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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书从策划、收集资料到筹备出版，已历时3年，曾读过初稿的医学专家、医生和记者、作
家有20多人，因此而受到他们的喜爱、关心和支持，也得到他们的意见或感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澍寰教授、《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教授还特意为本书作序；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王一方先生、四川省作家协会蔡应律先生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对本书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
冯珊女士对书稿的整理和打印做了很多工作。
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中南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关心和支持。
　　本书是一本文摘集编，在做文摘之前，尽管我们认真地、反复地通读了原文，摘录时也十分小心
和谨慎，但限于本书的“境界”主旨，我们所做的摘录（包括我们拟的小标题）难免有许多不足、不
准确，或不能反映原文中许多精彩的、更为深刻的内涵。
我们谨向原文的作者致以深深的歉意，敬请给予批评和教正，并恳请鉴谅。
　　为郑重起见，本书的资料全部选自书籍和报纸杂志。
大多数文章系医者的著述，约三分之一的文章系记者专访，摘录时也尽力注意到著作者原话原意的准
确性。
　　这样一本小书，能汇集医学界100多位名医大家、专家学者或医生们精彩的思想、言语片段，这是
一种探索。
它不是“格言”集，但其内涵却胜过格言。
我们的愿景就是请出这些医学文化中经典的、宝贵的东西，让其拂去尘埃，重新披挂，跃入当今变革
纷繁、异彩纷呈的世俗社会，在医道的阵地上，擎起医学人文的大旗，拨开迷雾，引领前进的方向，
给广大的医界同仁们加注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小书一思想和精神的集结将会有巨大的力量，把大医们的境界带给医界更多的人
，广为传播，永远照亮学医、为医者的心灵。
有幸于此等功德之事，事前难以联系和征求各位原作者的意见，乞望海涵。
本书出版之后，我们当努力联系和寄奉此书给每一位作者，虚心听取批评意见。
由于有的作者地址不详，如未收到此书，请尽快来电来信联系。
我们将永远铭记并感谢作者们的支持与帮助；同时向《健康报》编辑部同意我们摘编和使用相关文字
资料的信任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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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风范、修为、精诚、致远、无形、百家、永恒七大部分摘录医界名医大家、专家学者、普通医
生和记者有关对“境界”的感悟及论述的精彩片段。
从中既彰显了医界名家的精湛医术和精诚医德，也展示出普通医生的奉献精神和崇高思想。
书中每一位医生都是后学者的楷模，为当今彷徨的医界高扬起一面面鲜亮的旗帜。
同时，书中还收集了科学界、文艺界名人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企业界人士30余篇蕴含“境界”气
象的精彩文章。
全书内容广泛丰富，文字隽永流畅，富有情趣哲理，饱含仁爱深情，医学人文关怀的真、善、美尽显
其中。
因此，这不仅是一本医界的励志书，还是一本难得的“医文观止”。
值得各级各科医生、医务人员和医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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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泗河（右），山东五莲县人。
我国著名矫形骨科专家，主任医师。
30余年潜心研究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脑性瘫痪的矫治，在下肢畸形矫正、残缺的修复与功能重建领域卓
有建树。
在医学人文方面也颇多佳作，出版有《秦泗河诗词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医生、医术与
入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现任北京市垂杨柳医院矫形外科主任。

    冯正中（左）。
四川都江堰市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曾奉献给医生们《打开临床科研之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一书。
与秦泗河因文相交、相识，时有切磋，成为挚友。
今合作创编《医生的境界》一书，愉快地奉献给医界同仁们一束烂漫的报春花，一本汇聚了部分医生
智慧之思的“医文观止”，一席丰盛精美的思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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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读《医生的境界》有感云出高峰气象万千——编者感言第一部分　风范  吴英恺：良医不易
大家大业  张孝骞：无私奉献乐在其中  张孝骞：要临近病人的床  吴阶平：讲究艺术质朴无华  韩启德
：拓宽胸襟涵养气象  汤钊猷：提高自己的软实力  施韦泽与白求恩：用生命去追求人生的“纯粹”  张
圣道：必须有成熟的外科思维  程之范：遵奉“仁信”之道  张应天：纯粹的医生宗教般虔诚  范泉水：
活出境界来  王国荃：人生选择决定人生境界  黄宛：出神入化  陈赛娟：排除干扰演绎人生  华益慰：
坚守道德  陈海新：病人是我唯一的寄托与希望  严仁英等：大医情愫  黄翠芬等：忘我和无私  李梦桃
：无欲留痕痕愈浓第二部分　修为  朱良春：名师出高徒  韩德民：以天下安康为己任　秦伯益：“止
于至善”的人生目标　方圻：至今未达毕生以求　孔庆东：用佛眼看这个痛苦的人间　柯斌铮：更多
的是帮助和安慰　李学旺：患者生命高于一切　易为民：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　刘照彦：好医生的爱
是爱患者　马志中：道成者敬畏良知　王岩：手术台就是我的阵地　许景峰：执著于坚定的信念　葛
均波：活出自己的颜色　李宏军：追求纯粹　王宁利：心到手到　景在平：心根不摇以神为定　徐衡
之：勤于思考　王一方：要有菩萨样仁慈心肠　托马斯：“桂冠诗人医学家”　托马斯：视野广阔境
界高渺　陈可冀、王一方：豁达、宽容与兼容　林延龄：医生的关键是人文修养　赵美娟：要有高品
位的行为方式　赵美娟：寻找“实现高峰汇合的根基”　孙福川：医德智慧至善至圆　吴菁：道德修
