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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骨科专家的简单与精彩
——访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骨科主任兼大外科主任张光武教授

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

随着夜幕降临．在微信朋友圈和各

种微信群里“晒”圆月，成了很多人

不约而同的过节方式。尽管当晚月

亮刷屏，但当记者在常去的一个微

信群里看到群友王医生发的一张

照片时，还是惊呆了，忍不住点了

一连串的“大拇指”。王医生赶紧在

微信群里告诉记者，这不是她拍

的。是他们首钢医院骨科张主任的

大作。“首钢医院”“骨科”“张主

任”?!这三个关键词让记者一下

子想到去年凭借两百多万字科普

作品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

普奖”的张光武教授。仔细一问，果

然是他!于是，记者赶紧请王医生

帮忙联系．期待有机会去采访这位

传说中的“大咖”。

因为张光武教授手术安排的比

较满，预约采访的时间被一推再推，

几天后的9月23日上午9时．在首

钢医院宣教中心主任的陪同下，记

者终于在医院住院部9楼的小会议

室里见到了张光武教授。

这次采访．就从“一个医生怎

么会热爱写科普文章”的话题开始

了⋯⋯

二十多年。二百多万字

今年61岁的张光武教授。人

生经历可谓相当“简单”：1976年

从部队复原到首钢当工人．1977

年参加高考。1983年从医学院毕

业回到首钢。在医院当骨科大夫，

直到今天。

但这“简单”的人生却又相当

“精彩”——

加多年前，他从北京去河北

省定县(今定州市)清风店当兵时，

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刘志学特约记者赵晓霜刘金良

虽然只有小学学历，可连队的《解

放军报》《战友报》，以及《参考消

息》报，还有外出训练时在农村老

百姓桌上、炕头。甚至装针头线脑

的簸箕里放的旧书．都成了他的

“课本”。1973年到1976年，他还

和穆姊等战友一起。在部队创作组

完成了《灯光闪闪》《重任在肩》等

小说集的创作，甚至和战友小蒙相

约：“要在30岁前写一本书。”在战

友眼中，他毫无悬念地属于“舞文

弄墨之辈”。

从部队复员后。张光武在首钢

当了一名工人。得到能够参加高考

的消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改变

自己人生的绝好机会。于是，他这

个“小学生”又义无反顾地开始向

高考冲刺。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状

态就是车间、食堂、教室、宿舍，四

点一线。好在首钢的旁边就是北

方工业大学，他有了任何问题都随

时可以找到老师请教。功夫不负有

心人，他的考试成绩达到了医学院

的录取分数线。于是，他从医学院

毕业后就成了一名临床医生⋯⋯

这之后的1992年。他在301

医院骨科进修学习时．认识了金盾

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编辑在办公室

等人的时候，问来进修的张大夫：

“您是否有兴趣写一本有关骨质疏

松症防治的医学科普读物?”当时，

张光武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原本

打算推掉这本书的写作，可那一瞬

间．他突然想起与战友小蒙的约

定．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履约的好机

会。便接下了这本书的写作任务。

编辑留下一张名片走了。张光武为

了信守承诺。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

之余，开始创作他医生职业生涯的

第一本书——《骨质疏松和骨质增

生防治200问》。后来他才知道，这

本书居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

早出版的有关骨质疏松症防治知

识的科普读物之一，首次印刷

31000册。现在，这本书已经问世

20多年了。其间出版了“修订版”

和“第三版”，共印刷14次，总发

行量超过18万册。1995年，我国

台湾地区的出版机构购买了此书

的版权。在台湾地区发行了竖排繁

体字版，开创了同一本科普读物在

海峡两岸同时发行的新纪录。

尽管这本书也没有给张教授

带来收入和荣誉．但“写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这项工作应当是一项事

业。眼看我们国家越来越发展，需

要普及防病治病的知识；同时，社

会有需求。我们这些有专业知识的

人就有责任帮助老百姓了解科学

准确、简单明了，能够让他们理解

接受的医学知识。”就这样，他之后

又陆续写了《骨科病人家庭护理》

《颈椎病自我防治》《得了肩周炎怎

么办》等17本科普读物，有的还被

翻译成蒙文、藏文、朝鲜文、哈萨克

文等出版。因为这一系列医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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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物，他于2014年荣获“北京市科

学技术三等奖”，2015年荣获“中

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普奖”。

说到那些科普读物，记者问：

“您不仅手术多。还要带学生、写学

术论文，还要经常去社区搞宣传，

您那两百多万字的科普著作是怎

么写出来的?”记者毫不掩饰的满

脸疑惑把张教授逗乐了，他大笑着

说：“这就是您今天来采访我的主

要原因吧?这个问题．去年获奖的

时候就有人问过我⋯⋯答案其实

很简单，200万字用了20年，每年

10万字，每月8000字。每天200

多字。200多字是小学生一篇作文

的字数，并不多。只是我每天坚持

写200多字．而许多人没坚持下来

而已。”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张

教授的话让记者想起多年前听过

的一个挖井的故事：用同样的时

间、同样的力度挖井，在一处深挖

与东挖一处、西挖一处的结果，真

是天壤之别啊!回头想想，张教授

的精彩，其实全都来自他的简单。

三十多年的“寂寞风景"

