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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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任务只是维护正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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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公平公

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

有温度的。

医者如何践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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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每个新生命的诞

生，我都觉得很感动，这也是我后来选

择这个方向的原因。

从医那么多年，我觉得有四点很重

要：第一，今天要比昨天更了解生命；第

二，怎么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三，怎么让

人的生存质量更高；第四，在医学创新

中对生命意义进行定位。

年轻一代热爱科学、热爱医学很重

要，希望他们从一开始就葆有善良之

心，让我们的医学既有科学的深度也有

人文的温度，为全人类服务。

对一个人而言，成长中最重要的就是

善良。如果只能在容貌和智慧中做选择，我

们选择智慧；如果只能在智慧和善良中做

选择，作为医者，我们选择善良。

医者不仅要救死扶伤，更要有一颗

仁爱之心。仁爱之心体现在我们对患者

的关怀、对患者家属的关注，留意每个

治疗阶段中他们身心的变化，并对此给

予一定的关心。有时候一句问候，患者

及家庭可能会记一辈子。一个真正优秀

的医者，一定是兼顾技术与温度的，能

够在生理和心理上同时治愈患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医学是有温度的

乔杰

以德为先，

锤炼医者之心。

自古以来，医学

便是一个崇高

而神圣的职业，它关乎生命，关乎健

康，更关乎人性和道德。每一位患者

的病痛与苦难，需要我们以最大的耐

心、最真的爱心去倾听、去抚慰。借用

韩启德院士在《医学的温度》图书发

布会上的一句话：医护人员要有好的

人品与人格，要有爱心，懂人情，明事

理，要能体会“性命相托”的凝重，做

一个有温度的人。医学人应时刻铭

记：医学是爱的传递，是温暖的延续。

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

医学是爱与温暖的传递

王岳

传统医学

教育强调医生

与患者保持职

业距离，防止发

生“移情”。而现代医学教育更强调“共

情”，要学会站在患者角度感同身受，并

尽量给予帮助。

随着时代与技术的变迁，患者的权利

意识逐渐觉醒和快速膨胀。然而，当前的医

学教育仍用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医生，用培

养“科学家”的方式培养医生，只聚焦患者

的生物属性，而忽略了患者的社会属性。

医学的使命应该从治病救人、救死扶

伤迭代到帮助患者。当医学以“帮助患者”

为目的，它才是有温度的，它才不是要么

成功、要么失败，而是永远成功、没有失

败。同时，医患关系必须尽快从原来医生

熟悉的“家父式”转变为“朋友式”。医患之

间不再是“我说—你听”的单向交流，而要

改变为以“患者安全”为核心的知识分享、

互动学习的双向交流。因为“患者安全”才

是医患共同利益所在，才是提高患者依从

性的关键。因此，必须构建感恩与尊重患

者的新文化。 （本报记者陈祎琪整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

构建感恩和尊重患者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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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手术刀口能开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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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医如同做人，重在“讲良心”

葛均波

韩启德

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里，我们

的医疗模式更多

的是把病人视作

一个客观的对象，大多数医生的眼睛里

只看到病。而事实上，病人的心理状态、

生理状态，还有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对

于社会的理解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他的

病情，所以病人是一个整体。

临床上，我要求学生不要急着看病

人的检查报告，而要先耐心地倾听病人

的讲述，特别是对病情外的细节多加关

注，往往一句话背后，可能潜藏着疾病

的蛛丝马迹。在耐心倾听后，再仔细给

病人做体格检查，结合主诉和体格检查

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耐心地倾听病人的讲述，不仅能帮

助医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还能增加病

人对医生的信任感。而这一点恰恰是当

下的医患关系中最为缺乏的。

要想获得病人的信任，不仅要有智

商，更考验医生的情商。医生所必须具

备的情商，绝不是敷衍病人、打发病人

的技巧，而是要真心和病人交流，取得

他们的信任。有些医生可能会把没时间

交流归因于病人太多。确实，门诊时间

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时间里还是可以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病情向病人讲清

楚。给病人信心，他就不会感到绝望，也

就更能配合治疗了。

张志愿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

医生不仅要有智商，更要有“情商”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

优秀的医者兼顾技术和温度

《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的发布，既为如何提升医学人文关怀指明了

方向，也再次强调了人文关怀在医学领域的重要

性。那么，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如何

做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好医生？六位院士专家分享

了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