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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医疗体
制尚不完善的
今天，因为患病

长期卧床的老人，无
疑是特别需要被关
注的群体。他们除了
面临病痛的折磨外，
心理也承受着煎熬。
“久病床前无孝子”，
未必是陪护者不尽
心，很多时候，缠绵
病榻的老人消极负
面的心理状态才是
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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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市民小秦将一个

多月来为癌症晚期的父亲

住院奔忙的经历写成了一

篇文章!以致信上海市委书

记俞正声同志的形式!发在

了自己的博客上" 他提出

#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个

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

环境%!&支持和鼓励社会力

量为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

提供心理辅导$陪护等慈善

服务或志愿行动%等诉求和

建议'

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

&上海发布% 微博平台给小

秦回复并致电(医疗体制缺

陷造成的问题!虽然短期内

难以彻底解决! 但我相信!

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

大家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

进) （来源：解放日报）

! ! ! !对于长期住院的老人，不同阶
段，需要的陪护也有所不同。刚刚住
进医院时，陌生环境加上病痛的煎
熬，会让原本就对新环境适应性比
较差的老年人无所适从。这个阶段
让老年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和
陪伴就变得非常重要。廖丽娟提醒
说：“很多年轻的父母会在孩子上托
儿所幼儿园之前，经常带着孩子到
学校周围看看熟悉熟悉，这通常会
很有效地帮助孩子熟悉适应将来要
就学的环境。但是，我们送老人去住
院治疗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们也需
要一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经
历着身体病痛折磨而又无助的老人
们。”

老年患者的病往往是长期的慢
性的，所以对于老人和陪护的亲属
而言，面对的是一场需要积极应对

的持久战。适应了环境后，如何陪伴
老人“聚焦”，往往就变得非常重要。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持久的进
化，使得人们更容易聚焦于负面情
绪，因为负面情绪往往带动了人们
的身心一起备战。但是长期备战式
的应激状态，往往带来的是病人和
陪护亲属的身心俱疲。因此，轻松陪
伴就显得尤为重要。
“心理学研究人们的注意机制

的时候发现，病人往往容易聚焦在
‘不能’上面，比如不能吃硬的东西，
不能长途跋涉，不能下床走路，不能
听到比较轻的声音……这些‘不能’
不断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就会
越来越无助，越来越不能。”廖丽娟
分析说，“这个时候，老年患者和亲
人就需要一起聚焦于能进行的部
分。比如，不能下床走动，但是能在

床上坐起来吃东西，能在床上翻身，
还能在床上听音乐、看电视。不能吃
硬质食品，但是，能吃各种各样的
粥，能喝各种各样的汤……把一项
‘不能’转化为很多项的‘能’。”

曾经，有一位女儿来找廖丽娟
咨询如何陪伴照顾她患癌症的父
亲。后来，在一年多的陪伴时间里
面，这个女儿和自己的孩子在家里
到处贴着小纸条，每张纸条上都画
着、写着父亲很多可以尝试的事情。
比如，在卫生间里，贴着小外孙画的
一张画，上面写着“外公，你能一个
人站着小便，真好！不像我小时候老
是被抱着小便……”餐厅里面写着
的都是老人能吃的各色搭配。家用
的跑步机上面甚至写着“外公，你可
以在跑步机上面坐，还可以躺，而且
不需要开电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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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归真堂拟上市引发民众关注

与舆论热议!这是一家以熊胆制品

为主业的制药厂"

动物保护人士坚决反对活熊

取胆! 认为以人类的需要为名!给

熊们制造了苦痛!应以人工熊胆取

代天然熊胆!取消活熊取胆"

但还是有着汹汹争议" 其中最

容易遇到的一种说法是( 要说到虐

待动物!其实狩猎的猎人$磨刀霍霍

的厨师$ 为家人煲汤的母亲各个都

有份!难道你不吃肉么*既然那么爱

护动物!为什么还要杀生呢*杀与虐

杀!难道不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一边吃肉一边叫嚷着保护动

物!所以你好虚伪)这样一种质疑中

隐藏的逻辑是(如果你要指责恶!必

须拥有绝对的善) 否则就是虚伪)

过高的道德标杆是种陷阱)这

种貌似振振有词的指责其实是在

抹杀大恶与小恶的区别(既然人类

免不了要吃肉! 免不了要屠杀动

物!那大家都彼此彼此!谁也别说

谁了吧)

+,,抹杀区别的后果常常就

是纵容了罪恶!消失了底线)

人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为了

自身的生存!难以避免地要吃别的

动物)但这个理由并不意味着人可

以为所欲为地对待动物)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蒙古族诗

人席慕容来到南京!接待方在玄武

湖内的餐厅摆开宴席招待!席间端

上一道玄武湖名菜(一条大鱼卧在

盘中! 身体被油盐酱醋红烧熟透!

