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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疗”也是治疗的一部分，跟药物一样不可替代，
有时甚至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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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152021.9.27 星期一 责任编辑：何黎/版面设计：张晨/责任检校：姚清

“ 最 近 心 情 好 些 了

吗？”

“不太好！”

“为什么？股票又下

跌了？”

“夏医生，不是因为股

票，是因为你最近没有写

幽默笑话，所以我不开心

了。每当我不开心的时

候，总是想去看看你的微

信朋友圈，看后就会很开

心。”

“好的好的，我今晚回

去就写。不过看微信可

以，可千万别上瘾。”

这是近日浙江省中医

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夏永良

在坐诊时与患者的一段对

话，乍一听像是在扯闲篇

儿，实则却隐藏着这位医

生的良苦用心。

在门诊中适时地逗患

者开心，并将其中一部分

有意思的对话分享到微信

朋友圈，从而将快乐和正

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夏

医生已坚持做这件事数

年。他说：“‘话疗’也是治

疗的一部分，跟药物一样

不可替代，有时甚至能发

挥意想不到的功效。”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鲍航行

周一全天都是夏永良医生的专家门诊时间，原本上下

午都限号 30 个，可往往是各地的病人慕名而来，还没上班

就挤在诊室门口等着，他看着实在不忍，都尽可能给他们

加号，常常一天得看上百号病人。

怎样在更有限的时间里快速找到病人的症结所在？

夏医生在20多年的诊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话疗术”。

“不好意思，你们是在开会吗？”一位帅小伙推门走进

诊室，看到十来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夏医生坐，以为自

己走错了门又退了出去。

“快进来，你没走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未来的名

医。”夏医生赶忙一边解释一边招手示意小伙到诊疗桌边

坐下。

等小伙一落座，夏医生就把他的手拉过来把上脉。小

伙的神色欠佳，一搭上手，夏医生还感觉到了他的紧张，于

是主动发问：“你哪里不舒服？”

“医生，我常常感到疲劳，稍微一动就出很多汗，应该

是亚健康，想喝点中药调理一下。”小伙低声说，还有点磕

巴。

夏医生看着他的眼睛，敏锐地发现眼神在飘，又看了

看舌苔，笑着问道：“有女朋友吗？”

小伙当即愣了一下，但很快回过神来回答：“以前有，

现在没有。”

“那你平时下身出汗多吗？”夏医生紧接着追问。

“是的。”小伙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最后看了看夏医

生真诚的眼神，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难言之隐，并和盘托

出自己的症状和困扰。

夏医生一边听一边点头，这下病人描述的症状与脉

象相对应，说明他说的是真话。“你是肝郁肾虚，工作生活

压力太大、紧张导致的，而那方面的表现不好让你情绪变

得更糟糕，如此往复，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夏医生帮小伙

分析了病因，紧接着拍拍小伙的手，宽慰道：“放心，吃点

中药，会好起来的！但你自己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不能

熬夜，适当锻炼，特别得学会调节情绪，整个人就会变得

更健康有精神。”说罢还攥拳做了个加油鼓劲的动作，“每

天要告诉自己，今天要开心！”

用适度玩笑快速拉近医患距离
让他们和盘托出最真实的病症

类似的小故事在夏医生的门诊中不时上演，据

相关心理学研究，两个陌生人要彼此放下戒备聊天，

起码需要15分钟的时间，可医生在门诊时显然没这

个条件，尤其在面对某些私密疾病患者时更难，在夏

医生看来，恰到好处地开点玩笑是拉近彼此距离很好

的办法，而且，对后续治疗的依从性也有提高作用。

“夏医生，上星期来开的药一点也不好吃！”

“药哪有好吃的？”

“去年来看病，你给我开的药就很好吃！”

“去年你是不是表现得很好？因为没有愁眉苦

脸的样子！咖啡有猫屎味的咖啡，有些中药的口味

也会重一些，表现得不好只能是后者了。”

“夏医生，我来你这里就很开心，不吃药也会好

很多！”

“那这次就多开心一会儿，不用吃药了。”

这是夏医生 8 月 27 日发在朋友圈的幽默笑

话。患者是一位 56 岁的女性，来杭州帮着带孙子，

因为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和难免磕碰的婆媳关系，原

本是急性子的她更加烦躁，但又无处倾诉，甚至还出

现了较为严重的失眠。在听患者倾诉的过程中，夏

医生因势利导，结合望闻问切四诊，发现她的主要问

题是肝胆郁热、脾胃虚寒，于是给她开了柴胡桂枝干

姜汤，因为放了干姜，有些辛辣的味道，口感确实不

太好。不过，经过诊间的一通玩笑之后，患者欣然接

受，笑眯眯地表示一定回去乖乖喝药。

“心理对身体的影响其实非常大。现代医学中

就有个分支学科叫心身医学，其实中医也很重视心

身的相互作用，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情志对人

体及疾病的影响。到了清代，名医叶天士更是提出

‘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意思就是得通过转移

注意力调整情绪来疏通内心。”夏医生说。

在门诊中，绝大多数人夹杂有情志问题，因此，

医生在治疗的过程中，不光得用对药，还需要适度帮

病人打开心中的郁结。在夏医生看来，治疗疾病也

不光是医生的事，病人自身才是关键，药物也许只起

三分作用，可如果医生能引导患者，帮助其调节情

绪，保持心情舒畅，或许能让病好四分或五分，当然

剩余的还得是病人自己做好各方面的调整。

夏医生坦言，在忙碌的一天门诊和教学工作结

束时，他也常会感到疲惫，但他会在第二天门诊前迅

速调整，暗示自己“一定要开心”。比如，在早上出门

时，他就暗暗告诉自己“不要着急，今天的任务就是

得摸完百来个人的手，一个一个摸吧。”而在繁忙的

门诊过程中，他也尽量不去留意叫号系统还有多少

患者，看不到数量就不会那么有压力，时不时让眼睛

“偷懒”，但手依旧得勤快。

绝大多数患者夹杂着情志问题
医生的幽默有时比吃药更疗愈

这位中医内科专家的独门秘笈：

用适度玩笑快速拉近医患距离

患者找他看病
一不小心就被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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