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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浦江 申城安家 守护医者初心

这群洋青年留在上海当中医
身穿白大褂，熟练地为患者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开出处方，时不时还会用上海话和患者聊上几句……在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里，有这么一位韩国医生洪锡京。他，还是位地道的“上海女婿”。和他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国
青年选择了留在上海做中医。当洋青年碰上传统中医，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留在上海？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阿婆，您不用担心，现在这个季节是皮肤病
高发季。我帮您把好脉开好药，过两周您再来复
诊。”每个周六一整天，洪锡京都会固定坐诊岳阳
医院皮肤科门诊。在这一天里，他会遇到很多熟
悉的面孔。当患者们用上海话向他描述病情时，
洪锡京不仅听懂无障碍，还会用一口流利的上海
话往来沟通。

“刚接触中医时，还是觉得有些神奇。”洪锡京
说，喜欢中医，是因为与中医药有着特殊的缘分。

“小时候，因为身体出了点状况，我爸妈非常相信
中医，希望通过中医药能慢慢地把我的身体调理
好。在后面调理的过程中，我的身体真的就一点
点好了起来。”提起那段经历，洪锡京对中医药的
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2007年，在韩国中学毕业后，1988年出生的
洪锡京果断决定，去中国学中医。然而喜欢是一
回事，真的能学好又是另一回事。晦涩难懂的文
言文医书，密密麻麻的362个穴位，难以听懂的方
言………重重困难给充满学习热情的洪锡京一个
个“下马威”。

“不过，后来慢慢发现，中医药学虽然复杂，但很
有逻辑。中医药书籍阅读确实很难，但凭借着我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加上我的中文功底不错，也就
没那么难了；362个穴位虽然难背，但如果看成一个
整体来记忆，也并没有那么难……”学习中，洪锡京
会把不懂的知识点做好标记，课后去向老师和同学
请教，有时他还会把难记的穴位或者药方，翻译成韩
文来记忆……在洪锡京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敢
于接受困难，并花时间去钻研，就一定能攻克难关，
渐渐的，他与中医药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近。

不过，谈起学习中医，洪锡京坦言“很累但也很
享受”。“从学中医开始，我们就没有周末了，平时在
学校学习，周末就跟着老师再学习。”除了能熟练运
用中文与患者沟通，为更好地服务患者，他还学会
了上海话，并自创了一本《沪语小字典》，把一些难
懂的上海话用韩文翻译下来，记录并熟背出来。

洪锡京说，很多青年外国医生对中医的感情，
就是“越了解越深爱”。两年前，作为博士后的他
选择留在上海知名的三甲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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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韩国的洪锡京

“您好，我是您的医生‘郑念祖’。”在位于
闵行区的上海身闵佳门诊部，来自马来西亚的
洋医生郑念祖，因为外公就是一位中医，很早
便对中医有了浓厚兴趣。

为更加深入地学习中医文化，2010年他来
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和洪锡京一样，郑
念祖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了上
海做一名中医。记者眼前的这位 1991 年出生
的老外医生，内科、针灸、推拿样样“拿手”。

诊室里，为一位肩部不适的病人细心把脉
后，郑念祖熟练地开始推拿按压。“古人说，一忍
可以制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痛吗？感觉痛的
话尽量忍一下……”病人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喜
欢极了眼前这位“洋中医”的细心和幽默。除了
尽力做到手到病除之外，能为患者带来更多欢
笑，也让郑念祖深感选择学习中医是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

为了学深学透中医文化，大学的时候，郑
念祖跑去书店，买了一大堆字典，《金匮要略》
《伤寒论》……在中医大师的指导下，他天天
背，天天看，对其中的内容慢慢领悟深领悟透
了。郑念祖告诉记者，现在他还是时常翻阅中
医古籍，这些古书中的内容能张口就来，是因
为他一直在学习。

郑念祖笑称，如今自己的患者“来自全球”。
在语言上，他更有自信。因为很开朗，谁都喜欢跟
他聊天。除了标准的普通话，他还会说上海话、广
东话、潮汕话。

在郑念祖所在的这家中医门诊部，大多数的
中医医生来自全球各地。和他同一年来这里工作
的印度尼西亚女医生Marla，同样是位90后。“在
中医独有气质的影响下，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也
发生了改变。”在学习过程中，她越来越被中医的
博大精深所吸引。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提起中医治未病
的主张，Marla总是信心满满：“其实我们不止在治
病。在中医的理念中，防病于未然才是最重要
的。而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一要点落到实
处，就能造福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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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来西亚的郑念祖

为什么选择留在上海当中医，因为这里早已
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很庆幸，当初选择了学中医；也很庆幸，当初
来到了上海。”这是洪锡京的心里话。2016年，他
邂逅了爱情，在上海结婚，爱人是地道的上海人。
如今两人的儿子已经4岁，聪明可爱。

和他一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张语轩毕业后选
择留在了上海，并成为了一名上海女婿，儿子今年
3岁。在上海静和医疗工作的他，全身心地投入
到了中医事业中，努力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和技术手段来阐释中医、发展中医，实现中医药理
论、临床和应用的多方面突破。

张语轩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因为腰椎不好
来到了医院，痛的时候走路都很困难。张语轩为
他医治了一段时间后，这位患者慢慢恢复了健
康。“真不敢相信，一个外国人竟然如此精通中
医。”这位患者说。

“师从名医，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医者仁心，
留在上海，我们更要做一名好的医生。”张语轩说，
因为中医，来到了上海；也因为中医，爱上了上
海。愿在第二故乡，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坚守岗
位，守护初心。

这些年，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
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
容。除了做好一名医生，张语轩还有着自己的理
想：带动更多的留学生来学习中医和传播中医药
文化。他工作之余，还带教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医
留学生，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播好中国声
音，尽自己所能展现给国际友人一个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中医展芳华。上海
拥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开放的城市环境，这群青
年洋中医正被不断拥抱新技术的进取精神深深
吸引。

在他们身上随处可见中华传统的元素。爱吃
水饺、爱读古诗，连平日闲暇时看书，读的不少也
是文言文……学无止境、信念坚定，做一名好医
生，传播好中医文化，正是这群青年“洋”医生与中
医关于未来的一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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