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下的医者仁心

生死相托二十四载
接力手术消除沉疴

经过连续 14 小时手术，仁济医院胆胰外科
王坚团队成功救治复杂肝门胆管结石患者

徐小楼 （化名） 的腹部终于不痛

了，17 年的旧疾，非经历者难以体会这

种生不如死的折磨。 日前，上海仁济医

院胆胰外科王坚团队采用 “围肝门技

术”为这例罕见的复杂肝门胆管结石患

者成功手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期，
徐小楼终于进入了全面康复阶段。

连续 14 小时手术，终于解除病人

17 年的折磨，午夜走下手术台、几近累

瘫的王坚说：这很值。 对这位医学教授

来说， 这台手术还有一层深意，24 年

前，正是王坚的老师、人称“东方一只

胆”的施维锦教授给徐小楼开的刀。 时

光流转，当年的开刀医生已不在，而今

年，病人再度走进他信任的医生诊室。

17 年腹痛折磨， 没有生
活只求生存

徐小楼，63 岁，17 年来右腹痛反

复折磨着他，胆道感染造成的高热、肝
脓肿以及其他并发症， 更是时刻威胁

着他的生命。
老 徐 得 的 是 严 重 的 肝 门 胆 管 结

石，常常需要住院，但消炎治疗只能缓

解症状，用不了多久又会发作。于是十

多年来，老徐频繁往返于医院和家，如
幽灵般无时不 在 的 疼 痛 让 他 不 愿 外

出，没有了生活，只剩生存。
由于结石已堵塞大部分胆道，造

成胆汁淤积，使老徐大部分肝脏萎缩、
无功能。如果不及时手术，他的肝脏将

全部硬化坏死，届时将直接危及生命。
但是因为病程太长， 加之肝门附

近的解剖结构复杂、空间狭小，患者又

有胆囊手术史， 并长期遭受结石和炎

症的折磨，手术难度大增。 更何况，老
徐严重萎缩的肝脏和胆道炎症， 更让

手术充满了不确定性。
老 徐 跑 过 一 些 医 院 寻 求 根 治 办

法，但谈及手术，医生总是摇头。 医学

文献摆在那里，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例

类似手术的报道，成功的先例太少了。
今年 4 月， 走投无路的老徐走进

仁济医院胆胰外科王坚教授的门诊，
他希望这里是能解决他问题的 “最后

一站”。

病人健在，当年开刀医
生不在了

翻看老徐厚厚的病历， 王坚很清

楚，这手术不好做；但不做，病人太痛

苦了。王坚想迎难而上。与老徐的交谈

更坚定了他的想法。 原来，1993 年，老
徐也曾慕名到仁济医院，当时 66 岁的

我国胆道外科专家施维锦教授给他做

了胆囊切除+胆总管空肠吻合术 ，手

术很成功。
“24 年前，我刚毕业，看着老师手

术，我记得这台刀。 ”王坚说。
施维锦是我国胆道外科的开创者

之一，外号“东方一只胆”是业内对他

的极高褒奖。 2015 年他 88 岁之际，在
参加疑难病例 会 诊 时 倒 在 了 手 术 台

旁， 老先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钟爱的

外科事业。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 施维锦为

徐小楼提供了最好的治疗， 但由于肝

门胆管结石是易复发的疾病， 而他的

病情又非常复杂。七年后，徐小楼的病

情复发了。
捧着这份病历，王坚觉得很沉重。

这些年，在仁济医院胆胰外科，每年要

完成 4000 多例胆胰手术，这里还是上

海腹腔镜胆囊切除例数最多的科室。
他们每天要面 对 很 多 具 有 挑 战 的 病

例， 但这个老病人到访， 让王坚这个

“胆大、心细”的外科医生更添一份触

动———对这次跨越 24 年的手术，他说

是“接力”，接力的不只是对病人的救

治与责任， 也是老师传承下来的医德

与医术。
手术最终定在盛夏 6 月一天的早

晨 9 点，仁济医院东院外科手术室，王
坚站上了手术台。

临床罕见，小小“备肝”
苦苦支撑

即便手术前做好万全的准备，手

术刀没划进身体，一切依然是未知。这
台手术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手术开

始后，大家发现，徐小楼的腹腔情况比

预估的还要糟糕：上腹严重粘连，肝门

胆管被泥沙样结石和脓液堵得水泄不

通， 硬生生将胆管撑到了成人手指般

粗细，肝左叶也充满了大量结石。
最令人吃惊的是， 萎缩失去功能

的肝脏体积占到了总体积的 90%，只

剩下体积最小、 被认为是无用部分的

肝脏尾状叶还在苦苦支撑。
肝尾叶被王坚教授称为 “备肝”，

它只占整个肝脏约 1/20 的体积。 正常

情况下， 肝尾叶类似阑尾没有太大作

用，可在老徐的身体里，由于大部分肝

脏萎缩、失去了功能，身体就开启了神

奇的代偿机制，“备肝” 竟长到了与原

来肝脏差不多的大小， 并担负起肝脏

的很多功能。
“这是生命的神奇，也是医学的奇

迹。 ”年轻医生感慨，从医多年来首次

