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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倒回1997年，24歲的許文駿在台灣剛剛退伍
回家，多年的過敏性哮喘一直困擾着他，有段

時間氣喘非常厲害。「四處求醫無果。一次偶然的機
會，我認識了一個在陝西念書的中醫師，他幫我號脈
看病，開了一副中藥，我當晚吃了就見效。」那一
次，許文駿見識了中醫的神奇。

赴陝求學求醫 邂逅甜美姻緣
而後，這位中醫師建議許文駿到大陸念個中醫，可

以順便找個老師治療哮喘。「他當時給了我兩個地方
選擇：一個是陝西，一個是廣西。」再三考慮後，許
文駿來到了位於陝西咸陽的陝西中醫學院（現陝西中
醫藥大學），攻讀針灸推拿專業。
求學期間的許文駿學習非常刻苦，「大陸的中醫保
留了許多傳統的古方，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也非常認
真，會把內容做系統整理，因此，我們學起來就相對
輕鬆。」許文駿說，學習的同時，他的老師一直幫助
他調理身體，吃了兩年半的中藥後，他的哮喘被徹底
治癒。「以前一感冒就會喘氣，現在一點都不會。」
許文駿的幸運不僅是在大學期間治好了哮喘病，在

這裏，他還邂逅了美麗大方的咸陽女孩蒲林麗，兩人
於2000年領證結婚。許文駿的人生軌跡，也由此改
變。

惠台政策激勵 留在當地行醫
2003年大學畢業後，許文駿又考取了陝西中醫學院

的碩士研究生，攻讀中西醫結合腦病專業。2006年，
在大陸宣布准許符合規定條件的台灣同胞在大陸申請
執業註冊和短期行醫政策後，許文駿決定試一試。
「非常幸運，我成為了在陝西省第一個拿到大陸執

業醫師資格的台灣人。」許文駿說，當時自己滿腦子
想的就是不浪費所學，也要對得起父母對自己的付
出。加之妻子是咸陽當地人，「我看得出來，她希望
我留在這裏。」
2007年，面對咸陽市大力扶持基層社區衞生服務站

發展的機遇，在老師和同學的建議下，許文駿也下定
決心大幹一場。當年10月，由他和妻子申請註冊的
秦都區文林社區衞生服務站正式開門迎客，許文駿擔
任醫學負責人至今。
多年來，許文駿憑着耐心、細心、對症下藥、看病

費用低，贏得了社區老百姓的信賴。在他看來，從醫
絕不是一件追求盈利的事。「患者對我來說不是賺錢
的工具，我從沒想從他們身上賺多少錢，而是看怎樣
治療最適合他們。」許文駿憶起自己的一次從醫經
歷，一個病人因頭疼來到服務站，他從上到下仔仔細
細問診了半個小時，最終只給病人開了六毛錢的藥就
解決了問題。

微信問診繁忙 參與一線防疫
「在我的概念裏，只要患者有需要，即使休息日，

我也會去服務站給他們看病。」許文駿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經常有患者打電話約他看病，而他常常一走

進服務站就是一整天。「和家人爽約的事時有發生，
定好的約會我常常遲到。」許文駿笑稱，這也對大夫
的心理承受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這種高要求還體現在無數個夜晚，「有時晚上十二
點多了，還有人打電話來諮詢病情，或替自己問，或
替家人問。問完病情還要給他們開藥方，開完藥方還
要給他們拍攝藥品的照片。」許文駿無奈地笑稱，以
前人們看病都到社區衞生服務站找他，現在看病都在
微信上，免費微信問診。但他同時表示，「這也算甜
蜜的負擔吧，能被這麼多人認可和需要，也是一種幸
福。」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作為基層醫生

的許文駿和團隊亦時常衝鋒在前，疫情流調、核酸採
集等成為他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最初武漢疫情爆發的時

候，由於對疫情了解不足，社區醫療機構基本都是關
門停業狀態。但隨着大陸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近兩
年來，文林社區衞生服務站多次奮戰在抗疫一線，幫
助基層進行核酸檢測等工作。「我們站裏一共8個
人，大家都非常積極地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無論晴天
下雨，還是白天黑夜，大家從無一句怨言。」許文駿
說，這是一個市民的光榮，也是醫務人員的責任。

基層行醫的許文駿，見慣了患者的
疾苦，也看到了許多貧困患者的苦楚。

多年前，一個化膿性扁桃體炎的患者來到許
文駿的衞生服務站求醫，當時的他已經高燒40
度。診斷之後，許文駿說：「你這個比較嚴重，
需要打針治療。」患者猶豫了一下，站起來
說：「那我回去拿錢。」然而，一直到晚上11
點，那個患者始終也沒有回來治療。
「那是一個修車工，我想他肯定是因為錢的

問題沒來治療。」那天夜晚，許文駿回到家後
一直唸叨，「我應該先給他吃個退燒藥的。不退
燒怎麼辦？燒出問題怎麼辦？」從那以後，許文
駿定下一條規矩：先看病，後收費。

