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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阿坤

胡秋生

河北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2023 年 2 月的一天下午，因为疫情刚刚退去不久，门诊患者不多，我百无聊赖地看

着电脑桌面。突然，敲门声响起，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中等身材，结结实实的，戴一

副金丝边眼镜，厚外套外面围着一条灰色的棉围巾......

“主任，您好，我是—”，没有等他说完，我脱口而出：“你是阿坤！”“啊！主

任，几年没见了，您还记得我？！”

七年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 26 岁的阿坤在工作中受伤致颅脑损伤，在医院精心的医

疗下，昏迷三个多月的阿坤逐渐醒来，但其言语、认知、记忆力及肢体等方面都出现了

严重的功能障碍，前期治疗结束后，阿坤随母亲来到河北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系统

康复治疗。

经过长达一年的康复治疗，阿坤的肢体功能大大好转，除了平衡和协调稍差外，基

本行动自如，头痛、失眠等症状基本消除，表面来看似乎基本达到了自理能力标准。可

后来，我发现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几个月后，阿坤二次入院进行康复，他安安静静地坐在诊室里等候他的母亲去办理

入院手续，我便和他聊了起来，那一刻，我发现阿坤眼神慌乱，语无伦次，甚至还有点

手足无措......我慢慢地安慰他，通过聊天，我发现，阿坤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记忆力差、思维逻辑混乱、社交恐惧和不能......这个问题不解决，阿坤不可能重返正

常生活和工作。

入院几天后，我给阿坤安排了内服的活血化瘀，补肾增智的中药汤剂和针刺治疗，

可康复训练怎么办呢？针对这样一个近乎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我可不想用老套的认知训

练设备和方法来浪费时间。我要用更直接融入生活的训练方法来重新打造一个崭新的阿

坤。

我考虑再三，觉得针对阿坤的问题，先从改善他的记忆力入手比较好，记忆力不恢

复，其他都无从谈起。我告诉阿坤，每天早上起床后，要将上午要做的事情都记录在小

本子上，将小本子揣在衣兜里，然后就去做事先安排的事情，如果中途忘记，要仔细想

一想，实在想不起来了，再拿出小本子看看该做什么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及反复刺

激大脑，阿坤能记住的东西多一点、时间也长一点了。

第二步，我想该要训练阿坤的记忆速度了。我让阿坤的母亲带他到附近的超市去，

按照事先记在小本子上的采购清单快速寻找商品，经过训练，阿坤的方向感、秩序性、

快速记忆的能力都大大加强。但这是几个月努力的结果呀。

第三步， 要阿坤尝试单独去超市购物。我告诉阿坤，去超市前将要买的物品、回家

路线等事项提前记在小本子上，并模拟熟悉微信支付方法、流程......另外，我偷偷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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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阿坤的母亲，在后面偷偷跟着见机行事。但不要提前跟阿坤说。第一次去超市购物时

物品虽找齐了，但到结账时完全忘记了怎么操作，这时候，阿坤的母亲及时出现，帮助

阿坤结了帐。这样一来二去，阿坤由刚开始的不敢去超市到后来敢去还能选择物品，逐

渐地过渡到购物时知道优化选择物品的路线，慢慢也掌握了怎么结算账款。训练记忆力

的同时，我还指导阿坤在购物的路上，通过转换双手拎东西及走路等，加强肢体的协调

运动能力，增强体力锻炼。慢慢地，阿坤的记忆力和思维逻辑有了明显改善，恢复得越

来越好。

看到阿坤的改变，我觉得到了让阿坤逐渐融入社会、再建社交圈子的阶段了。我问

阿坤，过去的同事、同学中有没有玩得比较好的，他说有，但自己受伤后逐渐没有再联

系了。我说，那就先用微信联系他们，打文字可能你会比较适应些，等比较熟悉了，话

题多了再逐渐过渡到用语音、视频聊天.....阿坤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就从

简单的寒暄、问候开始，先少说点。”一次联系后，阿坤对我说：“我和朋友联系了，

但我感觉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像个傻瓜一样自说自话。”“没关系的，万事开头难，

一旦你开了口，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说。阿坤与同学、同事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我又鼓励他参加与朋友的聚会，阿坤的沟通和社交能力越来越好了。

我问阿坤，现在忙些什么，是在工作还是在做其它的什么？阿坤笑着说：“我回单

位上班了。”话语里充满了欢乐和自豪。“在单位具体做什么？”“我在发货班，负责

向各地区发货，很忙的。”我微笑地听着，我知道，阿坤已经完全重新开始了他的工作

和生活。阿坤现在很健谈，双眸里熠熠闪着光，跟我讲着他对未来的憧憬：“我现在真

得很好，和同事相处的不错，领导也很器重我，我自己也很努力，争取一两年后能够在

职务有大的提升。”而回忆起几年前的自己，阿坤淡淡的，平静的像一条河，隽永而深

沉，仿佛言说的是邻家小弟的故事，再也不见当年的慌乱和闪躲。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快到下班时间了，阿坤起身告辞，我站在窗前，看着他脚步轻

快地走出医院大门，傍晚阳光的余辉洒在他的身上，暖暖地，让人看到了希望。我想起

当年受伤后的阿坤，曾经那样的无助，可在我们的指导下，定下一个个小目标，实现一

个个小目标，再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潜移默化的几年间，最后终于完成大的长远目标。

专业的指导固然重要，但究竟还是阿坤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一向以为，康复是个伟大的事业，其所以伟大，在于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个个器官、

一个个系统、一项项功能，我们眼中所见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他或她的生

理、心理、周围的人和环境，只有这样，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让一项项康

复训练的内容变得鲜活起来，而不仅仅是那些冰冷的设备和索然无味的程序。康复应该

是个具有挑战性的、有趣的过程和事情！

再见阿坤，我感到满满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