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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陈辰
李明：做有“人情味”的医者

对李明来说，医院的消毒水味儿是

刻在童年记忆里的。他的母亲是一位

护士长。护士的工作总是繁忙的，李明

放学后常常要到医院去找妈妈，吃饭、

甚至午睡都在医院。对小小的他来说，

家、学校、医院“三位一体”，构成了童

年生活。命运的齿轮转动，或许他就应

该做医生。

手中执刀，心中有情

他的高考志向原本是清华大学计

算机方向，最终报考了北大医学部。只是

在选内科和外科的时候，他与母亲的意

见相左。母亲认为应该学内科，内科大夫

思维缜密、知识渊博、温文尔雅；而李明

则坚持要做外科医生，手执一刀、挥斥方

遒、侠骨柔情。后来，李明成为时任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主任顾晋教授的

学生。之后在法国路易·巴斯德大学进修

期间，东西方文化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态

度差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国传

统文化下，大家往往忌讳谈论死亡，甚至

对生命的终结充满恐惧。但他的导师顾

晋教授正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倡导者，这

启发李明早早开始思考，医生角色、医患

沟通、患者生存质量等这些非技术对肿

瘤治疗的重要影响。从这些思考维度出

发，他在坚持更新了 8年多的个人公众

号“小明一刀”上记录了他在门诊中与患

者沟通的真实故事。他还把这一系列文

章命名为《门诊 21课》。

之所以是 21课，一方面是因他曾

每周二上午满号要看 21 位门诊病人，

另一方面是借鉴了一个有意思的说

法———灵魂的重量为 21克。科学对于灵

魂的重量没有权威论证，只是他对此有

更浪漫美好的解释———人类的灵魂重量

是人类最纯洁的爱。所以他用了“21课”

这个谐音，把自己对医患关系和对生命

的思考讲出来：1克是宽容，1克是接受，

1克是支持，1 克是倾述，1 克是难忘，1

克是浪漫，1 克是彼此交流，1 克是为

他祈求，1 克是道歉，1 克是认错，1 克

是体贴，1 克是了解，1 克是道谢，1 克

是改错，1 克是体谅，1 克是开解，1 克

不是忍受，1 克不是质问，1 克不是要

求，1克不是遗忘；最后 1 克是不要随

便牵手，更不要随便放手。

“‘治病’，治，由医生出方案，而

病，是在患者身上，医患必须共同努

力，才能达到最佳疗效。”他说，看病其

实到最后就是一种缘分。如果病人觉

得这个医生靠谱，就会把自己的命运交

到他手里；而医生唯有全力以赴，才能

对得起这份性命相托的信任。

杏林侠客，不是孤勇者

“与疾病的战斗，从来不是某一个

科室或某一位医生‘单打独斗’就能取得

胜利，这个过程凝聚了不同专业人员各

自的专长与智慧。”李明说。

MDT，即多学科诊疗模式，是现代

国际医疗领域广为推崇的领先诊疗模

式，在综合各学科意见的基础上为患

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连续性、高质

量、可执行诊疗方案的“一站式”诊疗

服务。李明现在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MDT 的负责人。在顾晋教授的引领

下，他组织成立了胃肠道肿瘤多学科

综合治疗的协作组（MDT），实现多个

科室专家在病房里“围着患者转”。这

支“主任级”的 MDT团队，旨在给患者

提供更合理、最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治

疗方案，同时帮助临床科室实现团队作

战的升级和飞跃。

在与其并肩作战的同事眼里，李明

是说到做到的高效行动派，总能把制定

的政策、目标带头执行到底。还有一支

由“副高级”青年医生组成的 MDT 团

队，由李明担任辅导老师，目前已经

“横扫”全国各大 MDT大赛、冠军拿到

手软。最近李明又着手开展“主治级”

