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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伟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几
本边角已经残破的古籍，作者正是
爷爷王延舫，封面写着“不必秘
藏”。

“有空的时候，我常会翻阅。
既可以温故知新，又可以静心。”王
嘉伟翻开这些竖版刊印的古书，上
面有不少工整的批注，是父亲王德
隆留下的。

王嘉伟回忆，自己刚到市第二
医院推拿科时，工作性质和学徒类
似。“父亲和姑姑扎针，我负责拔针。
拔得多了，一来对穴位分布更了解
了，二来也会思考为什么要在这些穴
位施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

“书本知识和实践还是有差距
的，同是扎针，看起来简单，却大有
门道。进针，要既快又准；得气，是

对应的穴位有酸胀感；收气是通过
捻针等手法，把气留住，强化效果。”

后来，王嘉伟又到宁波市中医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系统全面地
学习中医理论、解剖学等基础学科
知识，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和诊疗技
术水平。40年临床工作下来，王
嘉伟尤其擅长利用手法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眩晕性颈椎病、网球肘
等，还善用针灸推拿调理肠胃、妇
科疾病等。

慈溪庵东的一位病人感慨王
氏针推手法神奇。他多年来饱受
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的折
磨。经过王嘉伟针灸和推拿相结
合的施治后，当晚肚子发胀发硬。
第二天，肚胀消失，腰痛和坐骨神
经痛也消失了。

一根银针传三代。王嘉伟说，
“王氏针推”也绝非一成不变地遵
循古法，而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比如，“朱砂灸”的好处是见效
快、费用低，缺点是有灼伤感且会
在皮肤表面留下印子，现在很少用
到了。目前，王嘉伟的针推手法以
针灸为基础，针推结合。他总结出

“刚柔并济，针推并用，以指代针，
力达指尖”十六字法则。推拿手法
也从单纯的提滚法，逐渐改良、创新
为指间关节提滚法和拂法相结合的
复合手法，以求刚柔并济。

2016年，王嘉伟中医推拿工
作室成立。作为宁波市第二医院
中医品牌学科，王嘉伟选定了科室
中医师杨杰科作为王氏针推的第
四代传承人。

歌声、琴声、掌声、喝彩声……8月
19日中国医师前夕，一场大型庆祝晚会
在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方桥院区致和
广场举行。这是我市第一次把大型文艺
表演“搬进”医院。

这场主题为“大爱无疆 奋进一流
——为人民歌唱”的公益演出由宁波市
委宣传部、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宁波市工人
文化宫、宁波市音乐家协会承办。

众多宁波市优秀职工歌手以及宁大
一院医务人员联袂表演，《不忘初心》《我
爱你中国》《为了谁》《星辰大海》等一首
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还有《我在书香里等
你》《风从东海来》院歌《在你身边》等一
首首原创歌曲轮番上演，熟悉的旋律、
动听的歌声，响彻方桥院区室外广场，给
宁大一院患者和医务人员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活动现场，书香元素、亚运元素也
是满格呈现。演出在大合唱《我爱你中
国》中落幕。

“举办这样的活动，相信能给医务人
员带来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让大家更好
地服务于患者，为建设国内一流、省内领
航、百姓首选的医院目标而努力奋斗。
也祝愿我们医务人员节日快乐。”宁波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王珊珊表示。

现场揭晓并颁发了该院2023年十
佳青年医师奖和十佳青年医师奖提名
奖。在新鲜出炉的2023年浙江省优秀
医师、优秀青年医师以及宁波市第一届
青年名医中，丁慧青、曹超、徐磊等分获
殊荣。

宁大一院党委书记阮列敏表示，过
去的3年对医院来说，极不平凡。感谢
总工会将这场视听盛宴送进方桥院区，
这是一场极富意义的活动，既致敬医者，
更展示宁波职工文化事业的优秀成果，
可以说是各美其美基础上的美美与共。
记者 吴正彬 陈驰 通讯员 庞赟 高尚