看到这一罕见现象。
如此复杂、 少见的手术首先要敢

开， 而要保证手术成功和老徐今后的

生活质量， 则必须靠精细。 王坚和同

事们一点点仔细剥离、 切除着无用的

肝脏， 将充满结石炎性的胆管一根根

找到、 清理。 他们还要保留可以发挥

功能的肝尾叶及胆道———手术后，老

徐的机体还指望着这部分肝脏发挥作

用……手术进行了 14 个半小时，午夜

11 点多手术成功完成。
全面康复了， 老徐对这群医生竖

起大拇指，感激不尽。 王坚说，这是对

老师医术、医德的完美“接力”，也是对

老师的最好纪念。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这些年王坚 （右一） 带领仁济医院胆胰外科挑战了很多 “不可能”， 成

功完成了大量疑难手术。 尔谊摄

良性胆道疾病也凶险

王坚介绍，复杂肝门胆管结石可引起严重并发症，是良性胆道疾病死
亡的重要原因。王坚团队在“精准外科”理念的倡导下，为多名复杂肝门胆
管结石患者进行了手术，均获成功。王坚还提醒，胆结石虽是良性疾病，但
其并发症往往是致命的，应引起重视。 有手术指征患者应及早手术治疗，
术后要严格注意饮食结构和饮食卫生， 防止结石复发， 从而提升生活质
量，改善疾病预后。

中国天文爱好者在美国爱达荷州维泽观测日全食。 戴建峰摄

上海代表团将出征全国学生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张鹏 通讯员焦苇）

昨天，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上海代

表团正式成立。 通过层层严格筛选， 本

届运动会上海代表团总人数为 565 人，
他们将出征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将于 9 月

3 日至 16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 将

有来自全国各地 34 个代表团参加， 参

会人数近万人。 本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是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和全国中学生运动会

合并改革后的首届学生运动会。
运动会共设足球、 篮球、 排球、 乒

乓球、 羽毛球、 网球、 田径、 游泳、 武

术 、 健美操 10 个大项 ， 分大学 甲 组 、
大学乙组、 中学组 3 个组别， 部分项目

分预赛、 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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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剧之光点亮申城校园
“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面向沪上大中小学教师开班

暑假已近尾声， 向明中学语文教师

顾月云最近正在酝酿新学年的 开 课 计

划。 回顾此前在“百·千·万字剧”编剧工

作坊度过的 15 个日夜，她郑重写下“剧

本与创意写作”几个字，因为她要“把戏

剧的种子播散出去”。
顾月云提及的这个工作坊， 由上海

戏剧学院编剧学学科带头人、 博士生导

师陆军教授于 2015 年创立，去年已举办

过一期。 今年夏天，38 名来自上海部分

中小学的教师在 15 天的封闭式“魔鬼训

练”中，了解剧本创作的本质，感知戏剧

教育的魅力。
戏剧教育在国外的中小学以及大学

早已普及， 这被认为是一种独特而全面

的育人形式，对孩子的人格培养、能力开

发， 以及校园文化的构筑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陆军说，校园往往也是培育优秀

戏剧创作人才和优秀原创剧本的土壤，
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一批热爱并了解戏

剧的“播种人”———这就是编剧工作坊的

创立初衷。

戏剧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育人环节

课本剧， 早已进入上海中小学的课

堂，但是在大多数学校，参与课本剧的学

生也并不多。 曾经多次有中小学教师向

上海戏剧学院提出， 让戏剧早日以课程

和教材的形式走进上海中小学生的日常

学习生活。 而这也与一直从事上海学校

“大师剧”创作的陆军一拍即合。
事实上， 国外的各类教育实践和教

育理论都已证明， 戏剧教育是育人环节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陆军说，首先，戏
剧是一项契合孩子天性的艺术形式，因

