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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医生》：严肃医疗剧展现复杂人性

秀英奶奶：用普通女性的视角端详世界秀英奶奶和杨本芬老人、姜淑
梅老人一样有着相似的写作者身
份——她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有
着丰富的生命历程和社会记忆，用
普通女性的视角从低处打量和端
详自己的世界；她们用和男性不同
的讲述方式，用特有的笔触和口
吻，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青年导演米禾禾执导，唐子
皓、罗大涛主演的电影《我的三平
方》定档于11月24日全国公映。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努力实现教
学梦想的人，因热爱和承诺而执守
三尺讲台，在山村教育发展的进程
中，不遗余力地为之努力的故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梦想站上讲台的
马达，成了一名山村小学的教师。
在和村民的相处中，他了解到山村
厚重的历史，深深地为发生在这片
土地上的英雄故事所感动，并与这
里的孩子们一起，谱写了一曲真善
美的纯真童谣。

影片的导演米禾禾，毕业于南
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大学毕业
后，她成为一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在
江苏卫视《人间》栏目任编导，后担
任新节目研发主创、主编、执行导演
及后期导演，研发的节目有《密室疗
伤》《欢喜冤家》等。2015年至今，
导演了喜剧电影《东北四侠》，编剧、
执导了电影《我的三平方》《足球爸
爸》等，并独立创作了电影剧本《保
质期内请爱我》《无须之祸》《片儿
警》《全程监控》等。此次由她执导
的电影《我的三平方》，曾获第十九
届意大利伊斯基亚国际电影节最佳
影片奖、第七届西雅图电影节最佳
新导演奖等多个奖项。 （钟玲）

日前，反映新时代中国
优秀退役军人创新创业、拼
搏奋斗的新书《追梦 成功转
型的秘诀——中国优秀退役
军人奋斗纪实》，由国际文化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该书由退役军人朱宇
和马长青，历时3年多采写
完成。书中收录了长津湖
战役幸存的“冰雕战士”“感
动中国 2021 年度人物”朱
彦夫，“叫板”国际一流的安
保上市公司“掌门人”、七兵
堂国际安保集团董事长谢
清森，敢与国际品牌竞跑的
退役“班长”、浙江库里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戴虎
斌，从创业致富带头人到乡
村振兴领路人的山东省邹
城市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
宋伟等49位优秀退役军人
的奋斗故事。

他们退役不褪色，转岗
不转志。他们从事安保、医
疗、物流、文化等各个行业，
始终保持刻苦钻研、敢拼敢
冲的劲头；他们不仅自己争
先创优，还带动身边人勤劳
致富；他们虽然离开了部队，
却依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始
终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战
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
援，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
研究院院长、国防部原新闻发言人
杨宇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
大学校长孙宝国，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经济
学家任泽平等联袂推荐。中国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理事长王
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BIMBA商学院副院长宫玉振等，
分别以《尊崇之光照亮追梦之路》和
《军魂与企业家精神》等为题欣然
作序，希望书中的真实人物和奋斗
故事，能够鼓舞和激励新一代青年
胸怀家国天下，用实际行动追梦逐
梦圆梦。 （赵涵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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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林

由杨幂、白宇主演的电视剧《谢谢你医生》于
上周收官。这部剧在央视开播以来，收视稳定破
1，在各数据统计平台也长居榜首位置，获得了

“医患群像刻画得有血有肉”“病例真实，手术场
景专业”“不会刻意煽情，而是带给人思考”等诸
多口碑评价，被网友称为“医疗剧的新天花板”。

这是一部医疗群像剧。桐山医院急诊科新
成立了EICU（急诊重症监护室），参与无国界救
援战地医生肖砚怀着失去未婚夫林志远的伤痛
来到这里，与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生白术一起，
用精湛医术救治一个又一个危急的患者。在日
以继夜的工作中，二人逐渐打开心结，发现了彼
此的相同点和闪光点，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与成
见。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医生们被病人身上发生
的一幕幕人生故事触动，一起经历着生命的考
验、人性的拷问。他们克服分歧、排除万难，守住
了生命保卫战的最后一道门。

剧中的人物性格非常鲜明，不落刻板印象，
设定颇有深意。白术与肖砚，一个代表“理性”，
另一个代表“感性”。白术痴迷研究咖啡豆，工作
中过于锋芒毕露，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追求“机器
一样”的高度冷静和理性。肖砚摩托车飚得飞
快，性格外冷内热，在关注患者病症的同时，更关
心病症背后患者的个人意愿。

