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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校园版主要栏目设置如下，欢迎投稿：

读书活动：学生读中医经典书籍和其他书籍

的心得、评议等。

教材小议：评议正在学习使用的教材，也包含

对课程设置的建议。

实习日记：记录跟师临证或者临床实习的心

得体会。

教学一得：老师讲课和带教的心得。

良师剪影：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形象，展示老

师对学生学业和生活的帮助和指导。

班级活动：班级活动和学习情况。

毕业季：交流写论文、发表论文、找工作的体会。

我的健身经：对于练习武术、太极拳等锻炼心

得和对于中医学习的影响。

校园文化：报道各种校园活动和校园文化节。

科研在线：老师和学生们的科研思路、成果和

科研过程中的诸多体会和建议。

留学生论坛：留学生谈中医药学习和教育等。

良师剪影

还记得那个在电视节目《最强大
脑》上因“辨骨识人”一炮而红的“记忆
大师”史俊恒吗？他另一个身份，是广
州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生，在2017年12
月举行的第 26届世界脑力（记忆）锦标
赛上，他培养出的 9位学生获得“记忆
大师”称号。其中有 5名初中生、4名大
学生，其中 6 人仅接受 4 个月的记忆训
练。

培养“记忆大师”有什么秘诀？记
忆方法与中医药相结合，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

“最强大脑”
成功“辨骨识人”

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笔挺西装，史
俊恒的脸上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

史俊恒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
拿专业的学生，本科二年级时，他就参
加了第 18届世界脑力锦标赛，赢得“世
界记忆大师”的荣誉称号。

小时候的史俊恒身子较弱，从小
见多识广的他认为学中医可以令自己
身体强壮，于是在高考时他毫不犹豫
地在第一志愿栏上填报了针灸推拿
学。“高中的时候，我的记忆力中等偏
下，时常感觉记不住东西。大一时，我
在学校听了一个关于记忆的讲座，觉
得对于自己学习中医是个好机会。”史
俊恒的“记忆大师”之路，来源于不计
其数的训练和及时的总结。死记硬背

不容易，找到记忆的诀窍更是一个系统
工程。在自身获益的同时，他也乐于将
经验分享。

这背后有什么秘诀？“其实记忆是
有方法的，我总结出其三大核心。”史俊
恒告诉记者，记忆的三大要点是图像、
线索和联结，“只要运用得当、加以锻
炼，记忆也能变得轻松好玩”。

史俊恒现场给记者做了一个演
示。“中医的十二经脉名称比较复杂，如
手太阴肺经，你可以想象一个太医捂着
胸口的画面。太医对应‘太阴’，捂着胸

口的动作能记住‘手’和‘肺’，这样就能
通过画面联想起来。”史俊恒说，有了画
面，还要通过位置的“线索”进行联结。
如太医的画面和房间的门结合，后面的
其他经脉画面和房间的桌子、窗户等结
合，再次回忆的时候，就能够一个个“定
位”并且按照顺序说出来。

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来源
于记忆知识的科学积累。虽然两年前
因参加《最强大脑》成功完成“辨骨识
人”挑战而名声大噪，明年即将博士毕
业的史俊恒仍在不停地“挑战自我”：
记忆方法和中医药知识相结合，将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艰深的经方“大部头”
他们画成了漫画

中医的医学经典多，理论体系深
厚，理解和记忆中医药知识，是每个中
医学生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中医经典能否“可视化”？在啃经
方“大部头”的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学
生林勇凯和同学陈一鸣一起，开始尝试
创作《伤寒论》方证动漫图谱。

“最难的是把医学术语转换成图像
语言。”林勇凯说，他们在绘图的过程中
常常反复讨论，寻求最佳的表现方式。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临床研究
所所长、《伤寒论》经典专家李赛美教授
的指导下，该动漫图谱在遵循经典的基
础上，用有趣的动漫形式呈现出来，让

经典更通俗易懂。
2013年，他们创作的《伤寒论》方证

动漫图谱获得第三届全国“天堰杯挑战
杯”中医药创意设计大赛二等奖。2014
年，在此基础上完善的《图说伤寒论》成
功出版，首次印刷的两万多本已经售
罄。

此后，在李赛美教授的指导下，
《图说金匮要略》等图书也陆续出版。
“在国际经方班上，我们也当作教材使
用。因为内容通俗易懂，图画也方便
记忆，深受学生和中医爱好者的欢
迎。”

