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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安处做科普
——访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骨科主任张光武

在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科普”这

个词的含义时。张光武就已经走在科普

的路上了。白天，他在医院忙于门诊和

手术。夜间便伏案写作，继续完成手头

上科普图书的创作工程。

冬去春来，花谢花开。时光渐渐斑

白了鬓角，书案前的身影却始终不变。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竞也坚持

720余载春秋。

一次偶然，一生的事业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1978年考取北京医学院时，张光武已

经是一个23岁的年轻小伙子了。

“进大学前，我已经当了五六年

兵，还在首钢当了几年工人。”回忆往

事时。张光武淡淡地微笑，“用现在的

话来说，上大学前我就有近8年的‘工

龄’了。”

曾在首钢当了几年工人的张光武，

1983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便来到

了首钢医院。“来了医院之后他们就说

‘你去骨科吧’，然后我就到骨科来了。

也没想过干别的，就一心一意当我的大

夫。”张光武说，“我们这一批大学生，

都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和工作机会，也不

会有那么多个人想法，选择了一项事业

便是一辈子。”

但那时的张光武不会想到，有一

天在医生之外，还有一项事业会贯穿他

口鲁长国

，‘
●

卷

的一生。

20世纪90年代初。张光武到北

京301医院进修。一天，他在医院医师

办公室里碰到了一个人，便跟对方聊

了胸。
“你能不能写点儿东西?”对方忽

然问他。

原来说话的那个人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后勤部金盾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在科普教育还没有普遍流行、深入人

心时，金盾出版社就已经是我国最早出

版发行科普图书的著名出版社之_了。

1996年2月。金盾出版社还被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

“全国先进科普工作集体”。在金盾出

版社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寻常

64中国科技奖励CHINA AWARD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张光武在查房

的科普“嗅觉”，所以在医院碰到张光

武后，出版社的那名编辑便起了意。希

望他能写点儿医学知识，传播一1-o

其实张光武那时并不知道“科普”

的含义，只是想到这些年在行医的过

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是病人有很多

医学问题不清楚。甚至影响了治疗和康

复，但医生们不一定能有时间一一为他

们解答；二是我们国家公众的科学素养

相对较低，老百姓在患病和治病过程

中，容易听信一些不科学、不正确的说

法。甚至上当受骗。想到这两点后。张

光武便觉得这件事应该做。

虽然决定开始了，但写什么东西

呢?

“我们出版社最关心的就是女

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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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孩子和老人，你是骨科大夫，那就

关心老人吧，写点儿骨质疏松方面的

知识怎么样?”那名编辑提议道。就这

样，张光武的科普生涯便从宣传骨质

疏松的防治开始了ro

1993年，张光武完成的第一本科

普图书《骨质疏松与骨质增生200问》

终于出版，首次印．昂IJ31000册。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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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查新后。结论为

“国家正式出版物(包括台湾地区)除

《骨质疏松预防与治疗》为1992年所

出版以外。未见早于1993年出版关于

骨质疏松预防方面的专著”。1995年，

台湾世潮出版有限公司购买了该书的

版权，在台湾发行了竖排繁体字版本。

开创了同一本科普读物在海峡两岸同

时发行的新纪录。2006年，该书更名

为《骨质疏松与骨质增生防治》(修订

版)，2010年该书出了第3版，共14次印

刷，发行总量超过侣万册。

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取得7女口止lr,不

菲的成绩，放在今天也应是众人的焦

点。但那时科普并不受重视，张光武的

成果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更没有

张光武科普作品

I

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和荣誉。尽管如

此，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却让他意识到。

这并不是写一本书就能完成任务的事，

“这应当是一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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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怀着这样简单朴实的

想法，张光武走上了科普的道路，并一

发不可收：《骨科病人家庭护理》《颈

椎病自我防治》《得了肩周炎怎么办》

《颈肩腰腿痛运动疗法》《骨折脱位扭

伤救治与康复》《常见骨关节疾病无创

伤疗法》⋯⋯几乎每年，张光武都会完

成一本骨科医学科普图书的创作。

2014年，张光武申报的“常见骨

关节疾病防治知识系列科普读物”项

目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5年，该项目又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

奖医学科普奖。20多年之后，辛勤的付

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写医学科普

图书没想过得奖，也从没有想过有什么

回报。觉得自己是一名骨科医生，最了

解病人和家属的心思，在疾病面前，他

们会想什么、做什么、问什么。我只是

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做一个临床医生应

该做的事情。”张光武表示。

‘‘人生就活这么长时间，在这个世

界上，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高官富豪，

但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做好自己本

职工作的同时，再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人生不也很完美了吗?对社会贡献大

小的偶然性很大，但作为个人必须得努

力。根据北京市和中华医学会的要求，

申报科普奖项需要提供3套科普作品，

我申报的系列科普读物由12本图书组

成，3套图书共36本。据同事说，当她

把我的材料上报时。36本图书几乎堆满

一个办公桌面，许多人感到惊奇。北京

市和中华医学会奖项很少有一个人单

枪匹马完成的，但是我做到了，我是这

两个奖项‘第一’和‘唯一’的完成人，

有点／J,d,的骄傲。”