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面对生死大事时，
爆发冲突与纷争是必然的。从表面上看，这是冰
与火两种性格的对峙，实际上，它更是“医学”和

“人学”的观念碰撞。“治病”与“救人”并不矛盾，医
学并非冷冰冰的科学，而是饱含人文温度的技艺，
每个医生在拼尽全力与死神竞速的同时，还要面
对跌宕的情感和驳杂的人性。特鲁多医生有句名
言“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恰恰揭示了
医学的局限与温情。剧中的医生对生命的平等对
视和悉心关怀，超越了单纯的职业范畴，彰显了医
生这一职业的社会责任感、生命态度和价值取向，
真实触动并治愈了观众的心灵。

而男女主角身上，也闪耀着人物弧光，他们
的成长不疾不徐、合情合理。肖砚一心抢救病
人，眼睁睁看着未婚夫死在面前，深深自责。她
尘封了自己的心，但在一次次与死神拔河的过程
中，变得愈发坚强。恃才自负的白术，历经与肖
砚的一次次分歧与辩论，他改变了职业态度，学
会了关注病患的情感需求。这是两个人的相携
成长，也是“医学”和“人学”的握手言和。

虽然不乏“文火慢炖”的爱情戏码，但《谢谢你
医生》中，EICU的建设、科室内部的矛盾、疑难杂症
的诊疗、医疗工作者的专业工作的分量均重于小情
小爱，所以严格来说，它是一部严肃的行业剧。

有人说，“在医疗职业剧的创作中，医疗环境

的再现是灵魂。”《谢谢你医生》以单元案例为主
要表现形式，包含了70个左右的大大小小案例，
甚至两天的剧集中就有19个案例，不可谓不密
集。但庞杂之下，却丝毫不显得凌乱、堆砌，而
是在一个个小主题之下，或讲一个经典病例，或
梳理一段人际关系，脉络清晰，节奏适中。在病
例、病人、家属的选择上，每一个都足具典型性：
恩爱到老的夫妇、想保住遗腹子的孕妇、为了非
亲生孩子倾尽所有的父亲、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家属、剑拔弩张的父母和孩子……无不充满
了戏剧张力。

好的台词，更是该剧的点睛之笔。剧中不少
催泪台词，朴实无华，但切合人物身份，感人至深。

台词一，“我可以先救他的！”
故事一开始，肖砚在参与无国界救援手术

时，未婚夫林志远出去找医药箱，被炸伤肝脏，他
坚持让肖砚继续未完成的手术，自己却因为出血
过多离开了人世。肖砚双手捧过那只林志远没

来得及给她戴好的求婚戒指，不愿意接受事实，
自责地哭喊：“我可以先救他的！”

这份遗憾其实无解，无论是医者仁心，还是
人情道义，林志远都不能让她先救自己。所以，
才更让人心碎。

台词二，“我不想走在我老伴的前头，我怕她
照顾不好自己啊”。

商周语言学家陈老住院了，他的枕头下藏着
厚厚的书稿，想在去世之前付梓出版。然而，身
体里的肿瘤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威胁着他的生
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但他不敢在身上动
刀子，年纪老迈，病情复杂，风险太大。他怕万一
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再也无法陪老伴了，他不
放心她一个人活在这世上。

少年夫妻老来伴，陈老的情话像白开水一样
实在，这份朴实的爱令人动容。

台词三，“只要你活着，我们这个家就是全乎的”。
护士长姜杉的丈夫蒋先云遭遇车祸，导致下

半身瘫痪，深受疼痛折磨，又查出了癌症。双重
打击之下，他选择了自杀。虽然没死成，但他还
是闹着放弃治疗，还要起诉医院，索赔一百万，就
为了给姜杉留点钱。

姜杉却不怕拖累，只想让蒋先云活着，因为
只要人在，家就在。她的言辞深深地戳中人心底
最柔软的地方。

还有尿毒症女孩茗茗知道病情药石无灵后，
对收养她的父亲说了一句“我知道，我长不大
了”，直击人心。老夫妻沈沛海和夏清韵一起去
医院，最后天人两隔，只剩沈沛海一个人回家。
白术要帮他打车，他拒绝了，一句“我一个人，不
赶时间”，令人泪目。类似的台词还有很多很多，
不一而足。