2016年10月，林勇凯和陈一鸣创办
了广州医漫科技有限公司。除了书籍，
他们还制作了《上火就喝凉茶？》《糖人
新传》等科普动画视频，并获得广东省
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二等奖。

动漫方便了理解，如何推动进一步
的记忆？林勇凯和史俊恒一拍即合，

《“最强大脑”速记中医内科学》在两人
的努力下成功出版。该书用了体系化
的方式梳理中医内科学的知识，结合

“图像、线索、联结”三大要点，让中医内
科知识更清晰易学。

近期，他们开始尝试动画+游戏的
新方式。“爸爸，这个太好玩啦！”史俊恒
没有想到的是，在家里试看样片时，自
己 5岁的孩子被逗得前俯后仰，课内游
戏的“小测试”也顺利通过。

“这让我更有信心，做更多大众喜
爱又易懂的产品。”史俊恒说，希望通过
多样化的方式，让大家学会记忆的窍
门，并且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

用记忆之法让中医更易学
本报记者 陆金国 通讯员 肖建喜

连续4年取得国家励志奖奖金，发
表学术论文11篇，主持参与省级以上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12项，保送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硕士……这是
一个来自金寨县山沟沟里的阳光大男
孩，一个安中师生纷纷点赞的优秀好青
年，他是安徽中医药大学2013级中医学
专业学生张阳。

雪上加霜
人生喜事变丧事

张阳的老家在安徽金寨县燕子河
镇大山深处，自幼家境贫寒，父母以务
农为业，收入微薄，却也能勉强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2010 年，父亲突发脑溢
血导致瘫痪，经过长期的康复治疗，虽
能行走，却永远失去了劳动能力，加上
高昂的医药费用，家庭不堪重负，负债
累累。孝顺的张阳本来的梦想是学习
金融，然而在填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
医学。他说，等自己学成后，就算不能
帮爸爸完全治愈，也能帮爸爸更好地调
养身体。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暑假，张
阳被安徽中医药大学录取，圆了一家人
的大学梦。然而，喜事却变成了丧事，
面对传闻中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父亲
害怕拖累家庭，竟然在张阳领取安徽中
医药大学一本专业录取通知书的当天，
选择自杀离开人世，连儿子的录取通知
书都没能看一眼。

背负着满满内疚感的张阳没有被
悲伤打倒，而是选择坚强面对一切。
他告诉自己，不能被悲伤打倒，要照顾
好母亲，要闯出一个像样的未来，成为
一名优秀中医人，以慰藉父亲的在天之
灵。

在诸多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下，他顺
利地进入了大学。

矢志岐黄
小荷才露尖尖角

进入大学后，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传
承中医、弘扬中医的优秀中医人。悬壶
济世，是他的理想；普救含灵，是他的追
求。

他挚爱中医，善于钻研，枕边堆满
了各种医学类书籍，研读中医经典，研
究疑难杂症。凭借“三更灯火五更鸡”
的精神和毅力，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综合测评名列前茅，连续 4年获得国家
励志奖学金，2017 年以专业第三名的
成绩顺利保送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
科学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了大学生
英语四级、六级和计算机省二级、普通
话二级。

“纸上得来终觉浅”，中医理论学得
再好，能不能看好病才是关键。为了积
累临床经验，他利用假期、课外时间，前
往中医推拿馆、省中医院自学推拿、拔
罐、刮痧等保健治疗手法，并先后跟随
文献专家张玉才教授、内经教研室主任
沈精湛教授、龙砂医学流派负责人顾植
山教授等出门诊抄方。扎实的理论功
底和细致的学习态度，赢得了老师们的
信任与赞赏，委以重任让他参与点校

《倚云轩医案医话》。
学术研究上，他主持了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 项，主持并
参与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项目计 10 项，如《明代温补医家治
疗中风特色》《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中风证治特色》等项目，得到了指导
老师的高度好评；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甘肃中医药
大学学报》等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明代温补学派中风诊疗思路》等
学术论文 7 篇，以第二、三作者身份

等发表论文 4 篇。

心怀感恩
吃水不忘挖井人

淡忘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
血。他自立自强、乐观阳光，用双手去
改变现实的困境，用行动去描绘生命的
画卷。

校园里，他兴趣广泛，积极锻炼
自己为人处世的能力，学院学生会、
新安医学学社社团都有他忙碌的身
影；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省吃
俭用，在学校电子阅览室勤工俭学，
利用寒暑假在推拿馆做兼职，最多的
时候一个月能拿到 3000元。加上连续
4年取得国家励志奖奖金，他基本没有