为表现欲、 运用肢体和表情的能力以及

感知情感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而戏剧可以帮助孩子们释放这些天性。

更不用说， 戏剧教育还是一项跨学

科的育人形式。 仔细分析目前常见的艺

术课程———音乐、美术、舞蹈等，你会发

现它们都是相对单一的艺术形式， 但戏

剧却包含了文学 、音乐 、交际 、思考 、协

调、 想象等各种综合能力的应用， 而且

“戏剧可以培养人的自信”。
戏剧最独特的魅力在于治愈人的心

灵。陆军提到，如今很多人缺乏正确的情

绪输出渠道，一旦积压得久了，就容易出

现心理问题。 但戏剧却是一种很好的抒

发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还能获得其

他的情感体验，获得更大的同理心。
关于戏剧的育人功能， 杨浦区工读

学校化学教师李轩扬的感触很深。 他前

后参加了两期工作坊的学习， 希望通过

戏剧找到治愈 “行为偏差生” 的良药。
因为， 在长期工作中， 李轩扬发现， 产

生不良行为的一大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归

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但当这些孩子参与

剧本创作和表演的时候， 他们从中获得

了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 审美能力，
也多了很多积极的情感体验和融洽的团

队相处经验。 更宝贵的是， 他们多了一

份对自己的认可以及对学校和 戏 剧 的

爱。 李轩扬说： “也许， 戏剧中蕴含的

人性光辉能帮助更多的 ‘迷途羔羊’ 回

归正道。”

培养一批爱戏懂戏的“播
种人”

长期担任校园戏剧评委的陆军还发

现这样一种现象：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

初中、高中、大学，校园戏剧的质量和生

命力没有因学生年龄的成熟而递增，反

而因想象力的缺失而递减。 而且师生普

遍对“戏剧”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偏差。 这

让他意识到，繁荣校园戏剧创作演出，首
先要普及戏剧最本质的创作特征。 而这

一点， 需要一批热爱戏剧并有志于戏剧

教育的老师，担当“播种人”。
基于这个原因，“百·千·万字剧”编

剧工作坊应运而生了。据介绍，工作坊设

有戏剧编剧、微电影编剧两类课程，主要

通过集中授课、命题写作、案例解析三种

不同的教学方式， 循序渐进地将学员们

领入编剧大门。 在 15 天的高强度集训

中，学员们需要围绕“戏核、戏眼、戏骼”
三要素，对应百字剧、千字剧、万字剧的

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38 名学员中， 大约

一半的人此前没有任何编剧训 练 的 基

础，“很多学员是普通的语文老师、 音乐

老师、美术老师、社团指导老师”。 因此，
严苛的“编剧成长模式”给他们带来了很

大的挑战。
顾月云告诉记者，在来工作坊之前，

她只是一个戏剧“门外汉”。当她过上“每
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上课， 晚上接着

头脑风暴， 编剧到凌晨一两点” 的日子

时，经常觉得“要到极限了”。 但是，她的

收获却非常大。新学年开学后，她打算利

用在工作坊的所学所闻， 开设一门编剧

选修课，向孩子们传递戏剧的“火种”，让
他们的心灵更丰富、人生更美好。

“学员们在工作坊学到的不是什么

高大上的技能，而是最简单但最本质、最
管用的戏剧创作特征。 ”陆军希望，这些

“播种人” 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之后，
能够带领更多孩子爱上戏剧，“用戏剧之

