

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陶勇

说，对他而言，最好的康复办法就是让

自己有事可做，继续为大家服务。

不能拿手术刀的日子里，陶勇也未

曾停歇———指导和培养年轻医生、开展

眼科知识科普、为盲童捐款、免费为网

友解答各种眼科疾病问题……陶勇不

断思考并探索医学的边界与可能性。

如今的陶勇，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掰

成了 3份：60%放在医疗工作上，30%放

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普上，10%放在公

益上。在医疗工作方面，他平均每周进

行 2~3台手术，其他时间多用来指导和

培养团队的年轻医生。

“我是一名医生，本职工作就是治

病救人。和同事一起把疑难眼病患者

治好，必然要占掉我大部分的精力。”

陶勇说，“目前，我们朝阳医院眼科 33

名医生，整体手术量比过去提升了三

倍，团队‘作战’效率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陶勇认为要把过去的经

验变得可传承、可发展，必须要做科技

成果转化，不停研发新的技术来解决过

去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他还希望通

过投身公益给视障人群带去更多的温

暖，让医学变成有温度的“人学”。陶勇

说，以前他的“圆心”是医院，“半径”是

诊室、药房和手术室，现在他的“圆心”

还是医院，但“半径”增加了科技、科普

和公益，他的“目标更加清晰了，天花

板也更高了”。

握住科技这把“手术刀”

出版《保护眼睛大作战》科普漫画、

参加眼科健康科普直播讲座、以“虚拟

数字人”形式录制科普短视频……近年

来，陶勇步履不停，利用多个平台分享

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

“最好的医生应该是预防在前，把

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最佳的治疗

方式，科普则是实现治未病最有效的

手段。”陶勇表示，无论是服用保健

药，还是做医学干预，都成本高昂且

必须承担可能的副作用，但是聆听科

普却简单有效，通过改变人的习惯，

帮助其重回健康的轨道，从而远离疾

病，“我热爱科普，也希望到医院治疗

的患者越来越少”。

2020 年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陶

勇单手敲完了《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

用》一书的后记。这本超过 13万字的著

作，是他对日常一手诊治病例的总结梳

理。那时他颅内有水肿，还伴有出血，

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想做的事，

就要趁早去做，比如握住科技这把更厉

害的“手术刀”。

在陶勇看来，AI 辅助和精准诊疗

是眼科的未来。早在 2011年，陶勇就利

用眼内液检测技术，成功帮助一个新婚

不久患上白血病的小伙子提前诊断出

眼部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及时治疗，帮助

他重获光明。这是陶勇第一次真正将

眼内液检测技术应用于临床。此后多

年，他和团队一直不断打磨和升级这项

检测技术。

目前，《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

已经出版，眼内液检测专家形成共

识，相关内容被写入眼科学教材。陶

勇团队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眼内液检

测技术，可以提供 600 多项眼内液检

测，填补了我国眼内液检测系统性方

案的空白，整体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如今，眼内液检测技术已推广到

全国 700 家医院，累计帮助 8 万多名

疑难眼病患者。

多年的眼科医生工作让陶勇深切

地意识到，中国视障人士群体数量庞

大，然而医疗总有局限，专业医疗并不

能给他们提供全部帮助。对于医学暂

时无法帮助的病人来说，心中怀有希

望，比眼中拥有光明更加重要。

于是，在 2021年初，陶勇和一些视

障公益领域的合作伙伴联合发起了“光

M（芒 /盲）计划”，利用科普、人文和公

益的手段帮助视障群体，从扫除“眼

盲”到扫除“心盲”，使他们得到关爱以

及生活重建、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指导，

甚至全生命周期的关怀。

“现在我的工作量和精力是匹配

的、基本饱和的，我很享受当下的状

态。”陶勇说，有了“光 M计划”，他过得

很充实。在“天下无盲”这一从未动摇

的医学理想面前，陶勇逐渐找到了自己

的新坐标。而他无论具体做什么，始终

围绕着一个目标：“我把光明捧在手

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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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光明捧在手，照亮每个人脸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