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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谭先杰

2023 年 6 月，我撰写的女性健康

科普图书《话说生命之宫》出版，这是

《子宫情事》的全新修订本。

《子宫情事》出版后受到专家和读者

的好评，曾获科技部 2016年全国优秀科

普作品和《健康中国》2016年度十大健

康图书，前后印刷 15次，发行超过 10万

册，被专家誉为新时代科普作品的“正能

量”成为“大流量”的典型。然而，涉及女

性生殖健康的词汇，如子宫、卵巢等，在

网络传播中容易被“机器人”过滤屏蔽。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遂将《子宫情事》改

名为《话说生命之宫》。

母亲病故让我选择做妇产科医生

作为男性妇产科医生，我经常会被

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当妇产

科医生？非正式场合，我通常以玩笑化

解，比如说组织分配。但在正式场合，

我的回答是：母亲的病故，让我走上了

从医之路；由于母亲因妇科肿瘤去世，

我选择做妇产科医生。

但母亲究竟得的是什么妇科肿瘤，

我一直都不清楚，直到母亲去世 30年

后的 2012 年我才得到了可能的答案。

当时我在国外学习，无意间以妇科肿瘤

专家的角色对母亲的病进行了分析，最

后我认为是子宫内膜癌。这种病的早

期警示信号是绝经后异常出血，如果发

现得早，治疗效果就会很好。遗憾的

是，当年我的亲人们没有类似的医学常

识。回国后，在前辈的鼓励下，我走上

了科普创作和传播之路。

我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了多篇女性

健康科普短文，应邀到电台和电视台做

节目，并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还与前

辈一起主编了《协和名医谈妇科肿瘤》一

书。尽管人们对这本书的评价不错，但我

个人认为其风格偏于传统。相反，我在网

络上发布的诙谐科普文章多次被转载，

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供健康女性而不是

患者阅读的科普书籍的念头。

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却让

我比较为难。

以章回体小说形式写科普

以故事的形式写行医感悟和人文

关怀固然好，但如果用来写医学科普，

即使内容生动活泼，也有可能暴露患者

隐私；若以北京协和医院的实名实地

写，情节虚虚实实，人物真真假假，可

能使公众产生困惑，甚至误会。网络上

用新潮语言写成的科普引人入胜，点击

率很高，我是否能采用这种方式呢？

我很快发现，男医生写男人的事，

可以得心应手；女医生写女人的事，可

以“无所顾忌”。唯独男医生写女性的

事，用词稍有不当就会引起误会，所

以，我不能过于自由、过于新潮。能否

反其道而行之，复古一些呢？

我来自重庆东部的土家族山寨，我

的族人中有的能歌善舞，有的擅编顺口

溜。童年和母亲一起为生产队放牛时，

她很早就教我背《三字经》。也许是这

个原因，我属于后者。而我看过的古典

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金

庸的武侠小说，都是让人欲罢不能、一

气读完的章回体结构，于是我萌生了

借用章回小说形式写一本女性健康科

普读物的念头。

女性拥有健康才能绽放美丽

从何处切入？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孕

育人类生命的器官———子宫。因此，决

定围绕子宫讲述与女性怀孕分娩和生

殖健康相关的问题。

我先将妇产科的专业知识梳理了一

遍，然后开始写作。写的时候基本没有参

考其他书籍，只是凭借在妇产科 20多年

的工作经验，顺着思路往下写。等对每一

章修订时再去查资料、核实数据。

付印之前，我还特别邀请了科室

内的同事进行学术把关。几经推敲，

将书名定为 《子宫情事》。此处的

“情”，是与子宫相关的病情、母子相

连的亲情和男女之间的爱情。子宫是

女性的生殖器官，承载这些“情”，理

所当然。

全书上、下两卷，采用章回体结构，

共 112回。回目由七言“诗”组成，概括

其主要内容。

每一回均以一段 100 字左右的文

字为引，然后对涉及的器官和常见疾病

进行评书式讲解。有时用一场战争的

方式演绎女性子宫及周围的故事。因

为人与疾病的博弈就是战争，病人是

主力，医生是友军；有时使用新潮的网

络语言，或者打比方。行文看似信马由

缰，实则自有逻辑，语言或许通俗，但

道理力求科学。目的只有一个———把问

题说清楚、讲明白，使读者能够理解深

奥的医学知识。

修订为《话说生命之宫》出版时，形

式上做了两项改动。有专家建议，既然

是章回体，何不仿照《水浒传》或《三国

演义》，每一回用一首诗或对仗句进行

总结。我采纳了这一建议，在每一回正

文末尾加了一首七言古诗，只求押韵，

不拘平仄，基本是作者家乡渝东土家族

的民间文学形式———喊彩（只求押韵的

即兴打油诗）的翻版，点缀而已，读者

不必较真儿。

《子宫情事》每一回回目的前半部

分是七言“诗”，这本来是《子宫情事》

的创作特色之一。但有专家建议，与其

每一回目的前半部分用一句意思不完

整的七言“诗”，不如精练为四个字，就

像《千字文》一样朗朗上口，与文末的

总结诗既有呼应，又不重复。我再次采

纳了这一建议。

让女性在健康的时候就关爱自己，

了解健康知识，拥有健康，绽放美丽，

是《话说生命之宫》的小目标；在目前

我国人口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保护人

类繁衍的执行器官———子宫的健康，则

是医学上需要完成的大任务。希望《话

说生命之宫》能为此贡献微薄之力，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

女性健康科普的门路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

出，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水平，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

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被列在 15 个专项行动的首位。

结合《话说生命之宫》的创作历程，我

认为健康科普有其特殊之处。

首先，健康科普的内容特殊。主

要内容是疾病或生理现象，在以故事

和案例的形式进行科普时，需要注意

保护患者隐私，否则会给病人带来二

次伤害。在这方面，我的经验是将患

者的年龄、住地、就诊时间等进行移

花接木式的处理后发给患者审阅并

得到同意，确认不会给他的生活和工

作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健康科普容错性小，众口难

调。相比其他学科的科普，健康科普更

为严谨，因为涉及健康和生命，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而且，医学知识多半枯

燥艰深，没有得病的人，不想看；同行

之人，觉得瑕疵多多，不忍看。

再次，健康科普受众受限。一般科

普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但健康科普很

难将青少年作为重点人群。一是他们

通常身体健康，缺乏获取相关知识的愿

望。二是相对于游戏和短视频，健康科

普显得乏味难懂。

这就要求健康科普工作者不断提

高创作水平，创新传播形式，才能激发

他们的兴趣。

最后，女性健康科普还有特殊之

处。狭义的女性健康是指女性生殖健

康，通常被称为妇人问题或妇科问题，

多半被划归“儿童不宜”范围，不适合

在大庭广众下讲授，即便权威媒体，也

会敬而远之。

女性是家庭的核心，其健康不仅关

乎女性自身，还关乎家庭幸福、人类繁

衍和社会进步。尤其是在当前我国老

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的严峻人口形势下，“关爱妇女，保护

母亲”，维护好承载人类繁衍的物（子

宫）和人（女性）的健康至关重要。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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