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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家有一摞老相册，其中一
本珍藏着柳荣轩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工作时的老照片。当时，外
科的分科不像现在那么细，柳荣
轩靠着一把柳叶刀把手术“从头
做到脚”，还经常下乡出诊。

叶惠民对着老照片颇为自豪
地讲述起柳荣轩和小女孩严益娟
的故事。1970年春，柳荣轩偶然
得知宁海黄坛一个叫严益娟的女
孩得了“不治之症”，肚子里有个
大肿瘤，就专程去探望。女孩9
岁，但是身高却和4岁孩子相仿，
体重只有15公斤，腹围有75厘
米。6岁那年，严益娟上过一次手
术台，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切开
的肚子又被缝了起来。

1970年3月，柳荣轩顶住巨
大压力为她手术，在腹膜后切出
了一个7公斤重的良性肿瘤。之
后，柳荣轩多次去看严益娟，把她
的点滴变化用相机记录下来。

“小学毕业那年，我在车站偶
遇下乡行医的柳伯伯。他看我穿
得单薄，把身上的大棉袄脱下来
给了我。这件衣服，温暖了我很
多年。”2019年，严益娟和家人还
登门拜访柳荣轩，看望这位救命
恩人，“柳伯伯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

早年间，一些山区还没有通
电，医生们只能点着煤油灯做手
术。在这样的条件下，柳荣轩和
同事一起挽救了不少病入膏肓的
患者：为一名70岁，伴有高血压、
心脏病的妇女切除了6公斤重的
肿瘤；成功抢救一名心跳骤停17
分钟的7岁患儿……他曾说：“每
次做好一个难度高的手术，脱下
手套，我就会‘呱呱跳’。为什
么？因为又救了一条人命！”

谈及父亲，柳明华语气里满
是钦佩：“现在看病有B超、CT、
核磁共振这些设备，父亲当时就
靠一双手为患者精准定位病灶，
救了无数人的命。”

患者江健卫因为柳荣轩的
“救命之恩”，一直与柳医生保持
着联络：“柳医生医术好，我更敬
重他的人品。熟悉后，我问过他
收不收红包，他很严肃地表示，

‘绝对不收！红包是对我的侮辱，
难道我的手术刀只值一个红包钱
吗？’”

1999年，柳荣轩退休后仍坚
持坐诊，活跃在手术台上。2009
年，79岁高龄的他才回家休养，
2023年1月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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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做医生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医院，看
爷爷手术、查房，觉得爷爷能治病救人
很了不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胸外科柳凯副主任医师回忆，
当年自己收到浙江大学临床医学本硕
连读的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很开心。

大学期间，爷爷还会给他布置“暑
假作业”，比如解剖、缝合猪肝等。“那
时，偶尔觉得爷爷讲的知识和书本里的
有些差距。后来，在工作中逐渐悟出了
其中的道理，更明白了爷爷的用心。”

柳明华打趣：“我父亲当时能做从
头到脚的手术，开颅、开腹这些手术都
做，偏对胸外科的手术特别谨慎，因为
难度高，风险大。儿子现在就是独当
一面的胸外科医生。”

柳凯的主攻方向是肺癌的综合治
疗，以及各种入路的纵隔手术。近日，
他刚通过一台超高难度的手术让肺癌
复发的陈大爷重获新生——两年前，
陈大爷因肺癌接受了左下肺叶切除手
术，最近肺癌复发。当地医院建议行
左全肺切除术，这样手术比较简单，但
会严重影响肺功能和生活质量。不甘
心的陈大爷一家找到了柳凯。柳凯带
领团队制定了“正中纵隔入路左半隆
突切除重建”的手术方案，以最小创伤
切除肿瘤的同时还保留了余肺功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难怪说起
孙子，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他跟他爷
爷一样能拼能闯，医术也好。很多方
面比爷爷还出色。他英语特别好，外
国专家来开讲座，他能现场同声翻
译。爷爷是老一辈优秀外科医生，小
凯是新生代的外科医生。”

令奶奶欣慰的是，孙子除了医术
上不断精进外，还传承了爷爷的种种
优秀品质。比如半年多时间里，他每
周从杭州往返5小时到衢州龙游下乡
支医，这和当年爷爷下乡为乡亲看病
如出一辙；比如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台
大手术做到天亮，下来还会兴奋得睡
不着，这和爷爷当时也很像。

柳凯说，爷爷很少讲怎么做个好
医生的大道理，但是一直以来，爷爷用
行动做了最好的说明。而在柳凯用来
做科普的视频号下，我们也注意到患
者的“高频”留言：“柳凯就是这样一个
可托、可信的好医生。”“柳医生一直帮
助我们很多，良心医生。”“仁心仁术！”

72岁的柳明华回忆：“父亲
是我一辈子的榜样，我从小就想
做医生。”

19岁那年，在东风机床厂
“支工”的柳明华得到了机会
——工厂里需要厂医，委派他去
学习。学什么方向呢？父亲给
他指了一条路——骨伤科，“给
骨伤病人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你学骨伤科，能帮到人，自己也
有成就感，会更好钻研医术”。

于是，柳明华先到“陆氏伤
科”学习了一年的正骨术，又到
宁波市第二医院边学习边工
作。柳明华回忆，当时骨伤患
者很多，市区就二院设有骨科，
每三天要值一次大夜班。“有一
晚，接连来了7个老太太，都是
柯雷氏骨折，我挨个正骨后，又
让她们到放射科复查。放射科
谢主任称赞，每个都复位得很
好。”

后来，柳明华到西门街道卫
生院工作。他说，不能和父亲一
样用柳叶刀救人有些遗憾，但像
螺丝钉一样扎根基层也可以实
现做医生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居民
周先生向柳明华提到女儿先天
性髋关节脱位，两岁多了也没法
走路，去上海手术至少要两三万
元手术费，实在无力承担。柳明
华经过反复琢磨后画了一张图，
让其找人按图定制一个活动的
蛙式固定器。他手工为孩子行
关节复位，戴上固定器半年后，
孩子关节成功复位，和正常小孩
一样健康成长，周先生至今感恩
于心。类似这样的孩子，柳明华
先后救治了3个。

12年前，柳明华退休。前阵
子，他在慈城就餐时被一个30多
年前的患者认出：“柳医生，当年
我的骨结核就是你治好的，我一
直记得你。”

柳明华坦言，和大医院的大
医生比，社区医生身上少了一些
光环，需要细水长流般地去坚
持。但在社区医院，可以收获邻
居、朋友式的医患情，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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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荣轩在给严益娟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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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荣轩（右二）、柳凯
（右一）和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