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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下新坊村有个医学世家塘下新坊村有个医学世家

祖孙三代祖孙三代88人从医人从医

爱默生说：“只要生命还可珍
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远倍受崇
拜。”古今中外，医生救死扶伤的佳
话不胜枚举。在塘下，有个医学世
家，四世同堂的家族祖孙三代、一
门 8 人曾从事过医疗卫生事业（包
括一名在读研究生），他们工作在
中药调剂、呼吸内科、神经外科、血
管外科等岗位。虽然在不同的工
作岗位，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是一
样的，那就是尽己所能帮助病人解
除疾病困扰。近日，记者走进这个
医学世家，听听那些从医背后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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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陈延龄出生于塘

下新坊村，家有兄弟姐妹 4

人。“长兄如父”，身为长子的

陈延龄 13 岁就开始做点小本

生意，减轻家庭负担。22岁那

年，他跟着当地村民到温州进

药，之后将药卖给当地药房赚

点差价。后来，他跟着高楼的

一 位 中 药 调 剂 师 当 学 徒 。

1958年，陈延龄进入塘下区社

区卫生院，成为一名中药调剂

员，直到1986年退休。

28年的中药调剂员生涯，

陈延龄至今记忆犹新。“那时

候的医院不像现在这么大，场

地、设备都和现在没法比。”陈

延龄说，当时塘下区社区卫生

院在鲍田、场桥、塘口、仙岩

（当时属塘下管辖）、罗凤等地

都设有分点。由于场地小，许

多分点的药房只能租在附近

的民房里。

陈延龄一开始被分配到

仙岩分点。那个年代，分点的

药物种类不像现在这么齐全，

有时缺了几味，得去瑞安城区

或者温州市区进货，来回得一

天。到温州市区进药的人太

多，有时仅排队递交进货单，

就得等上 40 来分钟。交了进

货单到提取中药，等待的时间

更漫长。陈延龄有一次等了

三四个小时，以至于错过回塘

下的轮船，最后只能坐小船回

卫生院。

“走上医疗卫生这条路，

就不能怕苦怕累。”陈延龄回

忆，上世纪 60 年代初，塘下地

区爆发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

病，当时卫生院的全体工作人

员忙得不可开交，几天没睡是

常事，陈延龄也是其中之一。

“这种病会传染，你们不

怕吗？”

“我们要是怕了，病人怎

么办？”

做了一辈子的中药调剂

员，陈延龄退休后仍有割舍不

掉的情结，每当看到年轻的医

疗卫生事业工作者，他总会不

由地感慨：“现在的娃娃不得

了，研究生、博士生比比皆是，

我刚到卫生院时大多是小学、

初中学历呢！”

陈延龄在看报纸

李春孟在手术室李春孟在手术室 王智慧王智慧

把青春献给了医药事业

记者：家族这么多人从事

医疗卫生事业，平时聚会会讨

论医学方面的事情吗？

李春孟：几乎不会。医生

是一个繁忙、重压的职业，专业

方面的平时在单位里已经讲得

太多了，总是神经紧绷，因此不

想把紧张的气氛带回家。况且

不同科室之间专业差别大，很

难深入涉及对方的领域。

记者：一门走出好几位医

生，你们家族的身体状况会不

会比普通家庭好？

王智慧：一般区别不大。

医生虽然知道很多养生方面的

知识，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很难

做到真正花时间调理，还容易

出现职业病，比如胃病、椎间盘

突出等。不过对待治疗，我们

会相对科学和淡定。比如遇到

小孩感冒发烧，有些家长可能

会手忙脚乱，马上带孩子打针、

吃药，我们会给孩子物理降温，

让他们多喝开水。

记者：很多人在本行业里

深耕多年，深知艰辛，因此不愿

下一代重走自己的路，你们怎

么看？

陈延龄：我是穷苦家庭出

来的，所以希望子孙后代生活

得越来越好。以前我总认为越

忙碌越有出息，因此非常希望

后辈们从医。现在只要看到他

们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我就心

满意足了。

王智慧：每个行业都有各

自的辛苦和不易。我不会刻意

让我的孩子从医或者不从医，

放手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记者：像你们说的，医生压

力大、忙碌，那么支持你们坚持

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李春孟：可能是使命感和

成就感吧。有一次，一个腹主动

脉瘤破裂的病人送到我的科室，

这类情况是九死一生，加之对方

是从县级医院送来的，已经耽误

了一些时间。该病人在我们的

抢救下重获新生，出院时病人家

属给我们送锦旗表示感谢，那种

成就感无法用言语表达。

记者：如何看待现在的医

患关系？

李春孟：医患关系涉及到社

会、医学、患者意识等多方面的

原因。比如现代医学不断发展

进步，不少医学难题迎刃而解，

但医疗领域充满很多不确定的

因素，加之新的疾病不断出现，

即使医生再努力，有些问题还是

不可避免会发生。不过我相信

随着了解的深入、观念的不断改

变，医患关系会越来越好。

记者：身为家族第一代从

事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辈，对晚

辈有什么期望吗？

陈延龄：我们就是一个普

通的医学之家，不奢求子孙后

代做出多么轰轰烈烈的成绩，

只希望他们秉承“悬壶济世”、

“救死扶伤”的信念，在自己的

岗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工作。

记者来到新坊村陈延龄

老人的家里时，恰逢他的外

孙女王智慧和外孙女婿李春

孟来看望老人。在外孙女的

印象里，陈延龄是一个很严

谨的人，每次抓药都仔细掂

量，“从小看外公抓药，他经

常对我们说，每一包中药都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绝不

能马虎。”由于耳濡目染，王

智慧高考填志愿时选择了医

学专业。在读大学时，她和

同 班 同 学 李 春 孟 因“ 医 ”结

缘。

如今，王智慧是温州一家

医院的呼吸内科医生，李春孟

则是丽水一家医院的血管外

科医生，两人分隔两地，只有

周末才能相聚。说起从医以

来的体会，忙碌是他们最大的

感受。

“半夜被叫去加班是家常

便饭，但既然选择了一个救死

扶伤的行业，救助患者就责无

旁贷。”李春孟说，他们科室每

人有一个工作专用手机号，全

天 24 小时必须开机，随时听

候指示。

说起李春孟的忙碌，王智

慧深有感触。新婚不久，王智

慧休假到丽水看望丈夫。谁

知李春孟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才回到家，刚躺下才两小时，

又被叫去加班。两天下来，两

人相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 3

个小时。“我们都是医生，深知

这行的不易，因此能相互理

解、体谅。”王智慧说。

陈延龄老人的三女儿、四

女儿和四女婿、儿子、孙子、外

孙女和外孙女婿都从事过医

疗卫生事业。也许是因为看

多了生离死别，这个医学世家

更加重视和珍惜亲情。平时

子女们无论在哪里、有多忙，

每周日总会定时给二老打电

话，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晚

辈们回到塘下第一件事就是

来看望二老，给他们带吃的、

用的。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是无声

胜有声的。

现在社会有一种意

识，干一行怨一行，高强

度的工作使家长不愿子

女成为同行。陈延龄虽

深知从医辛苦，但内心深

处认同并尊敬这份职业，

这种意识和氛围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后代。后辈

们从小看他抓药，听他讲

抓药背后的故事，他的一

些理念和行为无形中影

响着孩子。孩子们从小

受医学氛围熏陶，在医学

方面比同年龄的人了解

得更多，加上长辈的期许

和激励，会促使他们产生

兴趣。

（塘下教育学区张德光）

“医生不仅是职业更是责任”

对话医学世家

[有感而发]

家风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

20年前的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