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这个工作好忙，尤

其是精神专科医院医生，但

还好有他在，我们能同理想、

同方向、同频率。”上午 9点，

在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刚

值完夜班的黄艳接受了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说起

她和丈夫的工作，她疲惫顿

扫，脸上洋溢起幸福的微笑。

彭星与黄艳，分别毕业

于南华大学医学院与湖南

师范大学医学院，均专攻临

床医学领域。彭星自幼受母

亲——一位资深精神专科医

师的影响，2002 年毕业后，

带着满腔热忱来到了衡阳市

第二人民医院出任重症精神

专科医师。与此同时，黄艳

也在另一家医院开始了内科

医生的职业生涯。

一年后，命运的红线将

他们紧紧相连。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踏实、认真，很有爱心。”黄

艳说，初次见面，他们并不

觉得尴尬，很快打开了话匣

子。交谈中，得知彭星是重

症精神科的医生，黄艳震惊

中又有点好奇。于是，彭星

便热情地向她介绍自己在精

神专科医院的日常。

“他把患者称之为‘精神

世界的探索者’，在他的描

述中，重症精神科不再像外

界所想象的那样令人畏惧，

反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乐趣

与深意。”黄艳回忆道，当时，

彭星坐在公园的凉椅上说自

己的工作能拂去别人心灵的

尘埃时，他自豪又进取的样

子深深吸引了她。

在彭星的影响下，黄艳

逐渐对精神科产生了兴趣，

并在 2004 年进入衡阳市第

二人民医院。2005 年元月，

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起初，面对精神异常的

患者，黄艳常常感到手足无

措。那段时间，作为“前辈”

的彭星便担当起了引导者的

角色，一边安慰、鼓励她，

一边从理论和实践上给她指

导和建议。“从沟通技巧到治

疗经验，他事无巨细地教我，

渐 渐 地，在一

次次实践中，我

积累了很多经

验。”黄艳回忆

道。

从那时起，

黄艳真正和丈

夫一起，迈入了

精神专科医院

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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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重症精神科，有这
样一对令人瞩目的夫妇——彭星和黄艳。

工作近 20 年来，他们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科
室， 既是并肩作战的精神科医生，更是携手共
进的精神伴侣。在这个充满挑战与奉献的岗位上，
他们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爱情与事业传奇。

11 月 8 日，黄艳笑着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分享起她和丈夫彭星“医”路同行的经历。