暖心又超燃
一场大型公益演出走进医院

凡人一身，有十二经络，正经上共三百六十二穴位……通过针、灸、推拿等中
医手法，可以妙手去除病痛。

在宁波，“王氏针推”声名远播。近日，记者听“王氏针推”第三代传人、宁波
市第二医院推拿科负责人王嘉伟讲述了“一根银针传三代”的家族传承故事。

王嘉伟在为患者施针王嘉伟在为患者施针。。

“我学针灸推拿、当医生，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王嘉伟出身针灸
世家，爷爷王延舫创立了“王氏针
推”，姑姑和父亲传承衣钵。

他回忆：“小时候常到诊室看
父亲和姑姑施针。诊室里总是很
多人。有病人是由几个人担架抬
着来的，经过针灸推拿后就可以走
着回去了。一些病人由别人扶着
来，呻吟着说头疼、腰痛，走的时
候，整个人松快很多。我觉得很神
奇，打心底里想学。”

小时候，王嘉伟的“玩具”是一
个模型小人，上面一一标注了人体
的经络穴位。“一开始，也不认识
字，就对着小人找穴位。大人空

了，会指导我一下，或者考我这个
穴位叫什么。后来识字了，就翻着
家里的医书，对着模型小人琢磨。”

除了目睹妙手施针，王嘉伟也
耳闻了不少祖辈、父辈行医的故事。

爷爷王延舫的学医之路颇有
“武侠色彩”。年少时，拜宁波寺庙
的方丈为师，学习民间针灸推拿和
整骨技术，又苦读医书，逐渐形成
治疗特色。他独创的“朱砂灸疗
法”针对顽固性疼痛有奇效，在浙
东一带颇有名声。

为了节约贵重药品“当门子”
（即麝香），爷爷调整了朱砂灸的配
方，配成丹药。使用时，将丹药剪
成西瓜子大小，根据病情，把半粒

或一粒丹药放在需要灸的穴位
上。和传统的艾炷灸相比，朱砂灸
燃烧速度快，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爷爷开诊所期间，很多辛苦劳
作的黄包车夫常来就诊。考虑到他
们生活艰辛，爷爷时常少收或不收
诊费。为表感谢，爷爷下班时，很多
车夫争相免费送他回家，他总是一
一婉拒。不少台州等地的病人远道
来找爷爷求医却找不到地方，黄包
车夫们成了义务“引导员”。

这些故事，王嘉伟记忆犹新。
他说：“上世纪50年代，爷爷带着
我姑姑王佩君和我父亲王德隆加
入了宁波市第二医院，并在1953
年组建了针灸推拿科。”

童年时看父辈妙手施针 抬着进来的患者走着出门

爷爷写的专业书摆在案头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一家三代人都是同行和同事，
又会有哪些趣事呢？

王嘉伟说，探讨病案是家里的
“固定节目”，以至于晚饭时间经常
成了病案讨论会。

比如，碰到疑难复杂或者少见
的病例，大家会在家里探讨，各抒
己见，要扎哪几个穴位，怎么推拿。

讨论会有时成了“临时考

场”。比如聊到一个面瘫患者，父
亲和姑姑就会提问：“你这次扎了
哪几个穴位？病人下次来，你预计
会是什么情况，计划再扎哪些穴
位？接下去怎么治疗？”

长辈特别注重医德传承。比
如会时常提醒王嘉伟：“你做医生，
不用想别的，一心把病人治好就可
以了。病人情况各不相同，你要一

视同仁。”
记者采访当天，王嘉伟早晨7

点前到医院，为40多位病人施治
下来，已是中午12点多，他的脸上
已显疲惫之色。他说：“还好，几十
年下来也练出来了。对于这样的
工作强度，我早已习惯。病人的满
意和一句感谢，是我最大的欣慰。”

通讯员 鲍云洁 记者 王颖

“一视同仁，治病救人”晚饭经常成病案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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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半个世纪
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医术

银针传三代
白衣秉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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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