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启德：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
因李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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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医学是对病痛的回应，是情感和

人性的表达。医学的根本目的是维系

人类自身价值和保护人类自身生产能

力。回归医学的初衷，以病人为中心，

以健康为目标，创造和提供有价值的

医疗服务，是 21 世纪世界各国医学发

展的共同愿景。”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在北京大学

主讲《医学导论》时强调，医生不仅仅

是技术的执行者，更是情感和人性的

表达者。医生应顺应现代医学发展的

历史规律，全面地理解医学的科学属

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

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

则近道矣。”韩启德在回顾医学的历史

演变时指出，医学并非自古就存在，轴

心时代之前，只有医术，没有医学。彼

时，人们主要依靠巫术、宗教仪式以及

一些没有理论指导的“原始”医术，如

断肢固定和外伤包扎等。

进入轴心时代后，传统医学逐渐

形成。西方的基督教兴起，导致了古典

医学的衰退。而中国的医学则在儒、

释、道文化的滋养下持续发展，直至受

到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颠覆性冲击。

韩启德还深入探讨了现代医学

的发展脉络，重点提到了文艺复兴、

科学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医学

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文艺复兴和科

学革命的推动下，基础医学迎来了蓬

勃发展的机遇。例如，近代人体解剖

学的创始人安德烈·维萨里于 1543

年出版了《人体的构造与机能》；实

验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哈维在

1628 年出版了《关于动物心脏与血

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解剖学家乔

凡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法国科

学医学的奠基人之一泽维尔·比夏和

病理学之父鲁道夫·魏尔肖分别推动

了大体病理学、组织病理学和细胞病

理学的发展。”

在微生物领域，韩启德介绍了细

菌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

的重要发现。巴斯德阐明了发酵和有

机物腐败的原理，并将细菌与传染病

联系起来。科赫则在细菌学研究方法

上做出了突破，发明了固体培养基的

纯种细菌培养技术，成功发现、分离和

鉴定了许多种致病细菌（如结核杆

菌），并提出了著名的“科赫原则”。

在免疫学领域，韩启德强调了疫

苗的研究与应用在现代医学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并介绍了体液免疫和细胞

免疫两种人体免疫机制。

虽然基础医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

临床医学在 19世纪末仍然滞后，直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才进入了快速发展

的时期。X射线、内窥镜、核磁共振成像

等诊断技术的应用，生物制药的成功实

现，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DNA双螺旋

结构的发现和中心法则的确立等，标志

着现代临床医学的飞跃。

“尽管现代医学取得了诸多成就，

但人类依然面临癌症、心脑血管疾病、

代谢性疾病等慢性病的威胁，传染病

也依旧困扰着全球公共卫生。在取得

显著进展的同时，现代医学依然有许

多挑战需要应对。”韩启德说。

医学的三大属性

“医学有三大属性———科学属性、

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韩启德指出，

科学技术催生了现代医学。工业革命

推动了化学、显微镜的发明以及新药

物的发现。例如由煤焦油研究启动的

染料化学工业促进了病原微生物和第

一个抗菌药物“606”的出现。除此之

外，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医学的

思维方式。不同于传统医学对经验的

依赖，现代医学重视因果关系等机制

研究，强调实验和临床试验的必要性。

展望未来，韩启德表示，人工智能

技术有可能大大推动复杂系统研究，

从而革命性地推动整合生物医学的发

展，并使现代医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关于医学的人文属性，韩启德指

出：“医学包含对心灵的抚慰。医学不

仅仅是对病痛的治疗，更是对人类情

感的关怀与慰藉。”他分享了自己在农

村当医生的经历，强调医生不仅要具

备高超的医术，还要关心病人、倾听病

人的心声。医学的核心是关怀，患者在

面对疾病时，其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

响不可忽视。

“总之，人们对现代医学的不满不

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

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

知道何时为止。人们因为成就而生出

傲慢和偏见，因为无知变得无畏，因为

恐惧变得贪婪，常常忘记医学从哪里

来，是怎么走到今天的。”韩启德说。

最后，韩启德讨论了医学的社会

属性。他指出，健康水平不仅与经济发

展水平密切相关，还受到生活方式、社

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此外，随

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许多社会伦理问

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例如器官移植、胚

胎基因编辑等，尤其是在 AI 技术的应

用背景下，这些伦理问题将成为医学

发展的重大挑战。

“在研究、应用任何技术的时候，

都必须考虑伦理问题。比如无人机的

发明，在给人类带来更多乐趣和便利

的同时，也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战

争，夺走人的生命。所以，在研发和应

用新技术的时候，一定要研究和解决

相关的伦理问题，以确保技术被安全、

合理和负责任地使用。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伦理问

题也会随之发展和变化。”韩启德强

调，要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合理

分配，避免由医疗技术发展引发医疗

费用过快上涨的问题，从而影响整个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韩启德在讲座的结尾分享了自

己在农村治病救人的经历，并由衷感

慨：“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医生

把病人当作亲人，收获的是最美好的

感觉。”

韩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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