201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的奖品之

一是一座玻璃奖杯。可以由个人保管。

但是，张光武领奖后立即交给了医院。

他说：“成绩说明过去，科普没有完，我

还要继续努力。”

言百姓所言，著百姓之书

“我科普创作的初哀很简单，就

是觉得老百姓需要，所以我写的东西一

定要贴近老百姓。当初也是这样和出

版社达成的共识，我写的书的读者就

是学历参差不齐、没有医学背景的患者

和他们的家属，这就是我的定位。所以

写的东西就不能太‘文艺’。用词造句

不能太专业，必须用老百姓‘能接受’、

‘看得懂’的语言和文字，得贴近老百

姓。”张光武说。

写作有多种手法。科普创作同样

如此。但站在患者和普通老百姓的角

度，张光武还是选择了最适合他们阅读

的方式——模拟医院门诊的“问答方

式”，用以阐述医学专业内容。并尽量

避免使用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术语。将深

奥的医学概念用大众通俗的语言来表

达，同时配以较多的插图。做到图文并

茂，使读者能够基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

科学素养，接受和理解防病治病的专业

知识，从而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

同时，兼顾基层医务人员阅读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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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武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张光武在写作过程中还注意了知识传

授的系统性。为此。在每本读物中他都

加写了“概述”或“基础知识”等章节，

有利于医务人员将该作品作为“手册”

阅读和参考。

“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可能为了一

个疑问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大都是从

中去找需要的问题，你把这些问题都

理清楚之后，他们找起来就方便了。而

且一定要通俗易懂，这是首要的，所以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语言。现在很多人写

科普作品追求文采，但是不能本末倒

置，这些书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就必须

通俗易懂。”张光武说，“还有一点非

常重要。你要写的东西一定要是老百姓

关心的事儿，比如做完手术以后要怎

么做功能锻炼、什么时候拆线等等这

些病人最关心的问题。”

除了创作科普图书外，张光武几乎

每个月都会到社区为居民讲课。他工

作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管理着4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所辖居民大约24万

人。居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成了张

光武最忠实的听众。与他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他们之间不仅是专家和居民、医

张光武在社区为群众提供咨询

生和患者，更是朋友和知己。

“怎样预防骨质疏松?”

这是张光武讲课时最常被问到的

问题。而他的回答让记者忍俊不禁的

同时却又印象深刻。“怎么预防你先

别想，你要想什么呢?老头儿、老太太

千万别摔跤，你一摔倒就惨了，那骨质

疏松症所有的并发症可能都到你—人

儿身上了，你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了，

你家人的生活也都得受影响。要是你

不摔跤。无形之中就为你家人减轻了负

担。所以老百姓预防骨质疏松最重要的

就是不摔跤。”就是“不摔跤”三个字，

张光武让老百姓知道了骨质疏松症的

危害、并发症和预防要点，使社区的大

叔大妈们二下明白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

关键。许是多年来的讲课经验，张光武

的声音极富情境性，也让听众在轻松之

余、微笑之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传

递的防病治病知识和信息。

“他们问怎么预防摔跤?我说你

别怕脏，出门的时候你扶一扶你们家的

那个扶梯，虽然现在咱家上下楼的扶梯

上灰有点多，但是总比你摔一跤吃喝拉

撒都在床上干净多了。大叔大妈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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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这么回事儿!”张光武笑道。“同

样的讲课，如果照本宣科的话，最后可

能全忘了，但要是转化成老百姓的语

言，效果就会非常好。所以做科普还是

有技巧的，需要认真琢磨。首先你要有

责任心、有热情，然后你再想想该用什

么方法、什么语言吸引住老百姓，让他

们觉得有收获，不着急离开，这就是成

功，这时，你才能谈宣传效果。当然，讲

课、宣传要分析对象。如果面对上了年

纪的居民，宣讲时间绝对不能超过1小

时，一定要在有限时间内，把‘干货’抖

出来，否则年纪大的人会走神，有人要

回家做饭，有人尿也憋不住了。”张光

武笑着说，“所以，在讲课时我会编几

个小笑话，让他们一笑，精神就集中了，

也不着急回家了，效果就好啦。”

这20年来，张光武前前后后已完

成十数本骨科科普图书的创作，总计超

过两百多万字，总印刷次数为36次，全

部发行数量超过36万册。都是利用业余

时间完成的。而在写作之外，他主持的

大大／J',／J,的科普讲课更是不计其数。

“这36万册书是有据可查的，就

算一本书只有一个人看，也有36万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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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们当医生的。一生也不可能看36

