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起源于人类最

原始的相互救助，它既是

所有前沿科技交汇的终

极阵地，也是人类自我关

怀和意义探寻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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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31了，我的上一辈们先后

迈过了 55岁的关卡，或亲或疏，他们有

的人先后检查出了或轻或重的疾病，

甚至已经有两位因病去世。我有时会

痛恨自己没有学医，冷静下来的时候

会宽慰自己，即使学医，也无法面对所

有疾病，但我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直到

我读到这本书，焦虑的情绪有了很大

的缓解。”

这是一位读者在看完《薄世宁医学

通识讲义》后写下的感受。薄世宁说，

人一生需要上一次医学院，显然这本

书就是这位读者的“医学院”。

在医学通识的书籍里，薄世宁的

《医学通识讲义》算得上标杆之作。

通识类书籍的标准，首要是专业，

不然会误人，其次是易懂，不然无法传

达一个专业领域的要义，惠及普通人。

这对医学领域来讲，并不容易。因为医

学体系太过庞大，要确保所有观点和

数据的权威性和时效性，确保不是给

读者提供琐碎的知识点而是构建一个

“认知模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 ICU 工作 18 年的北京大学临

床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薄世宁联合首都医

院各个领域的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这

本通识讲义。这个组合的专业、严谨以

及对医疗痛点的准确把握，满足了多

个读者群的医学通识之需。

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

这本书从第一章“理解医学的前

提”就让人耳目一新。在原有的理解

中，医学是“治病”，人体出了问题，似

乎是靠医学修补。而事实上，“医疗的

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所有的医

疗行为只起到了支持作用，最终治愈

疾病的是病人的自我修复能力。若自

我修复能力缺失，医疗也无能为力，单

纯靠手术、化疗、放疗，效果都不会太

好。所以二者缺一不可。

在疾病面前，尤其是大病，医疗的

支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医疗的支持，

包括顶级的医疗设备、医疗手段，都是

为了先把命保住，为自我修复赢得时

间、创造条件，等待自我修复最终发挥

作用、战胜疾病。自我修复是人类战胜

疾病的终极武器。在很多人眼里，药是

用来治病的。但其实，药不过是医学解

决方案的物质载体，它反映的是医学

整体的认知水平。

治病更像过河，所谓医患关系，本

质应是联盟，而不是利益对立的甲方

乙方。医生具有技术优势，掌握诊断技

术；患者具有知晓优势，了解自己的具

体情况与需求。医疗过程的实质不是

消费，而是联盟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决

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然而树立这

种意识，需要普通读者建立对疾病科

学的认知。

疾病是进化带来的遗产

薄世宁从人类与进化、疾病与进化

的历史论述了“疾病是进化带来的遗

产”。人类在进化中，从来不是完美的。

进化的三个不完美和疾病密切相关。

一是基因不完美。绝大多数疾病的风

险基因在人出生之前就潜伏在基因组

中，等待发病年龄的到来，或者等待被

激活的时机，比如 2 型糖尿病；另一个

层面是基因突变，比如癌症。二是器官

的不完美。进化不是手术刀，不能一刀

把不完美切除，只能敲敲打打、修修补

补。进化的逻辑是让利益和风险平衡

的产物，也是和环境妥协和折中的结

果。三是人体适应能力的不完美。需求

和能力不匹配，面对环境变迁的不适

应，长寿、行为模式改变以及应对多样

性的环境等新的需求，人体的功能往

往无法与之匹配，因为进化还没有赋

予人类匹配新需求的能力。这时，强加

在身体里的“硬件”和“软件”的新需求

就构成了压力，压力逐步积累，就会带

来疾病。

医学做不到让进化完美，但是它在

努力弥补不完美。经历了巫术、四体液

学说等过程，最终现代医学用科学的

技术和方法寻找病因。它相信任何疾

病都有病理基础，这为解释一切疾病

带来了希望。

学会健康的智慧

我们通常把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病理学这三门基础学科的成立，看作

现代医学诞生的标志。现代医学建立

了一整套寻找病因的科学方法———不

仅要找发病部位，还要研究发病机制

和致病因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能

远离疾病。在不完美的世界，面对自

身的不完美，人类还需要学会与疾病

共生，需要少用抗生素、别“过度干

净”、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以及

少吃糖等，最底层的逻辑就是提升人

体自身免疫力，实现“真正的健康是

暴露于病毒、细菌的危险之下，还依

然健康”。

同时也要学会病人的自我修炼。人

类无法避免疾病。比如癌症，与环境和

遗传的关系并不密切，而是因为基因

突变；比如国内高发的甲状腺癌，在引

起甲状腺癌基因突变的因素中，随机

错误占 98%，遗传占 1.5%，环境因素仅

占 0.5%……癌症也是时间的朋友，人

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因为基因突变

的积累而提高患病概率。因此，在看待

疾病的概率时，要学会“身处概率中还

可以对抗概率”。要学会健康的智慧，

比如避免高危因素、保护机体的修复

和代偿能力，进行疾病早期筛查，把自

己挡在去医院的路上。而在就医时，要

学会做聪明的患者，知道和医生交流

的五个问题，明白主管医生是寻求支

持的第一人选……

医学在继承和叛逆中前进

其实，这本书是双向的，一方面告

诉普通群众如何树立科学的疾病观；

另一方面，也在用经验传递医生精进

的方向。它讲述了医学在人文和科学

中的“双重性格”，也讲述了如何让医

学的目标与患者需求互动，以及“改变

医学的 6 位大医生”的故事、医患沟通

的技巧，等等。

薄世宁特别提到，“以前所有的医

学进步都强调医生的权威和努力，医

生不仅是技术权威，还是道德权威，但

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医学进步的背后

也有无数病人生命的付出和对医生的

信任。每种新药到了研发的最后阶段，

都要有病人用身体来验证药物的疗效

和安全性。几乎每一种新手术在最早

的实施阶段，都会有病人因手术失败

或并发症而去世。正是病人的付出和

牺牲，加上医生的坚持和努力，才让每

种治疗方案越来越成熟……”

所以在结语中，薄世宁写道，医学

是在继承和叛逆中前进的。他大胆猜

想了未来医学的三个发展方向：数据

和算法在医学中得到普及，医生必须

不断积累数据，而掌握算法才能掌握

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医学数据实现

互联互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构成了

网络中的节点，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健

康数据都联系在一起；基因互换计数

广泛用于疾病治疗，充分利用自然界

带来的基因突变的优势，将突变基因

用于疾病治疗……

如果要问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什

么，或许正如推荐序中的一段话所说，

医学起源于人类最原始的相互救助，

它既是所有前沿科技交汇的终极阵

地，也是人类自我关怀和意义探寻的

港湾。也许我们只有真正理解医学的

意义和架构，正视世界的不完美，正

视疾病，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才能正

确认识生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生存

方式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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