光点亮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朱颖婕

“学好数学的秘密不在课堂”
美国数学教育专家尤西斯金认为，初二学生每天花费在练习题上的时间

应为 30 至 40 分钟；到了高中，练习时间可增至一小时

“初中是数学学习的关键过渡期，这
对初中数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

提出了挑战。 ”昨天，美国芝加哥大学数

学系教授扎尔曼·尤西斯金在华东师范

大学分享了他多年的教学研究成果，并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在他看来， 学好数

学，除了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之外，还要

从实际生活中提炼数学的思维方式。
作为英文版《一课一练》的编审，尤

西斯金教授以及英国剑桥大学 教 授 提

姆·罗兰都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数学教学

文化各有千秋， 但教学内容却惊人地一

致。这种数学文化的多样性，恰恰为相互

学习提供了条件。

初中是数学学习关键过渡期

作为数学教育专家，扎尔曼·尤西斯

金教授长期从事数学教学研究， 在他看

来，6 至 9 年级是数学学习的关键性过

渡时期，自然而然地，这一阶段的数学教

学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尤西斯金说， 初中学段的数学几乎

涉及学校数学教育的所有重要概念。 如

数、变量、图形的性质、统计量、定义、归

纳等等。
他举了个例子:“简在 4 次测试中的

平均得分为 87 分。她在第 5 次测试中需

要得到几分才能使她在这 5 次测试中的

平均得分为 90 分？ ”尤西斯金的问题刚

一抛出，不少精于“计算”的中国老师立

刻按照算术方法得出了正确答案。
尤西斯金摇摇头说：“没错， 这道题

看上去似乎利用算术方法可以最快得到

答案。 而实际上，中学数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采用代数方程来解题。 ”因为，
在实际数学应用过程中， 学生从算术过

渡到代数问题时常会遇到“障碍”———这

看似是学生思维的缺陷， 但却可以通过

老师的引导来解决。在这样的题目中，如
果通过列举代数式来解题， 简的第 5 次

考试从 0 分到满分所有的考试结果都能

从一组数据中得以呈现， 甚至可以画出

曲线图， 从而让初中生通过逻辑演绎与

推理，准确理解“从两个数的运算到多组

数的统计”。 事实上，这往往是很容易在

数学教学中缺失的部分， 甚至会影响到

学生未来的逻辑思维发展。

学好数学的 “密码 ”在家
庭教育中

尤西斯金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做出预

期：“教师在教学时必须自己对所教学科

有深入的学习。 在教师能够开发出强大

的教学工具前， 必须熟悉该学科的探究

过程以及交流的用语， 还要理解那些学

科的信息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
尤西斯金的两个孩子分别就读于斯

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与妻子均从

事数学教学和研究相关工作，数学几乎成

了他们家庭的第一语言。他的家庭教育经

验是，从实际生活中学习数学。 比如在用

微波炉的过程中， 看着倒数的计时器，两
个孩子学会了如何倒着数数。“其实，所有

孩子都能学好数学，学好数学的秘密不在

于课堂，而在家庭教育中。 ”
作为英文版《一课一练》的编审，尤

西斯金甚至将书中所有试题都 做 了 一

遍。 他说，相比做题目的数量，他更在意

学生解题的时间。 凭借以往的经验他认

为， 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每天花费在练习

题上的时间应为 30 至 40 分钟。 到了高

中，练习时间可以增加至一小时。

数学是全宇宙的通用语言

“尽管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不同，总
体而言， 世界各地教授的数学内容却惊

人地相似。 ”1991 年，尤西斯金首次来华

考察。 他发现，上海的中学里，每个班级

有 45 名学生，几乎是美国中学班级学生

数量的两倍。 在这里，每堂课授课时间是

45 分钟，学生可以利用 15 分钟课间时间

如厕、休息或稍作运动；而在美国，课间只

有 5 分钟，不少美国教师都担心学生因得

不到充分休息而影响课堂学习效果。
在听课过程中， 并不懂中文的尤西

斯金却能看懂中国教师的授课内容。“这
名数学教师讲述了一道几何证明题。 同

样的知识点， 在美国八年级的课堂中也

有体现。 ”他说。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有

言：“宇宙是用数学语言编写的。”对此尤

西斯金感叹道：“我们的体制可能不同，
但从数学、科学、体育、音乐和许多其他

活动都可以看到， 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多

样性，可以让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 张鹏

月影下分享“地球上最壮观天象”
超级日全食如期而至，中国天文迷热情“追日”

