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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谢周先虎主任，他能理解
我的痛苦，也愿意为我们病人担风险。”
73 岁的朱师傅躺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关节疾病诊疗中心的病房，自豪
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两条腿，都可以完
全贴合着床板平放，“周主任给我做手
术前，我右腿放不平，拱起来有10多厘
米高，路也走不了。”

髋关节置换术失败
多地求医，被认为难以承受手术

2011年，朱师傅因病在其他医院接
受了右侧髋关节人工置换术。2019年
发生感染，医生取出了人工关节，注入
骨水泥和抗生素等。可是好景不长，骨
水泥出现松动。“关节红肿热痛，最主要
的是右腿躺着的时候放不平，站起来的
时候没力气，根本迈不开步子，更不用
说走路。只能拄着拐杖，靠左腿勉强拖
着走几步，家门也出不了。”朱师傅说。

朱师傅开始了求医之路，辗转多地
见过很多医生，希望能做修复手术，可
医生们普遍认为他难以承受手术，建议
维持现状。

这和朱师傅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
他身体底子不算好，做过胃癌手

术，有肝硬化史、脾功能亢进，血液系统
3系减少，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3个
指标都很低。麻醉风险大，手术后容易
出血、感染，愈合差。

更不利的是，20年前他骨盆骨折后

愈合畸形，而且骨盆、髋关节骨缺损严重，
再植入人工关节，难以支撑，稳定性不够。

“现在还能拄着拐杖走几步，年纪
再大些，只能瘫在床上吗？我不甘心！”
2021年9月，朱师傅看到《宁波晚报》上
对周先虎这位宁波新引进专家的介绍，
决定再试一次。

第一次见面，朱师傅看到了希望：
“见了很多医生，周医生很不一样。他
很理解我，让我先把身体调理好，控制
好手术风险，说会为我想办法的。这次
见面，让我马上有信心了。”

3度骨缺损怎么填补？
周医生团队计算了整整两周

彼此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近一年来，朱师傅和周先虎成了熟人。

“周医生说的，我都愿意听。他是外科医
生，帮我做内科调理，我也听得进去。”
朱师傅举了个例子，自己酒瘾很重，每
天要喝一斤多白酒，哪怕在胃癌手术前
一天，还偷偷喝了不少酒。这回，因为和
周医生的约定，他很久没碰酒了。

终于，今年夏天，朱师傅的身体满
足了手术条件。他开玩笑：“我的任务
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周主任的任务了。”

这个任务不轻松。周先虎说，手术的
一个难点是大量骨缺损如何修补。朱师
傅的骨盆和髋关节已经达到最严重的3
度骨缺损，必须进行修补，才能做手术。

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材料修补。

常规的是用钽金属垫片配合骨水泥和
假体，缺点是由于骨缺损严重，后期容
易松动。周先虎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
同种异体骨，优点是稳定牢固，缺点是
可能有排斥反应。

第二个问题是具体怎么修补。最
简单的方法是把全部缺损都修补上。
团队最后决定，只修补手术需要的部
分，一来控制费用，二来减少可能出现
的排斥反应等。

在计算机系统，输入CT、磁共振等
影像资料后，团队计算了整整两周，才
确定骨缺损的具体修补方案。

方案确定下后，周先虎主刀为朱师
傅实施了人工髋关节前入路修复术，手
术非常顺利。

“周主任很负责，手术后的几天，每
天来病房看我几次，特别耐心。”朱师傅
开心地告诉记者，“我现在恢复得很好，
双腿一样长了，也都能放平了。再过一
阵子，就能下地走路了。”

在一旁照顾朱师傅的老伴爽朗地
说：“等你恢复了，能好好走路了，就陪
我出去旅游。你要继续听周主任的，少
喝酒，照顾好身体，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庞赟 马泊远

人工髋关节手术失败后，他多地求医未果
宁波这个医生陪他调理了一年，终于成功手术

周先虎在给朱师傅查体周先虎在给朱师傅查体。。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北仑小港有个

