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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放弃治疗，但专家不放弃他

刘勇是重庆人，前段时间，他因为
皮肤发黄、腹部疼痛等症状，前往当地
医院检查，被查出肝癌晚期。医生告
知，他的病已经很严重，治疗难度非常
大，让他好好考虑如何选择。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刘勇深受
打击，他在网上查了大量信息，都说他
的这种情况治愈希望不大，再加上家庭
条件不好，他最终决定放弃治疗。

由于母亲和几位兄弟姐妹都在宁
波镇海工作，刘勇便千里迢迢赶到镇海
与大家团聚，相当于最后的告别。家人
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带他到镇海区人
民医院就诊。当时，树兰（杭州）医院肿
瘤内科主任牟海波恰巧在此坐诊，了解
到刘勇的病情后，他立即会同其他几位
医生，进行全面、深入地评估。

“当时，这个小伙子的肿瘤直径已经
达到十几厘米，而且位置真的很不好，把
胆管都压住了，胆汁也排不出来。因为
出现了黄疸，他整个人的皮肤都变得很
黄，腹水也很多，肚子很大，看起来身体

和精神状态都很糟糕。”牟海波说。
牟海波表示，虽然刘勇当时的状态

很差，但在和刘勇的交流中，他们发现这
个年轻人的生活态度还是挺积极的，说
话时中气也很足。经过一番综合评估，
他们认为刘勇的肝癌还有治疗的希望。
随后，他们根据患者及其家属的请求，为
刘勇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采用靶
向治疗加免疫治疗，看看效果如何。

原本，刘勇对此次治疗并不抱希
望。然而，在一个半月的治疗后，他看
到自己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腹水
已经消失，黄疸差不多也没了，肿瘤指
标大幅下降，肿瘤体积也有所缩小，这
让他信心大增，觉得牟医生团队或许真
能让他绝处逢生。

“目前，小伙子的身体状态和精神
状态都很不错，正在做进一步治疗。主
要也是因为他积极配合，效果才会比较
理想。他还说自己非常幸运，来宁波来
得太对了。”牟海波说。

医患信任，从细节中建立起来

今年初，年近八旬的钟大爷（化名）

因为消瘦乏力等一系列症状来到镇海
区人民医院就诊，后被诊断为胃癌晚
期。由于肿瘤的位置很不好，且患者年
纪大、基础疾病又多，手术风险非常
大。牟海波告诉患者家属，要做手术的
话勉强也能做，但不一定能切干净，建
议不要着急手术，可以尝试把肿瘤缩小
后再考虑手术。

面对忧心忡忡的钟大爷及其家属，
牟海波还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病情，让他
们不要过度担心，同时组织多学科会
诊，为钟大爷制定了详细治疗方案，逐
渐使患者和家属安下心来。后来，通过
结合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疗法
进行治疗，钟大爷的肿瘤明显缩小，于
是外科医生根据患者要求进行了腹腔
镜胃癌切除手术。术后钟大爷恢复良
好，对牟海波等医生感激不尽。

“我认为医患信任非常重要，而要
实现医患信任，细节相当关键，我看到
镇海区人民医院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不
少探索，并收获了很多好评。比如这里
设置的安宁疗护病房，让我印象非常深
刻，对于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以及患者
对医生、医院的信任度都非常有用。”牟

海波说。
镇海区人民医院肿瘤科宋坤医生

说，目前，牟海波医生每月到镇海区人
民医院坐诊两次，已持续了一年多时
间。除了给患者看病，牟海波还会抽出
时间给医护人员讲课，并结合临床病例，
与医生们进行探讨交流，为提升该医院
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牟海波是镇海区人民医院
启动“长三角名医面对面”系列活动以
来，坐诊镇海的名医之一。为吸引长三
角名医专家定期下沉镇海，为甬城患者
服务，镇海区人民医院把打造长三角名
医集聚地当作医院的发展目标。

目前，该医院与来自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树
兰医院等省内外医院的专家合作，邀请
他们定期坐诊镇海，重点围绕肿瘤综合
治疗、女性疾病、儿童疾病、消化、呼吸、
神经系统等疑难罕见疾病提供服务。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江秋燕

从绝望到希望
重庆小伙在宁波绝处逢生

“你的肿瘤这么大，长的位置又这么差，而且你的肝功能很不好，开刀真的开不了。”2个月前，30
岁出头的刘勇（化名）带着当地医生告诉他的这个噩耗，心灰意冷地从重庆来到宁波，只为与在镇海
区工作的家人作最后告别。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了肿瘤专家牟海波，
让他重新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牟海波医生牟海波医生（（左二左二））在查房在查房。。

