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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不管我们如何加强预防和
保健，大概没有人一辈子不得病。
生病了自然就要去看病，这是人之常情。
看病，说来似乎简单无比，一言以蔽之：不就是在医院接受医生和仪器的检查，然后吃药、打针或手
术治疗嘛。
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才在看病过程中产生了不快乃至纠纷、事故。
医患关系紧张，医护人员的确有相当大的责任，但患者医学知识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由于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的限制，“看病贵、看病难”是一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作
为普通患者，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让看病不那么贵和难呢？
这，就需要一点智慧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看病也需要智慧>>

内容概要

　　当我们大用特用抗生素狂轰滥炸时。
被我们“逼上梁山”的细菌也被迫在搞“适者生存”。
只不过它们的生存是以我们的病痛乃至死亡为代价罢了。
这是每一位医生。
每一位要求使用和自行使用抗生素的患者都必须警惕的。
　　很多医院的急诊水平是比不上专科水平的——毕竟术业有专攻，这和武侠里面十八般武艺样样精
通的姑苏慕容比不过大理段氏专攻的六脉神剑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调侃，西药能让你明明白白地死（当然也是让你明明白白地生），而中药确是让你不明不白
地生（当然也有可能让你或你的某个器官不明不白地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副作用不明。
不就是最大的潜在危险和副作用吗？
　　大家很怕、并不喜欢的“痛”，其实是一种警示，是对我们自身的保护反应。
失去痛觉。
手在开水里泡熟了。
你不知道。
手指骨折了，你也感觉不到，后果不堪设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应该“感谢疼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简单的随一日三餐服药。
因为药品说明书上很多都有“一日三次，饭前服用”，所以，很多人每日准时在三餐前服药。
其实这是错误的！
　　两只刺猬需要靠近才能互相取暖。
但也会被刺痛。
如果双方把刺儿给收起来，那样既不会彼此伤害，又能互相取暖—二可惜，刺猬不收刺儿的故事正在
医患之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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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直，医生出身，做过健康类报纸记者，知名时政评论员，文章散见《南方周末》《羊城晚报》《青
年文摘》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编著《白领一日养生法》《就医革命》《人体垃圾清洁手册》《减压生活》《打针吃药。
不如睡个好觉》《当心，身体给你的120个警讯》以及《新手妈妈实用育儿宝典》《培养天才宝宝》《
高龄妈妈365问》《新手妈妈点点通》《老公，胎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等健康育儿图书30多种。
作为资深编辑。
引进、编订《妈妈的第一本宝宝书》《五脏保养书》《青春期，妈妈为你加分》《别以为你了解孩子
》《我是阅读高手》“心灵咖啡系列”等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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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看专家还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医学中“专”与“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医学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之间良性互动，有利
于提高医生专业水平。
但是另一方面，专业化也可能造成“专业陷阱”：术业有专攻，专家一般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是专家
，虽然也学识渊博，对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边界也涉猎很广，但不可否认的是，专家也可能会出现“
思维定式”，习惯性地把你的问题往他的专业上去靠——比如当病人去骨科医生那里就诊，患者的所
有临床症状都可以用运动系统的知识做出详尽深入的解释，医生有可能为他做出符合运动系统疾病的
诊断，但有时候未必与事实相符（患者有可能是肺癌向股骨颈转移，根子在肺癌，但呼吸系统症状不
明显）；而涉及专科病以外的，专科医生往往不愿多问或一筹莫展。
于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医院越大，条件越好，专科和专家分科越细，你去就医时挂号、检查、
转诊的过程越复杂。
肯定有读者会反对笔者的态度——他们觉得，作为患者，我当然有权优先考虑自己，再去考虑医疗资
源是否浪费，其他病人是否会延误，年轻医生是否有机会。
笔者承认这些都理直气壮，但想问一句：当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可以理直气壮”的时候，有没有可能
会灼伤自己？
如果某一次自己确实很需要专家，而很多不那么必要的人先于自己“理直气壮”了，在承受延误的后
果时自己会是什么感受？
既然大家都蜂拥而至围困专家，那又何必抱怨“挂专家号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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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而医院和医生仅仅只是在帮助你的本能。
　　——希波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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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病也需要智慧》：变治病的磨难之旅为休养之旅、交友之旅、收获之旅、感恩之旅。
就医前应做哪些准备？
如何选择医院？
什么是院中院？
什么样的医生适合你？
怎样和医生进行沟通？
哪些检查可做可不做？
——一切尽在《看病也需要智慧》掌握。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初病，下医治重病。
《看病也需要智慧》从医者的角度，首先帮你了解自己的身体，防患于未然；同时，帮你厘清一些就
医的误区，介绍各种不同症状下的首诊科室。
揭示在医院出入、同医生交往的种种只可意会之处，助你解决就医的难题。
你参与，你智慧，你健康。
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生，使用物美价廉的药物，享用优质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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