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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六六这次不犀利了

5月7日晚，像往常一样，六六在
家中辅导儿子做功课。抽个空，她转
到电视机前，瞅了一眼正在热播的
电视剧《心术》。

剧中，因车祸病人意外死亡而
被病患家属起诉、媒体炮轰的医生
谷超华，辞职后再次回到医院，与老
同事霍思邈一起吃饭、聊天。

六六的爸爸一直追着看这部电
视剧。“这个是他以前的兄弟，后来
因为医疗事故辞职了。他俩吃饭，他
骗他话，他女朋友被术前谈话吓着
了，喊他回去……”父亲指着这部电
视剧里他最喜欢的霍思邈医生，向
女儿解释剧中的人物关系。

“爹，我知道，后面的，我也知
道，这戏是我写的。”六六对老父亲
说。

5月3日，医疗大剧《心术》在浙
江、安徽、东方、天津四大卫视首播。
张嘉译、吴秀波两位“师奶杀手”，在
片中饰演了两位富有职业素养的医
生，一个是典型的好丈夫好大夫形
象，一个带点邪气，好插科打诨，颇
有女人缘。

这部戏也吸引了“霍思邈们”。
只要忙完工作，同济大学附属东方
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就会守在电
视旁看《心术》，他说：“张嘉译、海
清、吴秀波，就凭这些演员，我也想
看看这部电视剧。”

“急诊患者未签字敢先做手术
吗”、“医生补病历”，一幕幕看过来，
张强很感慨。身为一线医生，张强在
写病历时也是字斟句酌，花不少时
间和功夫。他觉得，这部戏很原生态
地刻画了医患纠纷频发下医生这种
惟求自保的心态。

张强说，六六的前作《蜗居》因
为太过贴近现实，饱受过争议。尽管
如此，老百姓还是喜欢这针砭时弊
的犀利。

“但是，《心术》并没有在揭露阴
暗面上下大工夫。所以，有人说，《心
术》这次不犀利了。”张强说，医患关
系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剧中所演的
医患问题远不及现实严重、复杂，六
六将更多的笔触放在了塑造有良知
的医护人员身上，“有人说，这是袒
护医生群体，但是我认为，这对多数
医护人员来说是真实、公平的。”

两年“卧底”

张强对《心术》评价的这个“真
实”，正是六六想极力体现的。

2007年，六六的母亲生病了。在
长达两年的治疗过程中，作为“陪
床”，患者家属对医生所有的怀疑、
指责或感激，她都“扎扎实实”走了
一遍，“那时候，我便对医患题材产
生了兴趣，想真实地再现社会是怎
样看待医生的，医生这个群体又是
怎样生活的。”

想起在医院陪床的日子，六六
历历在目。每天早晨，多数医生都是
挤地铁或乘公交车上班。到了医院
后，他们一溜小跑穿梭在病房楼梯
间，即便有电梯，为抓紧时间也不
坐。

空闲时，六六就在门诊坐着，眼
前每一位医生都忙得像工蚁。“每天
上午，一个医生平均看30至40个病
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六六
说，经常有患者一屁股坐到医生面
前，便对医生说他得了什么病，让医
生照着他说的开药。医生将药方递
给他时，他还问，为什么没照他说的
开药？

“医院里的生活是快节奏的，医
生的中午饭基本都是凑合。”六六
说，在医院陪床时，她经常到医院食
堂吃午饭。一般等到她快吃完时，医
生才呼呼跑到食堂，狂塞一顿，填饱
肚子，因为下午还有手术等着他们。

每天被手术、急诊压着，一个班
要上十多个小时，门诊、病房也充满
着医生的各种抱怨。

六六听到过有医生诉苦：图便
宜买了郊区的房子，不得不披星戴
月打着瞌睡挤地铁上班；常年倒班，
生物钟变得颠三倒四；高强度工作，
许多人被查出甲亢。

因为工作繁忙，私人生活大受
影响。在医院里，一些熬到老姑娘的
护士因找不着对象相互大吐苦水；
子女上学不省心的医生，一有空就
操心四处联系家教；虽然自己就是
医生，但家里老人生病却没人

管……
六六说：“之前，我很反感医生

面对患者时性子急、脾气大，但是经
过两年‘卧底’，我才逐渐理解了，面
对压力，谁都不容易。”

