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除了挽救生命，更要引导病人或

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当患者对自己的

病情一无所知时，往往特别焦虑甚至会怀

疑、不解。医生应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让

他们的焦虑心理得到释放。同时医生应尽

可能多地讲讲疾病知识，满足患者对病情

进一步知晓的需求和愿望———这是医患

间最普通的沟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朱军：

医生应学会引导病人理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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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

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这激动人心的誓词，是每一位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医学生都曾庄严许下的诺言，也是走上临床岗位后不断践行的准则。8月 19日，在第五个中国医师

节来临之际，曾经的医学生已成为医生，回忆起职业生涯的这些年，除了不变的自豪感与成就感，他们对医学、对医生、对患者有了一些更深的感悟。

钟南山巴德年

一个人从学医开始，不仅要学习自

然科学和医学知识，还要学习社会、人

文和管理。

我鄙视那些把医学当成纯技术的工匠

思想。他们只看到手术刀，看不到手术刀后

面的人的存在。医学教育关键还是人，没有

合适的人，刀就危险了。

医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用自己的

勇气和智慧解除人民的痛苦。医生是真正

的天使，难道还有比他们更可爱的人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

医生是真正的天使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医生在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这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这并不

是自负，而是一种能做敢做的责任与担

当。我敢做、我能做，年轻人就要有担当

精神，关键的时候站出来、走出来，舍我

其谁，这叫精神，这种精神是正面的———

我敢担当！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医生要敢于担当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有医术。从古到

今，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

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

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

样，还只是冰山一角，切不可妄自尊大，以

为技术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我们医者能

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

壮年到衰老、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

任务只是保护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

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

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

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

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

是有温度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医学是有温度的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多次被评

为最佳医院，但其海报上只是一个听诊器。

听诊器让医生与患者面对面直接对话，让

双方郑重地明晰“我是你的医生，你是我的

病人”———双方都是郑重的、神圣的！

一个医生应该记住奥斯勒的话，我们

一定要有很好的历史洞察，要把科学和人

文结合起来，要把科技进步和人道主义结

合起来。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当然也要敬

畏医学、敬畏医生、敬畏病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

敬畏医学、医生和病人

行医如同做人，最重要的是讲良心。良

心就是听从内心道德的召唤，对医生而言

就是敬畏生命、治病救人。没有什么比生命

更重要。

假如你是病人，你不仅希望能得到最

好的治疗，也希望刀口能开得小一点、缝合

得美观一点，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要把病

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上医治未病。医院处于防病治病的下游，

必须从重治疗转为重预防。现在医生的很多

时间都花在了给病人治病上，而真正负责任

的医生，应该从上游去防病。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

把病人当作亲人

当今，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倾向、困惑和

现实利益摆在面前，引导大家做出不同的

人生选择。但大家仍然选择了学医。我想其

中最深层的缘由，就是因为大家心中充满

爱，而医学盈溢着爱，是堪与厮守终生的学

问、职业、使命。一个人如果以表达心中对

人类之爱、以帮助他人作为职业选择，那么

学医会是一个最无悔的选择，更是一条最

佳的路径。

请大家守住这份爱，它会使你们在学

医、从医、传医的道路上虽经历风雨，但跨

越坎坷、矢志不渝。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

医学堪与厮守终生

大学毕业后，我在金华人民医院的各

个科室轮岗实习，轮到妇产科时，觉得妇产

科虽然非常忙，但也非常“干脆”：生下来一

个解决一个问题。

医生既是迎接生命的天使，也是与死

神搏斗的斗士。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追求

原始创新，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更好地为生命护航。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

医生要追求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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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集仁心和仁术于一身，只有在

仁心之上承载着医术，才能够全心全意为

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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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终身学习

