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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的哭声被笑声替代

成都一家医院推广“小丑医生”

那个让患儿从哭变笑的“小丑”！
当太阳刚刚爬上龙泉山脉，汤米借着晨光，照着镜子，将白色和红

色的油彩涂在脸上，穿上彩虹一样绚烂的套装，向城市的北郊赶去。
这个43岁的男人常常模仿卓别林，在成都演艺界小有名气，而当

天他要去的地方不是剧场，而是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那里，
观众是病痛中的患儿，舞台则是病房外的走廊。

医生办公室里也摆着许多小丑服饰和道具，除了汤米这位专业小
丑艺术家，医护们也精心打扮了一番。这天恰逢医师节，他们就像是
在为自己庆祝，但更多的，是为了用爱与幽默去治愈患儿。

9年前，原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刘月明医生和四川省人民医
院张健护士赴意大利培训，将“小丑医生”这种替代疗法带了回来。9
年来，“小丑医生”从个别医护的尝试，渐渐发展成规范的工作与系统
的学科，并在全省、全国生根发芽。

哭声一片，是很多人对儿科病房
的印象。而在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的儿科病房，哭声被笑声替代。

6岁的思思患有急性肠炎，几天
前频繁腹泻、剧烈呕吐，一度发烧至
39度，她妈妈说“女儿整个人都蔫
了”。住院两天，思思病情好转，但
却闷闷不乐，一直躺在病床上看电
视剧。直到儿科护士长宁雪梅等几
名戴着五颜六色的配饰的“小丑医
生”，踏着“滑稽”的步伐前来查房，
思思才将目光从IPAD屏幕上挪开。

“小朋友你好可爱，我给你表演
个魔术好不好？”其中一名医生说，
思思微微点头。一根橡皮筋在指
尖，出现又消失，当思思去触摸时，
橡皮筋又从左手变到了右手，思思
终于露出了丝丝笑容。“小朋友看平
板要注意时间哦，姐姐先帮你收起
来，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好！”医生
和思思拉钩，达成共识。

儿科主任鲁利群也穿着有小丑
元素的特制白大褂，戴着可爱的头
饰，在门诊忙活了一上午，亲和的微

笑几乎时时刻在她的脸上，“成为
‘小丑医生’后，自己也会感到很开
心，这是互相的。”汤米则在鲁利群
医生的诊室外，不断地与小朋友们
互动，然后又在住院部的走廊里“蹦
蹦跳跳”了许久。

3岁的琪琪看到汤米靠近时，一
度有些害怕，躲在妈妈的身后，伸出
小小的脑袋来观察。汤米自有办
法，他弯下身，在琪琪的头顶上空轻
轻一点，一盏像星星一样的灯就在
他指尖亮了起来，琪琪睁大了眼
睛。汤米又用手在琪琪的身侧、身
前到处比划，一颗颗“星星”接二连
三闪烁起来，琪琪终于放开了紧抱
妈妈大腿的手，和汤米互动起来。

硬币、圆珠笔、气球……各种魔
术和杂耍道具，被汤米和琪琪玩了个
遍。汤米的表演搭配着滑稽又亲和的
语言，吸引了一大群患儿，他很快就被
欢笑声围绕。“我女儿很爱笑，但生病
就不怎么笑了，除非遇到‘小丑医
生’。”琪琪的妈妈说，上周初次见到

“小丑医生”后，女儿就念念不忘。

在孩子们面前蹦蹦跳跳的汤米
告诉记者，其实他是性格内向的人，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给我留下
童年创伤，但电视里的卓别林是我
的快乐源泉。”从初中开始，汤米就
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扮演小丑的相关
技巧。到成都读大学后，又开始拜
师学习魔术。2000年代，春熙路、太
升南路的很多卖场，会搭台请人表
演节目吸引顾客，汤米就鼓起勇气
去找那些商家：“我会小丑表演，让
我来试试吧。”

于是三五十元演一场，汤米开启
了自己的职业小丑之路。“那时候连
小丑的道具和服装都买不到，要自己
做。”后来，他又靠模仿卓别林在成都
演艺圈打响了名气，加入了省、市两
级杂技家协会，还在世界小丑协会的
比赛中得过奖。“杂技、魔术，很多人
都会，我的优势应该是更会表演，这
是直击人心的东西。”他说。

汶川大地震之后，汤米受邀去
做公益演出。当他与群众做互动魔
术时，看到远处的两个小孩跃跃欲
试，但走近了才发现，两个小孩都只
有一只手，而这个互动魔术需要两
只手才能完成。“于是这两个小朋友
一人用一只手，配合着完成了这个
魔术，我当时很触动，觉得这是一种

