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病分文不取，面对质疑常偷偷流泪

张东：
孤独的慈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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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为病人免费上门做康复治疗，这一善举持续了近 20年。他曾纠结于金钱和
慈善的误区，觉得对不起在国外独自打拼的妻子，常常半夜一个人对着电脑流泪；面对质
疑和误解，他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并发奋自学针灸技术拿到了从业资格证书。如今，他仍
在坚持着“一个人的慈善”。他，就是泰安热心市民张东。

8 月 3 日上午，随着汽车熄
火的声音，一辆暗红色的奥拓
车停在肥城市汶阳镇张孝门村
村民贾翠莲家的门口。“张东兄
弟来了！”贾翠莲的二儿子张文
访闻声而起，拄着拐杖颤巍巍
地向前挪动了两步，拉住了从
车上下来的张东。

“多亏了张东兄弟，现在
我二弟已经能够下地走路

了。”张文访的大哥张文安激
动地说，张东每隔一周就会开
车来肥城给弟弟做康复治疗。
就在张文安说话的功夫，只见
张东已经熟练地开始帮坐在
轮椅上的张文访按摩小腿和
胳膊上的各个穴位。他不时地
让张文访抬抬胳膊、抬抬腿，
并仔细询问他的感觉。

张文安告诉记者，从今年5

月初开始，张东已经来了八次，
每次都要给弟弟做至少两个小
时的穴位按摩。张文安说，当高
高瘦瘦的张东主动来到他们
家，并说要为弟弟免费按摩时，
他们也是半信半疑。“第一次按
摩结束后三个小时，文访失去
知觉的左腿竟然能挪动了，当
时就把我们高兴坏了。”贾翠莲
感激地说。

“做这个康复治疗，也只
是家传的一点技能加上我个
人的爱好罢了。”张东说，他
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小时
候不认识字，只喜欢翻看医
书中的一些图画，其中的人
体穴位图引起了我极大的兴
趣。那时候正好盛行武侠风，
电视中一些高手的点穴手法
让我膜拜。”张东说，他最初
的医学之路就是从武侠开始
的。

据张东回忆，他第一次接
诊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那时他还是泰安一家建筑公
司的员工，厂里有个工友从高

处跌了下来，摔伤了腰，听说
张东会按摩，便让他来试试。
那时的张东也是在学习阶段，
不敢怠慢，对着穴位图，对腰
眼周围的穴位进行轻缓不同
地按压推拿，大概半个多月，
工友便可以扶着墙慢慢走路
了，张东也由此树立了信心，
开始将康复治疗的范围圈逐
渐扩大，为他人免费按摩穴
位，这一做就是 20 年。

为了更好地为病人治病，
张东考取了泰山区的康复治
疗从业资格证书。张东说，他
在市区有 3 名病人，徂徕镇有
两名，肥城也有两名，他都亲

自上门为他们治疗。为市区的
病人看病时，他就骑自行车，
出了市区就开着自己那辆小
奥拓，油费、路费都是他自己
负担。用张东的话说，家里有
个病人本来就攒不下什么钱，
还要给人家雪上加霜，良心上
也说不过去。

家住花园小区的孙女士
是张东目前正在治疗的病人
之一，孙女士身患脑瘫并引发
半身不遂，张东每隔一天去给
她做一次康复治疗，每次都是
骑自行车去，“儿女们看不过，
商量说要用车去接他，但他不
肯。”孙女士说。

“其实我很担心有人会把
我和那些打着治病幌子骗钱
的人混为一谈。”张东说，这也
是他无论多难，都坚持不收病
人治疗费，并自己负担路费的
原因。

“作为工薪阶层，我的家
庭也不宽裕，60 多岁的父亲
退休后还在一个餐馆当看门
人，妻子出国打工，一走就是
7 年。”张东说，每次他与妻子
通过越洋电话或是在网上聊
天时，他总是心存内疚。妻子
让他出国，两人一起打工挣
钱，然而提前内退的张东放不

下他的病人以及这份不被大
多数人理解的事业。“出国的
事情一拖再拖，每次关了电
脑，他都会对着发黑屏幕一个
人哭，一米八的汉子哭得像个
小孩。”张东的家人说。

“我不是傻子，我也心疼油
钱。我也知道出国打工挣钱多，
也可以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
母颐养天年，让女儿有个更好
的学习环境，但是我就是走不
开。”张东说着有些哽咽，“我对
不起家里人，心里很纠结。”

除了对家人的愧疚，亲戚
朋友的误解和质疑也让张东

很心寒。“一些亲戚直接说我
是个傻子，不去国外淘金，天
天在这里瞎忙。”张东说，家里
的长辈也曾认真地找他谈过。
问他整天为了别人的事奔忙，
到底图什么。名？除了几个看
过的病人和家属，泰安没几个
人认识他。利？他现在还赔钱
为人家治疗。

“我曾经花很长时间弄明
白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
间，现在我终于弄明白了，我
不需要所有的人理解和支持，
我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心。”张
东坚定地说。

张东说，忽略掉非议和质疑，做善
事除了凭借一腔热情和执著之外，他
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说白了，没
有钱，再执著的人也不会坚持下去。

“我的技术也引起了一些诊所和
学校的注意，邀请我去坐诊和讲课。这
是有钱可赚，但是却不是我追求的。把
爱心和金钱挂钩，我不愿意看到这
个。”张东说，由于他已经内退，退休金
并不高，现在还住在父母家里。随着病
人越来越多，如此这样日复一日地免
费看病并不是长久之计。

“我也劝过他，家庭困难的就算了，
家里经济条件好的病人，你多少收点

钱，但是他就是不肯。”张东的朋友孟庆
勇说，他们朋友圈里有“三倔”，其中一
个就是张东，不听劝，认准的事打死也
要坚持到底。为此也有不少人说他“死
心眼”，但是他也不理会，仍然做自己的
事。

做吃山空并不是办法，谈及将来
的打算，张东说，他准备治疗完这几个
病人之后，就出国与妻子一起打工，挣
个一年半载的钱再回来，继续免费为
病人做康复治疗，然后再出去挣钱。他
始终坚持不收病人的费用，张东说，他
不要病人的钱，他只要病人的认可，这
也是他活着的人生价值。

主动上门为陌生人按摩

武侠剧中的点穴手法让他膜拜

面对误解，一米八的汉子哭得像个小孩 出国赚钱回国后继续做慈善

张东(右)扶着张文访做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