MDT青年团队建设。

这些青年医生对李明充满了敬佩。

他乐于把机会留给年轻人，鼓励他们多

走出去交流、充分学习成长；他耐心指

导学生如何丰富外出交流的课件；他教

他们分析病例要从患者长远生存质量

考虑；他总是能透过学术问题看到更为

深刻的人生哲理；他把自己 1个小时就

能完成的手术操作，花费 3个小时手把

手教给学生也不急不躁；他愿意和青年

医生谈天说地、打成一片，“盘活”整个

科室氛围。毕竟，哪个学生能拒绝一个

爱看《哈利·波特》的老师？技术上毫无

保留，教学上和蔼可亲。他对学生们说：

当你们站在奖台上，也是我的荣耀。

人间有味，生命值得

外科医生这份职业决定了李明自

然而然地呈现严肃认真的工作状态。

但有趣的灵魂总是挡不住的，往往在

他一打开话匣子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而生活中的趣味和诗意，往往都融在

点滴琐碎之中，万物可爱，万物有心。

对于晦涩的医学理论，他会“打比

方说”，用很通俗的比喻或者一个小笑

话，就生动贴切地把原理讲明白了；他

也会在大年三十那天对电脑键盘上毫

无存在感的“Home”键发表感慨，写篇

文章以笔为谏劝告大家“健康没有

Home键”。

作为一个在无影灯下执手术刀的

人，他在厨房挥起菜刀来也不含糊。他

不仅喜欢做美食，还乐于记录分享过程

和感受，命名为“小明厨房”系列。有肚

皮面、不烂子、毛血旺、芋头蒸腊肉等

等天南地北美食，还能做出“路过就想

吃一口的”杏仁瓦片、“气死哈根达斯”

的冰淇淋……

大家公认做饭和做手术都是需要

天赋的。从根儿上来说，二者有很多共

同点，比如都需要很强的逻辑性，到哪

步、该做什么、放多少量，心里要门儿清，

遇到突发问题要沉着冷静、快速决断。如

果做菜毫无章法，一会儿去切菜，一会儿

去拿调料，一会儿发现蒜还没扒皮……

手忙脚乱，做出来的饭菜就很难好吃。做

医生很忙，但是不妨碍他每到一个地方，

去探索当地的美食小吃；不妨碍他周五

晚上在外地开完会，买大半夜的车票也

要赶回家，因为他承诺了周六要陪孩子

逛博物馆；不妨碍他写科普文章，把有生

僻字的医学词汇注上拼音……

他说，“一粥一饭一面，看似简单，

背后的故事才是承托味道的载体。”

“我们不能阻止容颜老去，但是能安排

好自己的一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

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拓宽生命

的宽度”。热爱美食的人，从不辜负生

活；而生活有滋有味，才会更加珍惜和

尊重生命的质量。

今年 4月，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期间，李明主持了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举办的“肿瘤防治，营养基石”肿瘤营养

诊疗研讨会。他在会上表示，三分之一的

肿瘤患者会发生营养不良，甚至死于营

养不良。然而，临床医生的工作重点一直

都是围绕攻克肿瘤展开，因此加强肿瘤

医生和营养科医生的交流借鉴、完善相

应工作流程非常重要。合理的营养治疗

不仅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生活质量、减

少并发症，而且可降低治疗成本。

据悉，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 MNT

（医学营养治疗）正在有序推进，不仅

加强了临床与营养学科的紧密协作，

更为肿瘤患者提供了全方位、个性化的

营养支持，推进肿瘤患者营养规范化管

理的落地实施，彰显了健康中国战略下

人文关怀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

（综合整理自“首颐医疗健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公众号）

李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

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结直肠癌外

科手术和综合治疗，年完成各类肿

瘤手术 200余例，积极开展结直肠

癌微创手术治疗和综合治疗，推动

结直肠癌的多学科合作。他承担并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863”

子课题一项，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

才计划，参与的结直肠癌诊治的研

究获得中华医学奖三等奖、北京市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并被评为北京

大学优秀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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