力量。”
后来，汤米的公益演出走进了

孤儿院、养老院、医院。“几年前，四
川省小丑医生公益慈善促进会的一
位医生朋友找到我，邀请我去给学
生们授课。”汤米说，自此他来到成
都医学院，为医学生们做小丑和魔
术表演的启蒙训练后，他自己也成
了一名编外“小丑医生”。两年前，
汤米的女儿降生了，他像关爱那些
患儿一样，将自己的能量与爱倾注
在女儿身上。“扮演小丑，治愈了他
们，也治愈了我。”

2015年，刘月明到意大利锡耶
纳大学研修，在那里，他看到了这
样一幕：“一群穿着白大衣，戴着红
鼻头和各种道具的人来到儿科病
房，小朋友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
前一刻，这个病房还死气沉沉，他
们来了之后，马上变得生机勃勃。”
原本哭闹着不愿意接受雾化的小
朋友们，在治疗师的引导下，顺利
地完成了治疗。

这次研修让刘月明感到，我国
的医疗设施和技术与国外差距并
不大，有些方面还领先于国外，但
人文关怀有待提升。回国后，刘月
明和同伴急切地想和人分享“小丑
医生”的好处，并将此实践于临
床。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
科主任鲁利群和护士长宁雪梅是
第一批受刘月明影响的人。但最
初，宁雪梅说：“一开始我只是在一
旁看，持怀疑态度。”

初步实践中，这群中国“小丑
医生”探索者的确也遭遇了挑战。
完全模仿西方小丑的装扮，虽然吸
引了一些小朋友，但也有一些小朋
友总是躲着他们，甚至有小朋友被
吓哭。这是自然的，因为小丑文化

在西方有根基，那里的小朋友很熟
悉，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文化传
统。于是他们尝试着做本土化改
良，例如在实践中加入孙悟空、熊
大熊二等中国小朋友熟悉的元素，
渐渐地，被小朋友们接纳了。代表
四川“小丑医生”的logo，是一只戴
听诊器的熊猫。

宁雪梅渐渐发现，自从“小丑
医生”介入后，原本哭声一片的儿
科，开始被笑声填充；原本畏惧打
针的小朋友，开始变得勇敢。这不
仅让患儿们感受到了爱与快乐，医
护们也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体验。

“小丑医生”不仅走进儿科，也
走进成人病房，例如介入产妇抑
郁、临终关怀、应激障碍等。

在鲁利群的带领下，宁雪梅作
为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小丑
医生”团队队长，担起了团队发展
与学科建设的重任。9年来，该院
的“小丑医生”团队已有了较为成
熟的架构和运行方案，在临床上总
结出了一整套关怀、互动的方法。
例如，针对儿童，使用模拟游戏、魔
术互动等方法；针对成人，还引入
了陪伴关怀、叙事医学等理念。

“小丑医生”志愿活动在成都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
院取得不错的成效，他们也与沿海
地区医院的同行者展开了交流，并
向海外先行者们学习。

中国的“小丑医生”长期只是
一个公益慈善项目，凭着一群医护
人员的热心在维系。直到 2017
年，成都医学院在国内首开“小丑
医生”课程，该课程于2021年获批

四川省教育厅“省级一流课程”，选
修学生人数达千人左右。全国多
地的医院也向成都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发来邮件，邀请他们提供

“小丑医生”课程。同年，四川省民
政厅更是批复同意了“四川省小丑
医生公益慈善促进会”的成立并予
以登记。

除了在院内开展服务，对外广
泛交流，鲁利群告诉记者，其医院的

“小丑医生”们还广泛参与基层社
区、福利院、养老院、荣军医院、偏远
山区等地的志愿活动。成都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夏勋告诉记
者，该院将“小丑医生”志愿服务作
为一种典型来推广，并大力支持其
学科建设，因为这体现了现代医学
的人文关怀。

接受了培训的“小丑医生”们，
像星星一样四散在全川各个医院，
甚至是全国各地的医院。他们用爱
与幽默，让无数的病患得以慰藉。

（文中汤米为艺名，未成年人均
为化名）

（成都商报）

“治愈了他们，也治愈了我”

引入“小丑”进行本土化改良

“小丑医生”像星星一样传播

志愿者汤米打扮成小丑在医院里与孩子们互动志愿者汤米打扮成小丑在医院里与孩子们互动。。

医生鲁利群装扮成小丑医生给孩子看病医生鲁利群装扮成小丑医生给孩子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