能力，培养对这份职业的坚持和坚守。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抒扬：

医学是仁心仁术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这就注定了

医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但是这个职

业又有非常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如果说做医生有什么纠结，可能就是

和自己当初治病救人的初衷的矛盾。曾经

学医是想救所有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知识的丰富，知道很多事情是自己力

不能及的，也是整个医务界的困惑。还是

那句老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

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

做医生辛苦但自豪

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外科医生的手

艺，却忘了思维模式。这就好比开车，每个

司机都有偏好路线，或者是来源于经验，

或者根据电子导航系统。其实，每个医生

的头脑里也有一幅“导航图”，他们通过选

择不同的路径，对患者实施诊治。但优秀

的医生总能在众多的路线中分析出最佳

路径，并且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路

线。因此，医生不能只“照葫芦画瓢”，一定

要有悟性，形成自己的“导航图”。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教授栾杰：

外科医生要有自己的“导航图”

做手术就是打仗上战场。《孙子兵法》

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同样，我们手术风险非常

大，颈动脉一破裂，病人可能就下不了手

术台，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真正

厉害的人都是先胜而后求战，所以医生绝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身为医生，应当站位高远，为人大气，

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有与团队成员合

力推动学科发展引领国际的行为自觉。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余洪猛：

做手术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手术的速度不是医生追求的唯一目

标，手术质量和安全才是我们最应该关

心的问题。手术室不是赛场，医生更不能

有竞技的想法。每一台手术都不同，每一

名患者都有不同的身世，每一种疾病都

有其特殊性，只有别无选择时才需要手

术。所以，绝对意义上的“完美手术”是不

存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刘荣：

手术不存在绝对的“完美”

开展任何一项先进的医疗技术，除了

与医生自身天赋与能力有关，更多的还是

医者的职责所驱使。

心血管外科医生就好比“浴血奋战的

战士”，并且几乎每次都是“硬仗”。手术中

一丝一毫都须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大

出血，危及患者生命。

一个医生再努力每天也只能治疗几

个病人，如果带好一个团队，就能为更多

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中日友好医院教授刘鹏：

带好团队服务更多患者

医生这辈子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病

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浓缩到这几天或

者十几天中，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们，这

段缘分，我们不要辜负了。老话说得好，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治一名疑难

或危重病人的价值，作为医生内心的成

就感、满足感，其实不亚于发表一篇 SC I

论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刘春涛：

不要辜负医患之间的缘分

医生应该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是世界

观、方法论。人体就是一个小世界，对生命

的认识也是一种世界观，而如何认识它便

是方法论。作为一名重症科医生，伦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都要涉猎，它们能帮你做出

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案。

病人躺在陌生的环境里昏昏沉沉一段

时间，很可能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今夕何

夕。作为医生如果能让病人感知到时间、温

度和关心，就能帮病人克服内心的恐惧，建

立起与疾病斗争的信心，治疗的效果一定

会不一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安友仲：

医生应涉猎多学科

我和团队常说，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是

某个地方的人，要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

人。我们的医疗工作不是在一家医院，而是

在需要我们救治的所有医院。十年苦行僧，

我至深的体会是，改变躺下的人比影响站

立的人容易。

当前，人类健康面临疾病谱巨变的大

挑战，全球遭遇传染病大流行，国家空前重

视科技创新。过去，我们做到的是坚持创新

和率先遇见未来，履行《医师法》赋予我们

的权利和义务，在实验室和病床旁达到自

我实现。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需要、病

患需要为方向，坚持创新，努力解决未被满

足的健康需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张发明：

以病患需求为创新动力

医生更多的是看病，但真正关注人的情

感，尤其是人文关怀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只

有重视人文，才能使医生的医疗技术更好

地为患者服务。实际上，在工作中看到有很

多的医学大家，同时又是医学人文的大家，

他们的医学技术高、水平高，情商也高。我

觉得技术和人文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青年医生的培养，更应当多重视

人文的培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长期的过

程，不完全是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在行医

过程中慢慢去体会的，作为老师来讲，也要

言传身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勇：

注重培养医生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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