而头部还在微微颤动)席慕容当即

离席而去!用拒吃来表示对这种虐

杀的抗议)

没错!我爱吃猪肉!爱吃羊肉!

爱吃牛肉!爱吃鱼肉!我不是一个

素食主义者) 但是我不生割猪肉!

活剐牛肉来充饥)

我是个普通人!并且有着人类

与生俱来的感同身受的能力(动物

们受到的来自人类的残酷伤害!同

样残酷地伤害人自身的感受!伤害

人类的良心)

杀与虐杀!如果说是五十步与

百步的区别!这相差的五十步就是

人类朝向文明方向跋涉的五十步)

这五十步就是文明的含义)

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一直在向

自然掠夺!包括向动物掠夺) 掠夺

不可避免!但这种掠夺的底线在哪

儿!正是对人性是否尚存的一种检

验) 之所以文明的走向!是越来越

注重动物福利!是因为人想求得良

心的平安)这

种良心是人

性犹存的证

明)

另一方

面!丧钟不仅

为动物而鸣!

人可以怎么

对待动物!就

可以怎么对

待人自身)

当人为

了一己之利益!在动物面前消失了

所有的恻隐之心!那意味着在必要

的时候!人也完全可能以同样残忍

的方式对待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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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病痛 会屏蔽掉积极的感官体验
! ! ! !老年病人，尤其是一些慢性病
老人，在心理上会发生很多变化。生
病的人，往往最容易产生的感觉是
痛觉，而且通常是持续的剧烈的痛
觉，这使得身体其他的感觉容易被
屏蔽———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全身
几乎只有病痛了，感觉不到其他的
刺激，比如，嗅味觉被屏蔽，所以就
很难感觉到饭菜的香味，不容易闻
到花香……似乎世界上只有身上种
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容易让
人觉得，怎么生病的人，对其他的事
物都变得漠不关心了。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在积极的

情绪下，记忆力表现更佳，思维更敏
捷，也更容易乐观，总之，积极会带动
积极；反过来，人在消极的情绪控制
下，记忆力受限，思维易受到阻抑，更
容易把结果想得悲观，也更容易被激
发更多的负面情绪。生病是强大的负
面刺激，身心相互影响，生病的人往
往更容易体验到消极的情绪。

此外，长期卧病住院的老人，往
往更容易接触到死亡的消息和无助
的环境，这也会让人变得更脆弱。廖
丽娟解释说：“有过这样的研究，在
透明玻璃隔开的两边，一边是被电
击的老鼠，一边是可以尽情玩耍和

吃好东西的老鼠。研究发现，当一边
的老鼠受到刺激的时候，另外一边
的老鼠也会拒绝吃东西、拒绝玩耍，
显得无助和痛苦。这样的研究当然
没有办法在人身上进行，但基本可
以类推的是，作为普通病人不断看
到其他病人的痛苦甚至死亡的消
息，也容易感受到无助和痛苦。这会
使得长期住院的老人，产生恐惧心
理，希望快点逃离这样的病痛。而希
望快点再快点逃离的心态，对身体
的康复并没有帮助，相反，容易因为
这种非理性状态而妨碍了身体更好
地康复。”

)

打好“持久战” 把“不能”转变为“可能”

*

生活在当下 激发更多生命能量
! ! ! !老年病人自己如果沉浸在对过
去懊恼，对未来担忧的心境中，往往
会让今天背上沉重的负担。因此，廖
丽娟建议，老年病人要“生活在和别
的日子完全隔绝的今日里”，这可以
使人振奋、积极和健康。与此同时，
给自己更多积极、肯定的暗示，想着

我还能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并且
一步步操作起来，往往会激发更多
的生命能量。

老年病人除了调整自己的内在
心境外，让环境健康年轻起来，也是
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曾有研究，让老
年人重新回到十五年前的环境中，

几个月之后，这些老人都会变得更
年轻一些。“所以，老年人和陪伴的
亲人不妨仔细打量身边的环境，可
以在哪个角落、哪个空间放上让你
看着就会禁不住充满活力的物品，
比如充满活力的衣服，比如生机勃
勃的植物等。”廖丽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