為貧困病患減免醫藥費
從醫時間長了，類似的問題越來越
多，許文駿開始思考如何減輕這
些困難群體的醫療負擔。「原本
我們準備設立一個基金來幫助
這些困難的人，但後來想
想，放什麼基金，直接不
收錢就行了。」許文駿的
妻子蒲林麗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經常有人問
他們每年捐助別人多
少錢，「說真的，我
們不是為了業績才去
做好事，所以從來
不記賬。到底捐了
多少錢，我們也沒
算過。」
多年來，許文駿
總是不遺餘力推廣
中醫文化，給患者
耐心講解病理，推
薦患者採取中醫療
法、吃中藥。「雖

然以前也常有病人選擇西醫，但漸漸地，也有越來越
多患者聽取了我的建議，有人還專門叮囑我開中成
藥。」許文駿說，中醫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有幸
在大陸學習多年，自己亦希望為中醫的發揚光大貢獻
一分力量。

「扎針不留針」手法效果好
在秦都區文林社區衞生服務站，香港文匯報記者看

到，前來理療按摩的患者絡繹不絕。許文駿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如今中醫傳統的針灸、推拿、拔罐等治
療方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一位患者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自己前段時間肩膀不太舒服，請許文駿
扎了幾針後，就逐漸好轉了。
雖然是全科醫生，但許文駿在社區百姓心裏，又以

兒科最為擅長。面對感冒咳嗽的小朋友，他採取「扎
針不留針」的手法，受到家長們的廣泛認可。「大人
針灸，我把針扎下去會停留一會兒；但小孩比較好
動，所以我扎下去後就會拔起來，從頭到尾只用一根
針。扎針不留針，這就減輕了小孩子的恐懼心理，效
果也很好。」
閒暇時間，許文駿亦經常跟自己在大陸從醫的同學

們交流，了解中醫在各地的發展情況。他表示，咸陽
作為歷史文化古都，相信中醫這樣的傳統文化瑰寶亦
一定會在這裏發展得越來越好。

去年底，
因為扛不住
疫 情 的 影
響，加之多
年來從不過

度醫療、收費低、為困難群體免費
醫療等，秦都區文林社區衞生服務

站處於賠錢狀態。許文駿最終將自己
的社區衞生服務站從沿街門面搬到了一
個小區裏面。雖然是私營性質的社區衞
生服務站，但許文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服務站承擔了近半社會公共醫療業
務，「社區的預防接種、全民核酸檢測
等，我們都在做」，這相當於政府購買
了衞生服務站的業務，這在一定程度上
緩減了社區衞生服務站收入不足的困
境。

父母貼錢幫助渡難關
雖然收入不足，許文駿依然選擇了堅

守。「這其中離不開家人的大力支
持。」許文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

遠在台灣的父母一直非常支持自己的事
業，在父母看來，有機會行醫救世是全
家人的光榮，亦一定會有福報。因此，
當他的社區衞生服務站運營艱難的時
候，父母總是貼錢幫他渡過難關。

他的妻子蒲林麗亦然。「多年來，我
看到的他就是一個以病人為中心的醫
生，又耐心又細心，對症下藥，從不過
度醫療。」蒲林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老百姓對衞生服務站的認可便是對
他們付出的肯定，「有時患者送的一個
小小的巧克力、一瓶飲料等，就讓我們
感覺非常溫暖。」

弟弟也來大陸生活
剛剛成年的兒子和未成年的女兒，同

樣心疼作為醫生的父親。「他們也很理
解我的工作，經常都說我太辛苦。」許
文駿說，今年清明節，他特意帶着兒子
一同赴陝西黃帝陵拜謁先祖，亦是希望
孩子通過祭祀軒轅黃帝，加深對傳統文
化的理解，感悟到作為炎黃子孫的榮

光。
而今，許文駿和弟

弟都在大陸生活，家中僅
剩年邁的父母留在台灣。他
期望未來能有更多些時間照顧
父母。對於孩子們的未來，許文
駿則稱，「他們雖然出生在台灣，
但他們在大陸生長，他們的未來也一
定是在大陸。」

「孩子的未來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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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醫定醫規：
先看病後收費

◆◆許文駿表示許文駿表示，，能夠得到患者能夠得到患者
的認可是醫生最幸福的事的認可是醫生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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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駿為患者把脈。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

25年前，赴陝求學的台胞許文駿

怎麼都不會想到，自己的人生居然會扎根在祖

國大陸大西北黃土地上。「原本只想在這邊念完大學就回

台灣，但沒想到遇到了她。然後又在這裏繼續念了碩士研究生，開辦

了社區衞生服務站，一晃就是25年。」作為在陝西省第一個取得大陸執業

醫師資格的台胞，年屆50的許文駿，已經在陝西省咸陽市秦都區文林社

區衞生服務站醫學負責人的崗位上工作了15年。憑藉精湛的醫術和

對患者的耐心及愛心，許文駿博得了一眾粉絲。大家都知道文

林社區衞生服務站有位台灣大夫，有些素未謀面的患

者經人介紹來到服務站，第一句話就是「哪位是

來自台灣的許大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陝西咸陽報道

◆許文駿和妻子蒲林麗結婚20多年，恩愛有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

◆秦都區文林社區衞生服
務站在疫情期間為社區
居民做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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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駿（前排左二）
與同事相處融洽，就像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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