万个病人。所以说。科普是把我们的能

力和影响力放大了，把我们对社会的贡

献也扩大了。”张光武说，“我觉得。当

骨科医生是事业．科普也是我的事业。

随着年龄增加。开刀做手术的机会可能

就会逐渐减少。但是你去做科普，给老

百姓讲防病治病知识就成为人生的一

种责任。我14岁当兵，18岁入党。也是

一名老党员了，所以我总觉得，活在这

个社会上就应该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

儿有益之事。”

经常有人对张光武两百多万字的

“科普工程”感到惊叹，特别是中国的

外科医生都非常的繁忙，似乎抽不出

空再来搞写作。这时张光武便会淡淡

地为对方算一笔账：两百万字是20年

完成的，一年10万字，一个月8000字，

一天也才200多字。“咱们随便写一张

便条，发几条短信、微信可能就是几百

字。所以。看似偌大的‘工程’，其实真

正分到每一天并没有多少。压力并不

大，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关键

是你能不能坚持。多年的科普写作，我

对鲁迅先生那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

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

了’体会特别深。”张光武说。

莫问收获，但求耕耘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多年来的科普图书创作生涯，也

让张光武积累了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

“要把学术性的语言转化成老百姓的

语言，那你首先就要去读学术著作。你

不读，连概念都不清楚．那你怎么能

让老百姓清楚?”张光武介绍，这些年

来。为了骨科专业的科普宣传，他几乎

将骨科所有的知识都写了一遍。

“除了股骨头坏死，因为我们这

类病人比较少，所以没有写，其他的专

业，如创伤、骨折、关节炎、椎间盘突

出、人工关节置换，包括手术前后该怎

么做，等等。几乎都写了一遍。”书读百

遍，其义自现。如今，同时兼任北京大

学医学部外科学硕士生导师、教授的

张光武，跟学生讲课时几乎从不用看教

案，“我们开玩笑说，那些知识都放在

心里了。”

“这些都是依靠多年来的读书经

验。你自己都糊里糊涂还怎么带学生?

还有一点，科室和专业发展到一定程

度，靠什么支撑?靠基础理论支撑。做

手术，其实到最后慢慢地谁都会做。但

是，如果我们和国内高水平的科室比

较，差在哪里?其实就差在基础理论的

掌握和研究上。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

科室的建设也好。个人的专业水平也

罢。都需要读书。”张光武说。

在科室里，张光武对年轻人最常

说的话就是抓紧时间多读书。而阅读

大量的学术著作，有了更／Jilt[．实的基

础知识，专业水平自然随之提高。不管

行医还是教学都更加的有底气。“所以

科普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张光

武说道。

然而，做一件事简单，难能可贵的

却是坚持。滴水穿石的道理每个人都明

白。但真正能做到持之以恒的人却是凤

毛麟角。

“我每次都对他们说，一定要坚

持，人生就是靠坚持。”对于身边的年

轻人，张光武总是不吝于时间和精力悉

心教导。而周围的人也同样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什么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品

质。为了普及医学常识，他可以每天埋

头于图书创作。默默无闻；为了保持身

体健康。他可以连续20年坚持游泳，从

不中断。

“我最骄傲的就是在医院工作了

30多年，从没有哪一个人看见过我抽

烟喝酒，一次都没有。当然，我也从来

没有碰过那些东西，我觉得做人应该

严格要求自己。现在我们科室搞身体检

查，我的身体素质甚至能排在许多年轻

人前面。”说到这里，张光武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笑意，良好的身体素质也实在

让人难以想象眼前的人已是一位年过

花甲的老人。而同样令他感到开心的

是。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孩子同样热爱

读书，“所以我感N!IP-常自豪，觉得为孩

子做了榜样。”

一盏灯。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

摞厚厚的书籍⋯⋯20多年来，这些便是

每晚陪伴张光武写作的“良师益友”。

其实，除了“埋头”创作科普作品

外，张光武还是一个性格开朗、爱好

广泛、情感丰富的人。他痴迷摄影。工

作之余，遍访国内外名胜古迹、名山大

川。拍摄了万余张摄影作品。部分作品

发表于报刊；他迷恋书法，临池不缀

几十年。颇有心得，作品参加过书法展

览；他爱好集邮，其专题邮集“骨骼的

故事”在邮展中获奖；他热衷文学创

作。写作的散文、游记常见诸报刊、杂

志和网络，被接纳为北京写作协会会

员；他更钟情于医学人文事业，除了科

普创作，他还会在骨科学术会议上讲

摄影、讲集邮⋯⋯每天忙忙碌碌，乐此

不疲。多方面的爱好和涉猎，为他的科

普创作注入了人文活力。极大地成就了

他的科普事业。

莫问收获，但求耕耘。张光武的人

生其实很简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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