“我写医学科普图书没想过得

奖，也从没有想过有什么回报。我是

一名骨科医生，最了解病人和家属

的心思。知道他们在疾病面前会想

什么、问什么，帮助他们答疑解惑，

是—个临床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张教授的话刚说到这儿，一位

老年患者从门口路过，进来咨询

“怎样预防骨质疏松?”记者正暗自

猜度那些专业术语和“高大上”的

理论老人能听懂吗?哪知张教授只

笑着说了三个字：“不摔跤!”初听

这话，老人和记者都愣了。张教授

接着对老人说：“怎么预防你先别

想．你要想什么呢?千万别摔跤!一

摔倒就惨了!骨质疏松症所有的并

发症都可能发生在您一个人身上。

您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了，家人的

生活也跟着受影响。”

老人问：“那⋯⋯怎么预防摔

跤呢?”

“出门的时候扶着你们家的那

个扶梯，虽然扶梯上有灰，但是总

比你摔一跤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干

净多了。”张教授还是一副笑眯眯

的样子。

“是这个理儿。”老人念叨着走

了。

张教授目送老人出门。接着

说：“这些话。我去社区讲课时经常

说。同样的意思，如果照本宣科，大

家都记不住。要想效果好，就得认

真琢磨怎么说，对方才能明白。”

“认真琢磨”对很多人来说，是

偶尔为之的事儿，但对张教授来

说．却是常态。他23岁从医学院

毕业后回首钢，在医院当大夫，之

后一口气干了30多年。因而他对

于首钢、特别是首钢医院的一切，

都满怀激情——哪怕是一棵树。

每天去食堂吃饭，张教授都会

路过医院花园里的一株山桃树。四

季轮回，这棵山桃树在寒风中瑟瑟

发抖、在雪后银装素裹、在春寒料

峭时长出密密麻麻的小花芽。然

后，一夜之间，好像变魔术一般，热

热闹闹地开满了花儿!山桃树下匆

匆走过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正在小

憩的康复中的患者，都留在了他的

记忆中。他还和这棵山桃树一起，

看到首钢医院正式成为北京大学

医学部的成员、看到“吴阶平泌尿

外科医学中心”拔地而起⋯⋯年复

一年，他明白了，“远在春天到来之

前．山桃花的花芽就分化好啦。只

待春风吹拂，大地回暖，它就立即

绽放芳容!没有徘徊，没有迟疑。山

桃花开告诉我们。要做好一件事

情，必须充分准备，耐得寂寞，接受

曲折，循序渐进⋯⋯”

这段话，看似说花，其实说的

是人。斗转星移，他也从毕业后初

涉医道的一名临床医生，成为了北

京大学首钢医院骨科主任兼大外

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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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而且是北京医学会创伤学

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

创伤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骨肿瘤、骨感染、骨结核学组

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会骨科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

兼综合骨科学组委员⋯⋯

然而，身为能写科普作品的骨

科大夫。张光武教授总是能用大家

都听得懂的语言把那些看似深奥

的专业术语讲明白。比如聊起小时

候因为没有完成临帖作业被爷爷

“打手心”，他说老人家的打法绝对

符合现代解剖学原理，因为人的手

掌角质层较厚、感觉神经敏锐、皮

下血管丰富，击打手掌，不会出危

险，能够达到皮红而不“肉肿”，疼

痛而不“肉绽”的“境界”。

谈到“青枝骨折”，他说，当青

少年骨骼受到外力损伤时，由于骨

骼柔软．韧性较大，不容易彻底折

断，而是以裂纹和变形为特征，医

生称之为“青枝骨折”。此型骨折如

同“青青柳枝”——折断柳枝，常常

枝断而皮不断。白居易一句“青门

柳枝软无力”中的“软”字道出了

“青枝骨折”的病理学原理。青枝骨

折因为“枝断皮连”，不会完全移

位，治疗时医生一般不首先考虑手

术治疗。先行手法复位，外固定数

周，通过复查骨折部位X线片，确

定骨折愈合状况。一般经6至8周

的治疗．骨折便能愈合。

谈到骨科常见的连续多台手

术式“马拉松”，他说，对于骨科大

夫来说，像关节翻修、脊柱矫正等

手术，是骨科中耗时比较长的；还

有一些特殊病人，如反复骨折的病

人，为他们做手术耗时会更长一

些。一般碰到这种预期时间很长的

患者，团队都会做充分准备，根据

病人情况提前准备多套手术方案，

把手术中的每一步细节都讨论到

位．就连手术顺序都要提前确定。

“这不仅是为了缩短手术时间，对

患者来说也能降低手术风险。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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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少受罪。”

