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因韩启德

编
者
按

Medical Science News 3封面2024年 6月 14日 星期五

首先，我想就“叙事医学”的本

质提出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引发大

家的讨论：叙事医学是一种医学

吗？现代医学是由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和预防医学三个部分组成的，

我们现在说的“叙事医学”是与它

们平行的一种医学吗？我始终认

为，叙事医学不是专门的一种医

学，而仅仅是强调医学中的叙事，

更确切地说，“narrative medicine”应

该被称为“medical narrative”。“叙

事”跟“医学”不是并列的，“叙事”

本来就是医学的本质属性，尤其在

临床医疗中，医学必然包含病人对

病痛的叙述，以及医生对病痛叙述

的认识、吸收和解释。我们提出叙

事医学，只是为了强调叙事在医学

里的重要性，而不是提出另外一种

医学。

叙事医学狭义上是指在临床

实践中对文学叙事方法的应用，这

方面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研究，其

中医学与文学的融合，我们以前也

一直在做。我始终强调医学生要读

小说，读文学作品。小说就是人性

的反映，它不是理论的抽象表达，

而是直接感受人性的途径，每个病

人都有个人的故事。我很早就读过

殳儆大夫的《医述———重症监护室

的故事》。书里，她

没有讲什么大道

理，但她讲的故事

都引人入胜、发人

深省。这就是叙事

的力量，所以，要把

叙事医学放在医学

很重要的位置上。

我们要在叙事

医学的方式、方法上下功夫。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

展，叙事医学也可以采用不同的

形式。人工智能可以用来记录病人

的故事，但它理解不了病人在疾痛

中的情绪和内心感受，医生也没有

办法依靠程式化的大语言模型来理

解这些情绪和感受并给病人以慰

藉。但是，人工智能自我学习的能力

很强，在叙事医学发展的过程中，能

否利用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呢？

我的观点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

人，尤其在处理医学叙事中情感因

素的时候，但它是可以被我们利用

的。在实践叙事医学的时候，我们

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辅

助实践，这在叙事医学领域还没

有人尝试，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

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叙事医学接下来怎么发展？我

们要把《中国叙

事医学专家共识

（2023）》进行推

广并发展。可以

提出很多建议，

但我最想强调的

是实践、实践、再

实践。理论是灰

色的，生命之树

常青，实践之树常青。叙事本身只

是一种文学手段，我们不必迷信理

论，更不要相信现在仍不成熟的理

论。作为一个医生，只要怀抱医者

仁心，一心一意解除病人痛苦，在

医疗实践中认真听取病人诉述，

努力理解、吸收并将其翻译成饱

含人性的故事，就一定能呈现出

好的叙事医学。人文情怀是叙事

医学的根本动力。我们现在已经

有一些理论创新，比如郭莉萍教

授提出的小红花模型。只要我们去

实践并善于总结，中国医学界一定

能够把叙事医学水平提升到更高

的阶段，并在国际叙事医学领域占

据应有的地位。

叙事医学实践要直面行业

“三问”。

第一，叙事医学实践是否有利

于病人病痛的解除。在现在医疗的

常规手段中融入叙事医学，病人是

不是受益、是不是能减少痛苦，这

是第一条标准。

第二，叙事医学实践是否有利

于增强医生的获得感。很多医生对

我讲：“如果去跟所有病人共情，我

就会崩溃。”我想，这样的叙事医学

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我们绝大多数医生虽然辛苦，但仍

坚守在医疗行业，其中最大的支撑

力就是解除病人的病痛之后内心

所享受到的愉悦感。所以，叙事医

学一定要让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更

加顺畅，得到更多精神上的回报。

这是我们实践的另一条标准。

第三，叙事医学实践是否有

利于推动叙事医学学科的发展。

叙事医学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一

个学科，因为学科的完善需要具

备一系列条件，其中一定要有自

己特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要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

流平台，还要有自己的人才培养

体系。现在，我国的叙事医学已经

具备很多成熟的条件，但是我们

还要不断地推进，使它尽快发展

成一个合格的学科。

（作者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前不久，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医学

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叙事医学发展研讨会暨

《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医

学部召开。

叙事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弥合医患分歧、

实现医患和谐的任务。但是，自 2011年叙事医学被引入

我国至今，叙事医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叙事医学的理解存

在分歧。中国叙事医学的研究和实践既缺乏宏观的理论

指导，也缺乏统一的实践方案。

在此次会议上，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叙事医学分会、

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叙事医学分会共同发起和制定的

《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正式发布。该共识分

为“叙事医学的概念和价值”“叙事医学的实践”“叙事

医学的研究”三个部分，包含 21 条推荐意见，旨在统一

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叙事医学的理解和认识，加快推动

叙事医学的规范化研究、实践和发展。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海军军医大

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等十余所高校

和医院的专家围绕《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

叙事医学的实践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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