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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19日是第七个中国医师节，今

年的节日主题是“崇尚人文精神，彰显医者仁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

全面部署，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

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健康的守

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医

学人文精神是医务工作的灵魂，弘扬医学人文

精神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

求。中国医师节是彰显党和国家对医务工作者

关心关爱、弘扬医务工作者崇高精神、展现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良好精神风貌的重要契机。

为此，本报编辑部诚邀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围

绕“职业与执业”这一关键词，畅谈对医生、医学、医

患关系的所思所感所悟。

陈可冀：一名好医生，首先是好人

“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

人”，这是我的老师岳美中教授的座右

铭，也是他时刻铭记在心的行为准则。

中医看的不仅是人患的病，更是患

病的人。要为患者解除病痛，一方面要认

清疾病，诊疗得当；另一方面要将患者视

为有思想、有情感的社会人。

我们要把每一位病患都当成自己的

亲人，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心换患者心，想

患者所想，并且不厌其烦，始终真诚。

或许，医学生从学校毕业穿上白

大褂就是一名医生了，但是做一名好

医生却不那么容易。做一名好医生，

要首先是个好人，是个有崇高的同情

心和责任感的人，能够真正把患者当

作自己的亲人、家人、孩子、父母一样

对待。

一名好医生要有精湛的技术，没有

熟练的技术是成不了一名好医生的。就

一名中医医生来说，读经典、多临床、常

总结都很重要。降低失误率，这是作为医

生的责任，也是我们生而为人的良心。

我们一定要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

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

医学、新药学，守护国人的健康。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可冀

王辰：医学是块“合金钢”

如果将医学比作一块钢，则这是一块

由多种元素混合造就的、能够承担照护人

的生命健康这一极致使命的全要素“合金

钢”。这块钢除了生命科学的元素，还包括

数学、化学、物理、地理、天文等理学的内

容，以及工学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造得

出CT、制得成药物。社会科学如经济学、

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同样是医学的重要

基础，是“合金钢”的重要元素，但这恰恰

是当今医学界所严重缺乏的。社会科学讲

的是人际关系、讲的是人际之间的生产关

系和其他各种关系，社会科学是人际能够

讲得出规律、说得清道理，有时甚至列得

出方程的部分，比如经济学。有社会科学

作为基础，医学界才能凝聚社会资源、动

员社会力量，产生照护健康的社会行动。

一个真正的医生、一个大医生需脑

中有思想、胸中有气度、心中有情感、腹

中有知识、脚下有立场、手上有技能，他

的知识结构、眼界眼光、思维方法以及对

事物的判断、处理手段是不一样的。这样

的大医生一定是综合掌握了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内涵并善加应用

的人。要想得医学之道，必修综合素养，

而绝非局限于“生命科学”。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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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愿：机器先进，但不能代替医者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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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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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细微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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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医生可能会把理由

归结于病人太多，没时间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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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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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志愿

黄荷凤：医者以仁爱之心救死扶伤

医学是多学科交叉、社会实践性强、

需终身学习的一门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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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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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生命意义进行定位。

年轻一代热爱科学并且热爱医学很

重要，希望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葆有善

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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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作为人还是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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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该有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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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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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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