不难看出，在严肃的医疗题材之下，《谢谢你
医生》并没有单纯着眼于医患关系这个老套的角
度，而是选择了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患者、患者与
家属等不同的人物关系视角，没有美化，没有神
化，更多面向地展现了生死面前的复杂人性，它
残酷又慈悲，复杂又纯粹，丑陋又美好，这就是真
实的活生生的人。

医疗职业剧发展至今，无论是内容定位、剧
情走向、人物塑造都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对人
性、生死的思考，都在往纵深方向走。但是，也有
一些作品披着医疗剧的外衣，在偶像剧、职场剧
和伦理剧之间反复横跳，结果呢，既不专业，也不
深刻，成了个“四不像”。医疗剧所涉专业知识密
集，一旦出现纰漏，很容易误导观众，半点马虎不
得。再怎么强调戏剧性，也不能失去专业性的

“本心”。否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贻笑大
方不说，还会使谬误广为流传。可喜的是，《谢谢
你医生》交出了合格的答卷，给后来者提供了一
份可供借鉴的样本。

电影《我的三平方》
全国公映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这是一个独特的三口之家。家里的客厅没
有电视和沙发，两面墙上装着玻璃橱窗，分类摆
放着或捡来或收集而来的动植物标本，俨然像一
个小型的自然博物馆。有时，家里静悄悄的，秀
英奶奶和儿子吕永林、儿媳芮东莉组成的“家庭
写作工坊”在三人各自房间的书桌前进行创作；
有时，三人会坐在客厅，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秀
英奶奶刚刚完成的文章或手绘作品。外出时，喜
欢大自然的三人最爱去公园，一花一木一叶一
草，都能成为做自然笔记的素材。

这是秀英奶奶在上海生活的日常。10年间，
正是靠着这样积累的一篇篇文章和一张张自然笔
记，老人在201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胡麻的天
空》，她和儿子吕永林合著的《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
人》一书近日也出版上市。

如果说《胡麻的天空》写的是秀英奶奶熟悉
的花草、动物、农具、庄稼和那一辈特有的生活方
式，那《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人》则写了她身边“或
沉或浮，或消亡或仍在继续的人生故事”。

今年75岁的秀英奶奶只读过一年半小学，
在65岁的年纪重新识字，并开始做自然笔记。
看了她的书，读者不仅会惊叹她的创造力和坚持
学习的毅力，也会感动于她背后的家庭——儿子
吕永林和儿媳芮东莉“重新发现和创造母亲”的
有心之举。

秀英奶奶原名秦秀英，原本是内蒙古河套平
原的一名普通老太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前半
生历经苦难，辛苦拉扯大四个孩子。

2011年的时候，65岁的秀英奶奶来到上海
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因为不会说普通话，无法
与其他人交流，她便时常一个人待在家里。儿媳
东莉见状，便让秀英奶奶和她一起做自然笔记。
秀英奶奶自是不肯，她从没有画过画，认识的字
也不多，完全不知如何下手！然而东莉一再坚
持，秀英奶奶不忍拒绝她的好意，便开始到公园
留意花草植物，尝试画下来，却意外画得不错。
自然笔记需要相应的文字记录，她便又开始重新
认字。因为经常查字典，为了防止字典被翻破，
她就用布和针线对它进行加固。慢慢地，秀英奶
奶爱上了这种记录自然的方式，“她的世界萌发
新的生机和色彩”。

学习过程并不顺利，老人的眼睛和记忆力不
好，学东西总忘。儿子怕母亲太辛苦，一度想让她

放弃，但秀英奶奶坚持了下来。“牛头不烂多费柴
炭”，她拿出那代人特有的勤劳和耐力，像以前在
地里劳作一样，开始了她的学习和创作。

为了更好地做自然笔记，在儿子儿媳的鼓励
和细心讲授下，她学会了拍照，学会了用电脑打
字、聊天、写博客，也学会了用手机查资料。她
说：“我愿意学习新的事物，也比以前更有耐心，
做不好就重新来一遍。”

婆婆“骨子里那股坚韧顽强的劲头儿”让东
莉印象深刻。在《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人》的后记
里，她写道：“如果大家能亲临婆婆创作的现场，
目睹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左手执笔画画，右手
执笔写字，双手开弓的架势，就更加不会怀疑她
的执着和毅力。”