患者不相信医生，医

生不相信患者，最后两败

俱伤

六六希望，把医护人员这种生
活、工作上的压力真实展现出来，能
让观众有所理解，或许能为矛盾日
益尖锐的医患关系降降温。

但现实中，医患矛盾却一直不
断。3月16日，在死去病患家属的压
力下，陕西省横山县百信医院院长
率众为病患死者下跪；5月1日,在深
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患者家
属在门诊大厅摆设灵堂、烧纸钱，声
称要为死去的患者讨说法。而前不
久发生的一则新闻让六六也深有感
触。

5月8日，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
院女医生张娟服药欲自杀。原来，之
前一患儿家属称“张娟贻误治疗导
致患儿死亡”，在张娟所在科室大
闹，并追打辱骂张娟。张娟在遗书中
写道，自己是“不堪忍受患者家属的
侮辱和高额索赔才自寻绝路的”。

“《心术》中也写到医闹，护士张
晓蕾被患者家属一拳打倒在地，血
流满面。值班主任吓得躲在办公室
不敢出来。”六六说，在写《心术》前，
面对医患矛盾她更多地是对患者及
家属的同情。而真正深入到医生这
个行业后，她反而认为，有时，医生

更弱势。
与六六的感觉一样，在医院当

护士已经两年的燕子(化名)看过
《心术》后，觉得终于有一部电视剧
能替自己“说话”了。燕子是临沂市
矿务局中心医院妇产科一名护士，
两年来，她也曾经遇到过一些不讲
理的患者家属，“感觉无法和他们交
流沟通。”

燕子告诉记者，多数患者都认
为自己掏了钱，理应是“花了钱，买
健康”。但是，在救治病人时很多情
况都可能发生，医生只能尽最大能
力去治疗，却不能像产品质量认证
一样给患者家属一个“保证书”。

《心术》中有一场“术前告知录
像留证”的戏，也勾起了陈阳的回
忆。一年前，陈阳还是济南一家二甲
医院的外科医生。陈阳说，一般来
说，手术前让患者家属签字确认即
可，但他所在的医院遭遇几次医疗
纠纷后，很多医生在术前告知时私
下里都偷偷录像，以防发生意外时
被患者家属纠缠。对剧中霍思邈说
的那句台词，陈阳记忆深刻：“患者
不信任医生，医生不信任患者，到最
后，是两败俱伤。”

生活中需要希望

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白衣天使”这个词。“不
过，不管穿着白大褂，还是脱下白大
褂，‘白衣天使’都是普通人。”作为

《心术》的导演，杨阳对“白衣天使”
这样理解。

杨阳曾在医院就诊时发生过很

多不快。逐渐地，她宁愿上网查询、
自费买药，也不去医院了。直到接拍

《心术》，她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医
护人员，“首先感受到的，不是那种
如何揭露医疗黑幕的快感，而是一
种纠结。”

杨阳在医院体验时，一个外科
医生做完一台大手术后，累得几乎
迈不动步了，但他还要赶去另一家
医院“开飞刀”。“开飞刀”就是挣外
快，医生在这方面都讳莫如深。

杨阳问他为何如此拼命，他说：
“恨不得把这双手变成搂钱的耙
子”。

此言一出，险些将杨阳雷倒。
“真的无法相信，这位刚在手术台上
一站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专注沉
稳，与我心目中‘白衣天使’形象重
合的人竟说出这等话来。”杨阳说。

后来，杨阳才知道，这位医生有
房贷要还，他的女儿还在国外上学，

“生活的压力让人不得不将钱看得
很重。”

也许正是存在医生“恨不得将
双手变成搂钱耙子”的医疗环境现
状，导致不少患者家属对医生越来
越不信任。正在山东省立医院带孩
子治病的济宁人孙庆华对《心术》里
的情节有些不满。

“钢丝男那段让我印象很深，医
院免费为‘三无’病人钢丝男进行手
术，医生捐款为钢丝男筹集手术费
用，情节很感人。但这样的事，只能
发生在电视剧里。”孙庆华说。

为了给孩子治病，孙庆华带孩
子从济南到北京，跑遍了大大小小
医院。他告诉记者，几乎所有医院都
要求“先交钱，再看病”，“没有钱，连

挂号都不可能，更别说看病了。”
从患者家属的角度来说，孙庆

华的看法更符合现实。对于《心术》
中这样的演绎，出演霍思邈女友的
演员韩雨芹告诉记者：“我们的生活
中需要希望。”