炼积德行善　刘虹：和谐通融觉醒觉悟　汪涛：广博深沉　黄枢：至简至易　秦伯益：广泛探索认准
目标　赵铱民：儒将不谈兵　陈明斋：功力与学养的积淀　戴宗晴：人生的快乐是攀登　蒂恩利：要
有仁爱与怀疑精神　于丹：生命就在你的手中第三部分　精诚第四部分　致远第五部分　无形第六部
分　百家第七部分　永恒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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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吴阶平：讲究艺术质朴无华　　对肾上腺疾病的研究，是吴阶平教授的又一贡献。
1960年，吴阶平为一个诊断为“嗜铬细胞瘤”的患者手术后，发现其肾上腺并无肿瘤，只显示髓质增
生。
为了证实自己的亲眼所见，吴阶平耐心地等待了16年，收集到17个病例，1977年他才发表了“肾上腺
髓质增生”的报告，指出这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1979年，美国泌尿外科年鉴收入该文并给予很高评价，从此国际医学界正式承认了吴阶平的创见。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吴阶平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读书时，就不喜欢对书本知识死记硬背。
1939年他上三年级时开始接触临床。
他意识到，要当医生就得“学点真本事”，真本事从哪来？
看起来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服务，反过来讲，医生的本领不是从病人身上学到的吗？
吴阶平视每次诊病为一次学习机会，对每一重复性的疾病他都要区别出其不同之处。
到三年级期末，中等生吴阶平一跃而为优秀生。
他作为最优秀的学生被选为毕业仪式上的“学生司仪”，名字被镌刻在协和“荣誉金牌”上。
　　绝不放过临床上每一个细微的异常征象，绝不俯就于某种已有的结论。
1980年，吴阶平教授以他在泌尿学上创造性的建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自发到自觉，在周总理的直接帮助和教导下，医学家吴阶平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
这种崭新的人生观成为他后半生的行动指南。
　　在20世纪60～70年代里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就，可以说是吴阶平有意识地运用《实践论》和《矛
盾论》的许多思想方法，去分析解决疾病问题的结果。
他在医学实践中最早提出的六个字是：实践、知识、思考。
后来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和认真思考之后，他感到知识来源于实践，而离开了实践思考，知识就不能转
化为能力。
因此，他改成了“实践、思考、知识”这样一个顺序。
　　“为病人服务是一门艺术”，吴阶平教授不断这样告诫青年医生。
他说，做个好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艺术的服务，三者缺一不可，三者都是无止境的。
　　讲究艺术的医术，使吴阶平教授不仅超越了前人，也超越出医生的范畴，进入一种崇高的境界。
　　科学由于其对最基本物质的最本质的发掘，因而有着不带任何矫饰的质朴性。
在吴阶平教授雍容睿智的仪态里，既有一种高度修养的优雅，又有着高度修养的质朴。
他用最普通的事例，表述最复杂的科学问题，用最平凡的语言，升华着最不平凡的境界。
越是在病人和青年医生面前，他越是那样的质朴无华；越是在国际会议、外交场合，他越是显示驾驭
自如的优雅。
　　之所以睿智优雅，正源自于质朴无华。
　　吴阶平教授说：“我，只是一名医生。
”　　质朴，成就着吴阶平教授的辉煌。
　　　　韩启德：拓宽胸襟　涵养气象　　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更重要的是做一个很好的人。
唯此做学问才能恢弘深远，才能够为人师表，才能做一个好的教师、医生⋯⋯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
人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可以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首先愿意讲一下关于人生境界的问题。
北京大学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人生的境界分四种。
自然境界是指人对自己行为的、生活的、生物的直觉；功利境界是指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满足私欲的
；道德境界是指自己的行为是利他的；天地境界也就是哲学境界，是指人自觉地超越了社会，为天地
立新的意思。
”人生境界表现在心理状态上，古人称之为胸襟或者叫格局；而如果表现在人的言谈举止或者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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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称为气象。
一个人的格局、气象听起来好像很虚，其实是我们随时可以感觉得到的。
冯友兰先生曾经这样形容过蔡元培先生的气象：“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
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
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
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致，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持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人也如时
雨之润。
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春蕴，则洪乎若沧溟之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
这绝不是夸张。
我第一次见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也许大家觉得这些太抽象了，太文绉绉了。
那么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
周恩来是一个伟人，为什么讲是一个伟人⋯⋯我看了很多回忆录，特别是基辛格回忆周恩来，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什么话都得跟他讲。
”这就是气象⋯⋯他现在到北京，经常要到周恩来故居和工作过的地方默默地站一会儿来回忆、来追
悼，纪念这样一个伟人。