北京时间昨天零时 04 分， 横贯美

国全境的日全食如期而至。从俄勒冈州

的林肯海滩开始，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

尔斯顿，在整个日食过程中，来自全球

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汇聚到约 100 公里

宽的全食带，终于等来了月影扫过头顶

的那一刻美景———如钻石璀璨的贝利

珠、瞬间放光的日冕，以及水星、轩辕十

四等紧邻太阳的星辰。 近百位中国“追
日者”，或挈带家小，或相约朋友，或孤

身前往， 分布在全食带的不同地点，通
过朋友圈、微博，乃至自媒体直播，分享

这地球上最壮观的天象。

算好提前量星夜赶赴观测点

从 8 月 9 日起，中国天文迷就陆续

飞往美国，开始了“追日”之旅。 在抵达

真正的目的地前，首先饱览了英仙座流

星雨。 直到 18 日、19 日，开始奔赴预定

的观测点。
没想到， 这远隔 38 年再次降临美

国本土的天象奇观，竟然让交通便利的

美国遭遇了一次大堵车。在最热门的观

测区域之一———俄勒冈州马德拉斯市，
前往营地的车辆一路堵了几十公里。这
是美国日全食较早到达的城市，由于历

史气象资料显示，该市日食当天的晴天

概率是全线所有城市中最高的，所以很

多铁杆“追日者”都将这里作为日全食

观测的首选地。 据当地媒体报道，俄勒

冈州有超过 3 万人支起临时帐篷，以欣

赏日全食。 当地政府表示，这可能是有

史以来俄勒冈州最严重的交通堵塞。
获悉这一信息，不少中国天文迷出

发时都算好了提前量。由于住宿在全食

带外，所以不少人连夜开车，奔赴观测

点后，再在车内小憩。 有的则凌晨三四

点出发，只求确保在日食开始前就位。

日全食成科普好时机

对天文爱好者来说，最能显示“人

品”的，就是在各种天象出现的时候，云

朵适时避让，称为“人品云”。 从一个月

前起，打算赴美的天文迷就不断关注天

气变化：北美山火引起的雾霾、云图上

预告的高低空云量变化，都会让他们仔

细掂量，究竟要不要调整观测点。
不得不说，碰到这样的天象，NASA

的科普的确非同凡响。为了让更多美国

年轻人体会到天文现象的魅力，NASA
启动了庞大的日食气球计划。来自美国

大学和高中的 57 个团队在全美境内超

过 30 处同时实施高空气球发放， 利用

高空气球从临近空间观测日食，并将视

频和图像发送到 NASA 的网站。这些挑

战为参与其中的学生提供千载难逢的

训练机会。
对于更多人而言，即使没有赶赴全

食带，利用日食这一特殊日子，感受科

学原理，同样乐在其中。 最普遍的科学

小游戏就是小孔成像。 平时，通过密密

层层的树叶间通过小孔成像落在地上

的太阳影子都是圆形的，只有日食时候

才会是月牙一样，这是特别能让人感受

到这一光学原理的一刻。在硬纸板上戳

出一排小孔，让阳光通过，并落下一排

月牙般的影像，拍下照片纪念这次日全

食，成了不少爱好者必做的一件事。

下一站，智利

从四川成都赶到美国俄勒冈州与

爱达荷州交界的维泽小镇，常捷也观测

到了完美的日全食。 这次，他还带来设

备， 在斗鱼网站上进行直播。 “信号稳

定，直播效果不错。 ”他说，能够和地球

另一端的国内朋友分享这天象奇观，真
是非常开心和满足 ，“NASA 的直播还

看到了空间站凌日，以及日珥喷射。 真

太奇妙了！ ”
在美国追日群里，月影还没挪出美

国大陆， 要求群主组建 2019 年智利追

日群的呼声已经出现。 一位爱好者说，
他的家人看完后， 立刻要求下次继续

“追日”。不过，接下来几年，日全食出现

在南美洲、南极洲，到达全食带的难度和

所需费用也急剧上升，有资深“追日者”
说，基本会达到甚至超过北极日全食。对

“追日者”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梦想。
2019 年 7 月 2 日，智利日全食，你

去吗？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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