做自然笔记虽然缓慢，但错别字越来越少，
而且因为细致的勾描和上色，反而有“一种特别
的沉静和安详”。冬天时，秀英奶奶回到老家。
内蒙古的冬天，树上的叶子已经掉落，她想起一
些如今已经看不到的农具和生产工具。“我想把
这些也记一记，不管有用没用，下一代想看了就
看一下，帮助他们想象那个时代的生活。”秀英奶
奶也做起农事笔记和生活笔记，并经常开视频和
儿子儿媳“汇报”自己的学习成果。

让她没想到的是，后来，她的创作不仅上了报
纸，而且还汇成了《胡麻的天空》这本书！7年后，
她又和儿子一起写了《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人》。

在这本书里，她写自己的兄弟姐妹，惋惜他们
的失意人生，写自己的儿女，表达着一位朴素的母
亲看着儿女为生计奔波的心疼，写自己的乡亲，叹
息他们的无常命运，写遇到的坏人，希望下一代不
要学他们，写时隔20多年的知青情谊，写农村闪
闪发光的普通人……

书中，巧妙的是，一个人物往往对应着一株植
物，两者有着相似的品性。吕永林记得，“母亲经常
讲述自己身边的植物和果子，包括河套地区一些特
色的本土植物，我们便觉得各种各样的果子跟人一
生的命运、性格有颇多可以连接的地方。”于是三个
人行动起来，找当地植物和果实的特征和寓意，再
和人物联系起来，在书中一一呈现。

曾有读者评价《胡麻的天空》是一本让大家重
新发现母亲的书，吕永林十分喜欢这个评价。也
有很多人好奇吕永林和东莉“发现母亲和创造母
亲”的做法，有多大可能性在其他家庭实现。吕永
林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有没孩子
能腾出时间和心思与长辈一起做一些事情的客观

条件，还有秀英奶奶整体性格偏静，并愿意花时
间、下功夫投入学习的主观条件。

但他不认为一定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去做
这件事。“在以往的情况下，父母亲和子女的感情
连接和日常交流，有时候到了一个点便再也推进
不了，甚至有可能会倒退。”如果能找到一些适合
老人，也适合各自家庭的方法和途径，对于老人和
子女都是好事情。老人的天地更开阔，智慧有所
生长，孙辈也会受到很好的影响。

秀英奶奶如今还喜欢上了看书。一开始，
为了学普通话，她看的是带拼音的儿童书和小
学课本。后来认识的字多了，她便开始看摩西
奶奶和日本画家安野光雅的绘著，看高仲健一
的《山是山，水是水》，也让儿子帮她找来了给她
的书写序的作家刘震云的书。在看过的书中，
她最喜欢的是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因为
她能从中“看到自己经历的从解放到现在这段
长长的历史”。

冬天回内蒙古老家时，秀英奶奶经常骑自行
车去书店，如果看到有自己看得懂的书，便会买下
来。家附近大大小小的书店她都去过。一次，她
淘到一本有普通话注音和解释的《河套方言集
锦》，儿子儿媳也很惊喜。

秀英奶奶目前正在看杨本芬写的《秋园》。
巧的是，不少读者会把两位老人联系起来。再
往前追溯，其实还有一位姜淑梅老人。2013
年，姜淑梅老人出版了《乱时候，穷时候》，王小
妮在序言《讲故事的人出现了》里写道：“近些年
多了有意识的民间记忆者，这个觉醒才开始把
真实生活的各个细微部分注入大历史，使它丰
富充盈生动起来。”

吕永林很认同这段话，他认为母亲、杨本芬老
人和姜淑梅老人有着相似的写作者身份——她们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有着丰富的生命历程和社会
记忆，用普通女性的视角从低处打量和端详自己
的世界。“她们用和男性不同的讲述方式，用特有
的笔触和口吻，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
事，对于这一代中国女性或者下一代女性，都很
有意义。”

目前，秀英奶奶正和儿媳合著一本讲述两人
如师徒又如闺蜜般婆媳关系的书，并已经完成她
手绘的部分。后面，她还会继续写，写又记起的
其他人物故事，写自己的裁缝手艺和爱做的地方
美食，写充满了民间智慧的谚语，等等，这些正好
组成了秀英奶奶的世界。

在严肃的医疗题材之下，《谢谢你医生》并没有单纯着眼于医患关系这个老套的角度，而是选择了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患者、患者与家属

等不同的人物关系视角，更多面向地展现了生死面前的复杂人性，它残酷又慈悲，复杂又纯粹，丑陋又美好，这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焦点人人物物

秀英奶奶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