拿了30多年手术刀，张教授

早已养成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职业

习惯”，比如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在

手术前就只吃包子。“扛饿还有菜

有肉”；不穿有鞋带的皮鞋、不穿衬

衣。因为系鞋带、解纽扣，太耽误时

间⋯⋯他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

间，但却常常抽空参加社区举办的

讲座，深入浅出地告诉社区居民原

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定义、危害、治

疗方法等，并特别强调残疾人预防

骨质疏松的重要性——因为他认

为，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他的岗位

绝不仅仅在手术室，他的服务对象

也不仅仅是入院的患者。

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追求

说起医生的社会责任，张教授

对记者谈起了他的一次旅游经历。

一般人去加拿大魁北克省的

圣约瑟夫大教堂，都惊叹于它美丽

壮观的世界第二大穹顶．可吸引张

教授的，却是教堂墙上的一排排拐

杖和安德烈修士的心脏。30年间，

安德烈修士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外．

利用教堂里的灯油治好了很多病

人。因为人们往往是拄着拐杖来，

丢下拐杖回，因此教堂里留下了上

万根拐杖。更让人敬仰的是，安德

烈修士逝世前．还嘱人将他的心脏

解剖给世人看，以昭示他的无私无

邪。现在，这颗心脏就陈列在教堂

的墙上一个密闭的玻璃罐里。

身为医生，张教授感佩于安德

烈修士的高尚人格和精湛医术：身

为骨科医生，张教授却有着更深层

次的思考：这些拄杖而来的患者可

能患哪些疾病?安德烈使用了什么

治疗方法?他的那些治疗方法对我

们今天治疗疾病有什么启迪?

他接着说：“我想，患者拄拐就

诊，最大的可能是脊柱，如腰椎间

盘病变等；还有下肢疾病，如骨关

节炎、韧带及半月板损伤、下肢软

组织损伤等引起的肢体疼痛和功

能障碍。这两大类疾病可能的治疗

思路。一是手术治疗，但在100多

年前，安德烈不可能做到，也不具

备手术治疗的条件；二是保守治

疗，即应用药物、物理疗法、运动疗

法等方法治疗疾病。据史料记载，

安德烈就是用教堂里的灯油为患

者治疗疾病的。灯油肯定不能作为

药物口服，我想，他一定是利用灯

油的热效应原理，施予体表，达到

减轻疼痛、缓解症状、恢复肢体功

能的目的。这与今天我们应用各种

仪器在病变局部加热和蜡疗等物

理疗法原理异曲同工!”然而，局部

加热就能治疗那么多疾病吗?热疗

有那么神奇吗?张教授觉得，一定

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影响着疾病

治疗的效果。

那次旅行回来后不久，张教授

去江西讲课，课后应主办方邀请外

出观光，在龙虎山临江的一片石壁

上，看到至少有上百个棺椁遗存。

他从导游那里得知：“我们的先人

崇拜太阳，他们的棺椁一定朝向东

方，朝向太阳。他们认为，太阳代表

着光明和热量，会给人们带来好

运。”张教授一下子明白了那“更深

层次的东西”，就是“光明和热量”。

用“热量”治病，不仅可以加速病变

局部的血液循环，改变组织代谢状

态，还涉及人的精神层面；热量会

激发人们战胜疾病的信心，会使人

们减轻对疾病的不良感受，会提高

人们对疾病的耐受能力。

“这样一来，温热疗法对疾病

而言，可能已经上升为信仰和精神

崇拜层次。这是一个应由哲学家、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研究的问题，

远远超出了医学专家关注的范

畴。”张教授认为，安德烈的“医学

实践”穿越了神灵主义、自然哲学、

生物医学三大医学模式．与1977

年由美国学者恩格尔提出的“生

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不谋而

合。在今天的临床实践中．患者及

医生的心理状态、认知能力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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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病疗效均有明显影响，这就对

医生们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和人文

思维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

疾病的治疗效果取决于患者的心

理状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相

同的疾病、相同的治疗方法，在不

同人身上会有疗效各异的结果。所

以，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激发患者

战胜疾病的精神动力；也就是说，

现代医学要求我们．在治疗“人得

的病”时，更应关心“得病的人”，这

才是现代医学行为的真谛。

采访结束时，张光武教授望着

窗外高远的天空说：“无论临床医疗

还是科普写作，都是为了追求这个

真谛。从进医学院的那一天开始，我

就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追求。”

专家简介

张光武，主任医师、教授，现

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骨科主任兼

大外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硕

士研究生导师，科普作家。系北

京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委员．北京

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学组委

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

瘤、骨感染、骨结核学组委员，中

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骨科

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综合

骨科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骨科分会肢体重建

学组委员。担任多家专业期刊编

委。北京写作学会京西分会副会

长。长期从事创伤骨科、关节外

科、脊柱外科、骨质疏松等疾病的

临床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工

作，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及编

著了《骨质疏松及骨质增生防

治》，《骨质增生自我防治》，《颈椎

病自我防治》等书籍17部。主

编的“常见骨与关节疾病防治知

识系列科普读物”获2014年度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骨

科常见疾病防治知识系列科普读

物”获201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医学科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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