7岁跟随父亲练武，奶奶在一旁指
点迷津，武功突飞猛进；13岁那年在祖
屋找到了二十几张发黄的“地契”，那是
爷爷留下的拳谱；祖上代代习武，十代人
都开设武馆……这样武侠小说一般的

“设定”，却是70后夏宝峰的真实人生。
他出生于奉化溪口镇剡源村，是张松溪
内家拳第十三代传人。家学渊源让他从
小就痴迷于练拳。20岁时，为了生计，
夏宝峰开始做服装生意。虽然选择经
商，但他在走南闯北的同时，还是不停地
与人切磋武艺。

2004年，夏宝峰遵照“克胜祖武，
行健自强；读书明礼、学拳知勇”的祖
训，走出奉化，尝试向外传播内家拳。

他停掉了服装生意，认真地做起了“掌
门”。首先在内家拳发源地铁佛寺组织
举行了“武林大会”，这也是已“隐忍”了
400余年的内家拳首次在武林界公开
露面。

当时，一众武学专家在观摩后认为，
此拳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确有精巧之
处。专家的肯定给了夏宝峰无限的动
力，他在当年黄宗羲居住过的海曙区白
云山庄建立了内家拳总会、拳馆，面向社
会各界正式教授正宗的内家拳。

2012年，内家拳被列入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夏宝峰被命
名为省级传承人。

时代在发展，想要振兴、弘扬内家

拳，只是传承400年前先辈遗留下来的
拳法远远不够。于是，夏宝峰将内家拳
的功法进行了科学归纳和提炼，形成一
套适合现代人学习的内家拳功法。这套
功法包含了内家拳古功法中的站桩、七
势调和功、五行梅花桩、圈手发力、套路
等内容，易学练、见效快。

“一个没有任何武术基础的成年
人，只要系统学习这套功法，一个月即
可改善自身体质，3个月即可达到徒手
断砖的能力，并具备一定的搏击自卫能
力。”对此，夏宝峰非常有信心。他告诉
记者，曾经有一位女学员，夜间路遇色
狼，凭借所学的内家拳，短短几秒钟就
制服了对方。

而就在几天前举行的第六届台州武
术节上，5个省份的代表队，近2000名

“武林高手”齐聚一堂切磋武艺。内家拳
共派出四支队伍共35名弟子参加比赛，
分别是海曙区武术协会内家拳正亮队、
鄞州内家拳协会宝峰道场源贵武术队、
鄞州内家拳协会正义馆正义队和鄞州内
家拳协会宝峰道场正谦队，共获得金牌

49枚、银牌15枚和铜牌4枚。
“我正式收徒的有40多名，他们都

各自开设武馆，带了很多徒弟，徒弟再带
徒弟……”夏宝峰告诉记者，20年来，他
和他的弟子已培养了六万余名“内家拳
人”，其中通过内家拳内部考核，具备内
家拳内部授课教练员资质的有60人，并
培养出中国武术段位考评员15人，浙江
省武协的武术裁判员19人，中国武术段
位武士60多个（最高获得6段），浙江传
统武术教练员45人，参加国内外重大武
术比赛获得金牌200多枚。

如今，内家拳已从宁波传向杭州、北
京、上海、江西、福建等省市，还传到了美
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保加利
亚等70多个国家，其中不乏对中华武术
感兴趣的外籍人士。

“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承发扬，能有更
多的人了解宁波本地拳种，明白什么是
真正的原始内家拳，知道我们宁波不但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还能‘拳名武
林’。”夏宝峰说。

记者 陶倪 文/摄

夏宝峰夏宝峰（（前前））正在教授弟子练习内家拳正在教授弟子练习内家拳。。

7月8日-9日，宁波内家拳弟子在第六届台州武术节上勇夺
68枚奖牌的消息，让内家拳这一拳种愈发受到大众关注。它是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早在400多年前就已流传于
宁波地区。夏宝峰是内家拳代表性传承人，暑期来临，他正忙着
接待一批批高校学生的实践调研，认真指导他们的动作，同时也
向年轻一辈宣扬非遗文化。

与时俱进提炼拳法
弟子勇夺68枚奖牌

内家拳掌门人夏宝峰：
让宁波“拳名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