向母亲要过一分钱。
他常提醒自己，“祖

国、社会给了我和家人莫
大的帮助，要时刻怀有一
颗感恩的心”。他踊跃参
加学院的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为农村百姓
送医送药、普及健康养生
知识；组织班级同学成立
了新安筑梦队，多次前往
夕阳红老年城、学校周边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和义诊
活动，并荣获学校志愿者
服务活动月“先进个人”称
号。

乐观上进的他向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两次
荣获“优秀团员”称号，在
大三时正式成为一名中共
党员，希冀为健康中国事
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磨砺人生
梅花香自苦寒来

面对生活的苦难，他也有过迷茫，
有过彷徨；他也曾疲惫不堪，想过放弃，
但终究，他选择了坚持。他深知唯有不
懈努力，才能不辜负父亲以生命寄予的
厚望，才能不愧对爱心人士给予的帮
助。

大学5年，他在逆境中学会成长，学
会远离喧嚣，脚踏实地，学会放下内心
的浮躁，沉心潜志，朝夕相争。虽然取
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中医之路依然
漫漫。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
阔，非一流之归。象牙塔的追梦之旅，
风雨兼程，他依旧在努力，静待生命花
开。

张阳：大山沟里走出来的“小郎中”
本报记者 叶兰兰

广州中医药大学史俊恒等几位学生，结合“图像、线索和联结”三大记忆要点，把医

学术语转换成图像语言，将中医经典“可视化”——

学子学子 采采风风

刘雁峰任职于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妇科，是医学博士、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
师。从事中医妇科临床医、教、研
工作 30余年，培养妇科专业博士
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多名，课堂教
学及临床带教生动、严谨，深受学
生好评。由于教学成绩突出，多
次获得校、院级优秀教师称号。

为医就是选择奉献

从医 30 余年，刘雁峰对生命
有着不一样的体悟。她说，做了
十几年医生后当老师，更深知责
任重大，自己面对的这些学子，未
来都是要穿上白衣成为治病救人
的医生。她说医生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职业，选择这个职业就意味
着选择了奉献。

她在当下医疗环境的发展和
变迁中逐渐意识到，教育学生的
侧重点不能仅限于医学专业知
识，还应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把

“大医精诚”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在医疗界，更需要的是德才兼备
的医学人才。她了解到国外医学
教育逐渐重视人文性灵的培养，
超过 70%的医学院校开设此类课
程。在 2000 年，哥伦比亚大学医
生丽塔·卡蓉曾提出了“叙事医
学”这个概念，刘雁峰认为这个概
念既能训练医生如何见证患者的
苦难，又能将疾病的全貌娓娓道
来，是医学人文的新形式，值得推
广尝试。

为师必须树德

刘雁峰时刻谨记西汉思想家杨雄“师者，人之模范
也”这句话，认为老师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通过
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如何做人做事。

“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还未接触到具体的医疗环
境，不知道怎么做医生，更不了解医患之间的沟通问
题。这个时候，作为老师的我们便是他们作为医生的
启蒙者，老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着他每一个学生。”
刘雁峰说：“当老师要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的医德、医
风，为他们迈进医学大门的第一步指引正确的方向。”

为医要提升人文修养

刘雁峰在读郎景和院士著作《一个医生的非医学
词典》时，非常认同书中所说“医学的人文性是医学的
本源，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强烈渗入、推动医学
进步的同时，医生或医学的去人性化、心智板结尤应引
起警惕”的观念。在教育中，她认为医学不仅是物质与
技术的，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饱含人文情怀的医学大
家才是现代医疗环境下世人对于医生的期许。

她所带领的研究生团队，每周都会召开一次小型
的例会，一是让每位学生汇报一下各自的科研进展和
所遇临床问题，另外还会有意让大家闲谈最近流行的
电影、电视剧、音乐会，或者哪位学生看到了什么好的
经典文学著作，随心地畅聊影评和书评。这种每周夜
诊后简短的小例会，不仅增进团队的凝聚力，还提升了
每个人的人文修养。

刘雁峰一直认为，在医学摇篮期应该加强学生人
文情怀的培养，鼓励学生课外多阅读，提升个人人文修
养和情怀，不仅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还应懂得去了解
病患的期望。尤其是妇产科大夫，接触到更多女性的
病患和思想苦楚，不仅要学会医病，还要充满仁心和责
任心，用人文情怀指导医疗实践。

（田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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