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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相伴，人生 不同

高考的停止键刚刚按下，考生们即将

面临人生的抉择，选择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成为最热的话题。在众多选项中，学医、从

医是高考学子们追逐已久的梦想，但即将

报志愿的他们，心里一定有很多问题。

为此，6 月 11 日，北京协和医学院

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北京协和医

院院长张抒扬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院士与著名媒体

人白岩松进行了巅峰对话，分享学医、

成医、从医的智慧和感悟。

为何走上医学道路

白岩松：你们当初为什么想学医？

胡盛寿：我学医的原因可能代表很

多想要学医的孩子和家长。我邻居阿姨

经常在家里咯血，当时年幼的我总觉得

很可怕，直到有一天那位阿姨去做了心

脏手术，回来以后整个人完全变了，这一

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事

对我上大学选择读什么专业影响很大，

最终我选择了心血管相关的专业。

张抒扬：我学医的原因和胡教授有

相似之处。我孩童时期好朋友的母亲

在她上小学三年级时因风湿性心脏病

去世，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立志学

医希望将来能帮助人、救治人，让孩子

们在幼年时期都没有悲伤和不幸。

赫捷：我学医有点偶然，考大学填

写志愿时把医学院作为第三志愿。当我

听到被医学院录取时，脑海里第一个想

到的是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这个

救死扶伤就是我最初信仰的开始。

王辰：我是遵父母之命走上医学道

路的。我的父母都是文科老师，家中没

有学医的。但以他们对医学、医生的理

解，认为我的秉性适合学医。因为父母

觉得我比较有悲悯心，爱帮助人，所以

他们建议我学医。

医学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

白岩松：我们总希望优秀人才学

医，仿佛让他们学医都是为了别人、为

了健康、为了社会进步。西方国家常

说，“只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君子’，

才可能成为最后严格意义上的好医

生。”那么，在医学院得到的教育，是不

是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君子”？

王辰：真正的医者一定是遵从内心

所愿，怀悲悯之心，对功名利禄不过度追

求。他尊重、等视众生，无论是最高层面

的社会人物，还是最基层的社会大众，医

者内心对健康和生命的尊重是一样的。

这不但是协和的精神执念，也是具

有代表性的、主流的医界精神执念。因

此，谁想学医，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一

定要准备好面对学医路上的艰难、辛苦

劳顿。所以我并不想把学医说得多么

“阳光灿烂”，我只想告诉大家，学医确

实有用———帮助他人，成就自己。

白岩松：上世纪 60年代，张孝骞在

给一个普通的女性看病时，一眼就认出

30多年前曾为她诊治过。这一个小细

节“寓高贵于朴实之中”。胡院长，在您

看来，孩子们该带着什么学医？

胡盛寿：孩子本身要对学医有兴

趣，当然这个兴趣有不同的成分构成。

我觉得，在世间所有的职业当中，医生

这个职业有它独特的支撑作用。人一

辈子有两件事，需要有人帮助。

第一个是你碰到了不公平的事情，

希望有能力的人替你主持公道，这就是

好的律师、法官；第二件事是所有人都

会碰到的，就是生老病死，这是人最脆

弱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很有爱心又有

能力的人来帮助你，这个人就是医生。

医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病人，除了

要有非常强的专业知识处理这些疾患，

更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的悲悯之心，体谅

患者痛苦的状态，给他以希望，并解除

他的痛苦。

白岩松：林巧稚大师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留给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句话是，

“快！快！产钳！产钳！”弥留之际，她的

心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我们也能从中知

晓，医学教育和从医经历对她有多么重

要。张院长，什么样的学生在医学院学

习 8年后会成为医院未来的顶梁柱？

张抒扬：医学需要不断地探索，不

断地揭示未知。在医学教育过程当中，

需要传授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

能，培养终生学习能力，培养对这份职

业坚持和坚守。

所谓医学，我理解是仁心和仁术。

医生是崇高的职业，医生应是仁爱之

士。古人言“夫医者，无仁爱之心不可

托也”。仁心和仁术集医生于一身，只

有在仁心之上承载着医术，才能够全

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以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例，他们

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受协和“三基三

严”的教育和影响，有着严谨治学的态

度，又有很好的英文水平和国际视野。

因此他们是“厚积薄发”，具备成大才

的素质和素养。

学医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白岩松：协和医学院的教育历史当中

有一个小细节，我印象很深，也是协和的

传奇之一。当年林巧稚考协和时，因帮助

晕倒的考生没能完成英语考试，监考老师

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学校，学校发现她前几

科的成绩很好，英文虽然没有成绩，但在

她身上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

于是，林巧稚当年就被招到了协和医学

院。王院士，很多家长会问，把孩子“交给”

医学院，8年后会成长成什么样子？

王辰：我们努力使孩子们在学校发

生两点变化。第一点，孩子的善良和悲

悯之心是自然的、纯朴的，但需要一种

专业精神的把握，需要一种更高境界的

强化和升华。我们会聚焦于这一点，努

力在人文精神和现实行为上培养他。

比如，林巧稚就是这样一个有爱心

和扶助心并在学校得到强化的人，这使

她后来成为“万婴之母”。有一个故

事———协和医学院的教授谢少文，有一

段时间工资停发，生活很困难。有一

天，他在扫地时，旁边有一个穿白大衣

的人翩然而至、又翩然而去。

之后，他发现兜里多了一个信封，

他掏出来一看，发现里面有钱，他正要

拿着钱追上还回去，这时发现信封上有

一行很俊秀的铅笔字，写着“It’s not

m oney，it’s friendship”———“这不是

钱，是友谊”。那个穿白大衣的人就是

林巧稚。

林巧稚本性善良，在她接受专业教

育后，成为充满大爱的人。

第二点变化就是专业能力和水准。

专业水准是能够实现人文情怀很重要的

依据。人性的善良程度和专业上深刻不

深刻、广博不广博、精到不精到，是他将

来能不能成为良医的决定性因素。

学校会教授他们与医学相关的三

大基础知识体系：自然科学与技术、社

会科学与方法、人文学科与文化。在这

三大知识体系基础之上，衍生出富有人

文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医学。其中，科学

是现代医学最重要的、最本质的特征，

这种科学的教育和训练在学校会得到

实施和强化。

（根据《学医———白岩松对话协和

医学院》访谈整理，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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