我想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作为一个教师、医生，我们不仅要注重学问，更重要的还是要拓宽胸襟，涵养气象。
王选教授曾讲过：“什么叫好人呢？
季羡林先生说，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的人就是好人。
我把它修改一下，关心别人和关心自己一样的人就是好人。
”我听了以后觉得我们的准则具体了很多很多。
我想做人的最基本要求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诚信，就是正直。
言必信，行必果。
当然做到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要靠自律，要靠修养。
　　　　汤钏献：提高自己的软实力　　医术是做医生的基础，而医德则是医生的灵魂。
前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
医生是神圣的，因为服务的对象是“人”。
所谓“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就是要对病人“极端”的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
“奖”同样有软硬之分，我这一生得过不少科技成果奖，这是“硬”的，但我却十分珍惜“软”的奖
，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
　　回想我的第一篇论文，请我国外科重要奠基人沈克非教授改，结果几乎句句都错了，如科学论文
不应用“大概”之词，或标点错了，等等。
当时虽受不了，但他的严谨却使我终身受用，成为我指导研究生的榜样。
没有严谨的学风，要在世界科技领域争占一席之地，将成为一句空话。
　　学术上的表达能力也是医学界个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实际上是个人软实力的综合
表现，它是学术水平、思维深度、文化素养和表达技巧等的反映。
我以为，学风是表达的灵魂，创新是表达的核心，重点是表达的关键，逻辑是表达的技巧，素养是表
达的基础。
“学风”应该是“严谨再严谨”“客观再客观”；“创新”的重要是不再重复；“重点”一般只能
有1～3个真正的创新点或新发现，切忌面面俱到、自我拔高；逻辑性同样重要，过去说“三寸不烂之
舌”，实际上包含着很强的逻辑性，即如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让人家接受自己的见解；对比是表
达的重要方法，自己的水平可以通过引用他人的结果来衬托，让听众自己得出结论；表达好坏还要靠
过去文字、美学（含绘图、摄影等）、演说、信息（含电脑）等基本功的功底。
写一点科普作品，对提高表达能力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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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说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小不忍则乱大谋”等，均反映一个人的胸怀。
从振兴中华的大业看，只有团结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奋斗才能实现；从当今的科技特征看，多数目标难
以通过一个人来完成；从医学领域占一席之地看，也同样需要一班人的共同努力。
我以为，“助人”是团结人的关键。
不但要帮助上级，还要帮助同年资的人，更要帮助比自己年轻的⋯⋯我的博士生每人都有1～2篇第一
作者的SCI论文，我指导的一些年轻医生也有第一作者的部市级科技成果。
我以为助人是医学界个人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学术骨干所不可或缺的素质。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占有几个领域，要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提倡平等竞争与互谅互让，个人发展还要
服从全局。
我主张有机会多看一些伟大的东西，如伟大的作品，如名山大川，以陶冶宽广的胸怀。
有了振兴中华的大志，有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就不会广大小事而耿耿于怀。
我所以将“严谨进取，放眼世界”作为座右铭就是这个道理。
　　口碑也许可以理解成个人的“为人”，实际上也理解为个人软实力的总汇⋯⋯我参加过各个层次
的评奖和评选，深感口碑的重要。
有的人学问很好，但一提出来人家总有意见，常常因此而评不上。
软实力和硬实力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
2005年4月，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美国外科学会的名誉院十，有125年历史的美国最权威的
外科学会，在全球只选出67位名誉院士，我有幸和香港另一位教授成为来自我国的名誉院士。
我本以为他们只重视硬实力，即医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却没有想到他们也同样重视软实力。
在介绍我的材料中说：“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今年不当了）、前上海医科大学
校长，对他的国家的公共事业也作出卓越贡献。
作为一位对其人民无私奉献并有很高学术造诣的学者，完全值得推荐为美国外科学会的名誉院士。
”其实我深感无论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远不及很多前辈那样强。
希望大家重视软、硬实力的建设，两手都要硬，这是新历史时期所赋予的使命，我预祝年轻的医学界
同道取得更大成功，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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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生的境界》汇集了医学界100多位名医大家、专家学者或医生们精彩的思想、言语片段，展示
了我国医学家和医生们在一定时期的医学成就和精神，反映了他们几十年医学人生、科学人生、职业
人生的实践印迹、思维印迹与人文情怀。
从中可以读见这个时代社会生活与医学发展的一些轨迹；可以读见医生们朴实无华的人生和文化价值
的追求，以及医生们对医学科学的热爱和理解，更有他们对医学的忠诚和赞美；可以读见医生们平凡
而纯粹的工作，他们的仁心、仁术以及爱病人，为病人追求真、善、美的情操与无私奉献。
　　阅读此书，可以从无数个视角，去读见那鲜活而又多彩的人性彰显与高尚人生的画面，饱览庐山
——“医生境界”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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