深耕精神专科，黄艳、彭星

夫妇一干就是近 20 年。

这 20 年来，虽然他们在同

一家医院同一个科室，但是病

区不同，负责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或许是因为同行，我们更

能理解彼此的艰辛。作为精神

科医生，治疗病人的同时，自己

也会有很多精神上的压力，所以

工作之余，我们也时常互相鼓

励，互相倾诉。”黄艳说，生活中，

他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都喜

欢旅游和享受美食，于是，在

为数不多的假期里，他们常常出

去旅行散心。

“让我最感动的是，结婚这

么多年，生养两个孩子之后，我

依然能拥有一个人的旅行——

不带孩子、不带老人、不带老

公的自由行。”黄艳激动地说。

前两年，黄艳偶然在网上看

到西藏桃花节的照片，便萌生了

独自去西藏的想法，回家和丈夫

提起后，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就

表示支持，主动承担起照顾孩

子的任务，让黄艳毫无后顾之

忧地完成了一次西藏之行。

“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

特别，在婚姻中，两个人的义务

和权利本就应该是平等的。”彭

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

至今都还记得，在他们刚开始备

婚的时候，他打球不小心把脚

扭伤了，要在床上躺 3 个月，但

当时婚房正处于装修的关键期，

杂七杂八的事情基本上是黄艳

一个人承包了。

“一个女孩子下班之后自己

在外面看材料、监工……每天弄

得灰头土脸，很晚才回家，让

人心疼。”彭星说，结婚后，妻

子也把家人照顾得特别好，就

连家人出去旅游，她也会细心

照顾孩子和老人的不同需求，

家人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

“所以她想一个人出去旅行，

我们都支持，我希望妈妈和妻

子这个角色不会成为她的枷锁，

希望她在结婚之后仍然能拥有

自己的空间和爱好。”彭星动情

地说，在这些年的从业经历中，

他们接触过不少因为婚恋情感

问题诱发的精神疾病案例，如

果家庭只靠一个人单方面付出，

那是畸形的家庭关系。

他希望在节奏越来越快的时

代，他们家能够成为一个安静

的、没有压力的精神栖息所，他

们能够在一起为精神医学奋斗

的同时，共筑属于他们的爱的精

神家园。

然而，同为精神专科医生，

对于夫妇俩而言，并非一件易

事。

“不同于朝九晚五的工作，

精神科患者的情况无法预料，

随时都会有突发情况，精神专

科医师要随时待命。”黄艳说，

婚后，她和丈夫一起住在医院

的家属区内，因为隔得近，只要

患者有突发情况，他们都可以

第一时间返回病房，协同值班

医师开展救治。

“我们两人的手机从不关机，

是 24 小时待命状态。”彭星笑

着说。除了随时待命，偶尔也会

有一些危险情况，牵动着夫妻

俩的心弦。

有一次，医院里一名重症

精神患者突然症状发作，三四

个护理人员都难以安抚，当时

刚准备下班的彭星便上前帮忙，

推搡中，被那名患者抓伤了手臂，

后来得知该患者感染了艾滋病。

“那天他下班回来，很随意

地和我讲事情的经过，我却急

坏了，连忙问他有没有做消毒和

隔断处理。”黄艳回忆道，虽然

自己学医，但丈夫遇到这种情

况，还是忍不住地担忧，“好在

后来检查平安无事，我心里的

石头才落下来”。

与重症精神病患者打交道

以来，遭受殴打、谩骂的情况

并不罕见，甚至有人制造恶作剧、

恐吓……也曾给黄艳一家人带

来很多烦恼。

“刚开始我也哭过怨过，一

度陷入恐惧。”黄艳说，但每遇

到这样的情况，丈夫都会成为

她的“定心丸”，一边冷静地处理，

一边总结经验教训，“有种两个

人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有他做

后盾就没那么害怕了”。

“后来，我婆婆也来找我们

谈心，跟我们讲她几十年的精

神科医师从业经历。”黄艳回忆

道，在一个个故事里，她了解到

精神类疾病和其他疾病并没有

什么不同，他们只是生病的人，

而不是坏人。

于是，尽管遇到很多艰难

险阻，夫妇俩却更加坚定了精

神专科医生的梦想，在各自的病

区里不懈奋斗，共同追寻着一个

“让精神病患者健康且有质量地

活着”的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雪炎 供图 /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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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想，携手跨入精神专科的大门

同方向，夫妻双双 24 小时待命

同频率，共同守护彼此的精神家园

20 年同单位同科室，这对夫妻越来越“精神” 

对话同行：

Q: 同为精神专科医生，对你

们而言有哪些好处或弊端？

A:我们从事同一个行业，尤

其同样学习精神医学、心理学等

专业知识，更能理解和共情彼此

的情绪和处境，会更加注重给予

彼此信任和空间，互相理解、互

相支持，才能把生活过得舒心。

但也是同行的缘故，我们很

难一起放假休息，结婚以来的很

多个春节，我们都是分开过的。

一年中，只有孩子过生日时，我们

才会调班，全家人热热闹闹地聚

一聚，算是把一年的节日都补过了。

 

Q: 你们有哪些婚恋方面的

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A:首先在亲密关系中，最重

要的就是包容、信任、三观一致。

其次是要学会经营，不要把

婚姻当成生活幸福、关系稳定的

理所当然，婚姻是需要去用心付

出和经营的。

最后一点是，不管把对方看

得多重要，都要保持一定的自由空

间，心态要放平。我们发现婚恋

情感问题是很多精神疾病发病的

诱因，比如想法偏执、不会自我

调节等，这是需要提醒大家在恋

爱和婚姻中注意的。
夫妇俩在医院。

黄艳、彭星夫妇在呼伦贝尔旅行。

黄艳一家四口在旅行中体验堆草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