“越剧奶奶”
老人最爱看她做戏文
孩子最爱跟她学唱戏
9 月 13日，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

社区的教室里传出越剧柔美的唱腔。
陈吉玲手把手教穿着水袖的阿姨学员
们，她感慨地说：“没想到，传承越剧艺
术这件事，我已经坚持了20年，感觉像
做梦一样。”

60岁的陈吉玲是谢墅社区
戏曲队负责人、“56小花”少儿戏
曲社的志愿教师。2000年开始，
常听邻居唱越剧，耳濡目染，她渐
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随后便加
入了新模、新政两村合组的老年
越剧团。“零基础入门，第一次上
台表演时真的一点都不懂，下台
看回放，整个肢体都很僵硬，像机

器人一样的。”回想自己首次上台
的经历，她觉得有点滑稽。

但陈吉玲并不服输，她开始
利用闲暇时间边演出边自学，也
因此收藏了不少老唱片和碟
片。“就照着名家们的视频一个
一个动作分解来学，有时一个动
作往往要重复循环数遍，印象最
深的是《狸猫换太子》中‘陈琳’

一角，其中有一段跪戏，为了更
好地与乐队配合，我反复无数次
跪地，结果腰和膝盖都出现了损
伤。”

不断坚持自学，陈吉玲“做戏
文”越来越有样子，在当地渐渐有
了人气。在业余票友的眼里，陈
吉玲的小生扮相十分俊美，一上
台就像换了一个人，相当有精神。

因为种种原因，陈吉玲所在
的老年越剧团解散了，但出于对越
剧的痴迷，陈吉玲萌生了重新组建
越剧队的想法。2006年，一支仅
有5人的新模村业余越剧团队初
具雏形。没有启动资金，条件简
陋，她便在家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
作为“服装室”，摆放越剧服和道
具。“队里各项经费都是自己出，服

装、道具、布料都是去宁波各个市
场找，自己找隔壁陈菊美阿姨做。”

在她的带领和村主任陈如顺
的大力支持下，越剧队慢慢壮大
完善，从原先的5人慢慢发展到
30多人，陆陆续续排了20多场
戏。只要村里的老人们想看戏，
她就搭台唱戏。周边的一些乡镇
来邀请，她则带着越剧队不计报

酬送戏下乡，从剧目编排到演员
服装、道具，再到演出场地、车辆
安排等，她都逐一搞定。

“也有人问过我这样不求回报、
耗费精力为了什么？可我就是喜欢！
一想到老人们想看戏的时候有戏
看，他们拉着我的手开心地说‘最喜
欢看吉玲做戏文’，我觉得一切都很
值得。”她说。

在传承越剧艺术的这条路
上，陈吉玲一直有一种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她希望让更多喜欢越
剧的人加入进来，从而更好地传
承戏曲文化。2012年，她所在的
辖区开设了“少儿越剧班”供孩子
们免费学习，邀请陈吉玲给孩子
们上课。得知消息后，陈吉玲很
是激动。

“越剧要用浙江嵊州方言来
唱，否则就没味道了。”陈吉玲举

例说，“我”念成“瓦”，“人”的发
音类似“神”。为了让说惯了普
通话的孩子们咬字准确，她一个
字一个字地教，非常有耐心。
从念白，到练习手势、身段，孩
子们也兴趣浓厚，学得津津有
味。陈吉玲一坚持就是8年，越
剧班的孩子们因此亲切地称她
为“越剧奶奶”，她的学生达到
50余人。

2013年、2014年，陈洁玲接

连被小港街道评选为“优秀文化
志愿者”。2019年，她被评为第
二十三批“北仑好人”、北仑区关
心下一代工作协会先进个人。今
年9月初，陈吉玲又入选了第三
十六批“北仑好人”候选人名单。
她说：“我会继续前行在传承越剧
艺术的这条路上，等待下一个20
年。”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张超伶 文/摄

为学戏竟伤了腰和膝盖

越剧队从5人发展到30多人

为传承越剧艺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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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玲扮演的陈吉玲扮演的““小生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