“救我！”“信我！”

除了对医生免费救治“钢丝男”
剧情质疑外，不少人也反映《心术》
中“医闹”场景对问题剖析得不够彻
底。现实中，很多医生面对“医闹”时
多数很麻木，采取回避态度。

杨阳在拍《心术》时就亲眼目睹
了一起“医闹”。一天，在她体验的医
院门口，一行人披麻戴孝，烧纸、撒
纸钱、贴大字报，老妇人哭晕了，赶
紧抬进医院进行抢救。

杨阳说：“医院门口，‘杀人犯’、
‘刽子手’，硕大的黑字，让人心惊肉
跳。”病房走廊里，医院一位老教授
神色黯然，说：“我已经立下遗嘱，让
孩子的孩子不要学医。”一名年轻医
生说：“我正申请出国，国外行医收
入高、受尊重。”

“看到这些，你不得不去想，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老百姓，
吃的一样，住的一样，想的一样，日
子过得差不多，为何如此‘仇恨’？”
身临其境感受“医闹”，杨阳心里只
有纠结。

回头想想所谓的“白衣天使”，
杨阳认为，其实谁都不是“天使”，都
有七情六欲，都想过好生活。那个

“恨不得将双手变成搂钱耙子”的医
生，人到中年，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挣
钱。只不过，医生与其他人不同的
是，手里掌管着别人的命。

在拍《心术》的日子里，“纠结”
的情绪充斥杨阳心头，“手心手背都
是肉，刀切哪块都疼！想到我们的孩
子总要在医院出生，将来老去也要
由医生送行。如果为了一时之快便
向兄弟姐妹挥刀，伤了医生这个群
体，患者就能平安吗？”

在一个医生的笔记中，杨阳看
到四个字：“救我！”“信我！”

杨阳说，这四个字，既是患者的
呼唤，也是医者的心声。“如果医生
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就能快活吗？
如果一部电视剧成了泄愤的平台，
就不会有人心寒吗？”杨阳认为，无
论这部电视剧是否能被广大观众所
接受、认可，身为导演的她都要凭良
心做事，“举重若轻，带给人温暖和
希望。唯有人文关怀，传递爱心，才
是我等该做的！”

最好的时候，最坏的时候

对《心术》上映的时机，杨阳评
价说：“这部戏可以说赶上了最好的
时候，但也可以说是赶上了最坏的
时候。”

“最好”，是说正值国家正式下
文治理医患纠纷，医护题材剧是舆
论热点，吸引眼球，传播效应事半功
倍；“最坏”同样也因此，大多数观众
对于医疗机构并没有直接情感，更
多地从病患角度思考问题，对于剧
中极力突出和谐、甚至稍微偏向医
疗人员尽心尽力工作的立场，会不
容易理解，进而对这部电视剧产生
抵触情绪。

对此，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
会委员邓利强认为，《心术》是一部
充满良心的作品。

他告诉记者，目前医患矛盾主
要集中表现在医疗纠纷案、医闹案、
伤医事件频发。医患关系紧张、不互
信、可能现在到了冰点，“最近连续
发生的几起伤医案，难道是医患关
系好的象征吗？”

邓利强说，“医闹”破坏了法治，
破坏了医患的互信，得利的有可能
是闹事的人而不一定是患者。要保
持医患之间的融洽，患者应懂得医
患之间的互助互利关系。说起亲身
经历的“医闹”事件，邓利强印象深
刻。他说，当时他被“医闹”围过十几
个小时，一个中年妇女贴身对他骂
了两个多小时，也有人摔杯子，还有
人在医院设灵堂、抬棺材。“怎么解
决呢？俩字：受着！受不了怎么办？报
警！报警后也照旧，再受着！最后医
院只能给钱。”

那么，如何才能缓解医患矛盾
呢？邓利强认为，面对医患矛盾，医
生、患者都要清楚问题的症结，双方
都应调整心态和对彼此的认知，《心
术》正是将人们朝这个方向引导。

《心术》的
救赎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心术》海报

一 部 充 满
良心的作品，会
和 现 实 产 生 怎
样的碰撞？

一 个 医 生
的笔记中，写着
四 个 字 ：“ 救
我！”“信我！”

面对医闹，
导演杨阳在想：

“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大家都是
老百姓，吃的一
样，住的一样，
想的一样，日子
过得差不多，为
何 如 此‘ 仇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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