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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表述医学与人文的书作序，更准确地说，为与医学教育相关的人文素质培养的书作序，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但当我看到这样一群为医学人才培养而耕耘于人文田园的园丁，无怨无悔地劳作，默默地奉献出他们
的成果，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感动之余也想说点什么，权当这一套丛书的序吧。
  这里说到的医学不仅仅是在病房、在门诊、在实验室、在课堂中感悟到的有形的医学事物，更应该
是在人类社会中敬畏生命和珍重健康的医学理念之集合。
这里说到的人文也不仅仅是学科分类中所表述的人文概念，还应该是与医学教育和医学实践相关的人
类社会文化和传统的集成。
医学从来就不是一门单一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
医学以科学的知识与技术探索生命的奥秘，维护健康之完美，挽救生命于危难；医学也以人文的理念
与精神培育人类的良知，滋养人群的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
所以说，没有人文的医学不是真正的医学，没有医学的人文也不是完整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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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从来就不是一门单一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
医学以科学的知识与技术探索生命的奧秘，维护健康之完美，挽救生命于危难；医学也以人文的理念
与精神培育人类的良知，滋养人群的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
所以说，没有人文的医学不是真正的医学，没有医学的人文也不是完整的人文。
    医学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怀。
人与人的关怀既包括了深刻的生命与健康的科学属性，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社会人文属性，而医学的
终极价值正是敬畏生命珍重健康的人文价值理念，这一医学终极人文价值理念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得
以震撼性地展示。
    医学的人文内涵是医学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学起源于人类文明产生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类对患病者开始关心而不再听任自然。
但由于医学的生物科学技术并不发达，人们仅仅能够运用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来处理疾病，更多的时候
是用一种温暖的人文关怀来鼓励病人度过疾病期，甚至借助于信仰的力量来激励病者。
这种医学人文关怀作为医学的内涵构成一直伴随着医学的发展过程，在祖国医学和西方现代医学发展
进程中都是如此，因而也形成了内涵本质相同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的医学人文精神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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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沟通的目的在于得到合理的结果。
例如社区内居民沟通美化社区的主题，有效沟通的响应是社区各户门前、阳台上堆积的杂物被清除干
净，换上去的是花红叶绿、苍翠古意的花草树木，再也不见恶心杂乱。
因此有效地沟通除了思想的交流互动外，必定要产生预期的回应。
假如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接收者并未对所发出的信息做出反馈，就不能形成沟通。
二、沟通的类型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以将沟通划分为很多种类型，如自身沟通与人际沟通；语言
沟通与非语言沟通；以及告知型沟通、征询型沟通和说服型沟通等。
(一)自身沟通与人际沟通  根据沟通对象将沟通分为自身沟通和人际沟通。
1．自身沟通  自身沟通是发生在我们自身内部的沟通，它包括思想、情感和看待自己的方式。
虽然在自身沟通中，你不用直接与他人接触，但你的经验决定你如何与自己“交谈”。
由于自身沟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发送者也是接收者。
此类信息是由思想和情感构成的；大脑是渠道，它对你的所想所感进行加工。
这样，你对自我发送的信息也会有反馈，你可能因此抛弃某些想法或用其他的想法取而代之。
对医务人员来说，自身沟通是调节自己情绪的重要方式。
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难免有委屈的时候，这时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能否以正常的情
绪投入工作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曾经有个医师在晚上接诊了一个斗殴致伤的患者，处理完以后让患者交费，患者丢下50元要走，医师
不同意，患者于是大骂医师乱收费、没医德，并强行冲出医院，该医师光手术材料就用去100多元，憋
了一肚子火。
第二天上班时，有个患者没来得及挂号就急着要看病，该医生气冲冲的说：“不挂号就别看病。
”患者随口说：“真没医德，”该医师一听火冒三丈，脱了白大衣就要冲出去找患者理论，幸亏同事
及时拦住。
否则，这位医师不仅耽误了工作，又有损医疗工作者的形象，得不偿失。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具备自身沟通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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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是特鲁多(Tmdeau)的名言。
这句名言被镌刻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成为医生们所遵从的行医道德准则。
20世纪末，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以患者为中心是该模
式的核心。
这种医疗模式要求医务工作者认识到，病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患病的生物体，医疗不是仅仅需要仪器、
药物和手术刀，充分的人文关怀与精湛的诊疗技术在临床实践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半个世纪以前Francis Peabody医生所发表的至理名言，至今仍为行医的原则：“强调病人和医生之间建
立密切关系的重要性怎么也不会过分。
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其诊断和治疗直接依赖于这种关系，临床家的基本品质之一是博爱仁慈。
治疗病人的秘密就在于关心病人”。
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之间的充分了解是达到互信的前提，而医患沟通
又是达到相互了解的最好方法。
医患沟通细节的失败，往往会导致医患信任的缺失，进而抹杀医务工作者的许多努力。
临床实践中许多医患纠纷的起因常常就是医患沟通的不足造成的，而这正反映了我们的医学教育对医
学生沟通技巧训练的匮乏和人文素质培育的不足。
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比作医生更为困难，医生不仅需要医学科学知识，还需要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
的知识。
医生不仅需要操作技能，还需要与患者沟通的技巧。
为此，医学是医学科学与艺术的共生，医生就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联合体。
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按照当前国内大学教育的文理科划分制度，是属于理科系统的。
这一教育理念在现实中的折射，就是医学生所受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教育。
这一教育模式要求所培养的医学生思维缜密，考虑问题按部就班而有条理性，这是优点，但也是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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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吕兆丰推荐《妙语仁心:医学生人际沟通》：医学从来就不是一门单一的自然科学，
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
医学以其生物科学与技术探索生命的奥秘，维护健康之完美，挽救生命于危难；医学也以其人文理念
与精神培育人类的善良，滋养人群的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
所以说，没有人文的医学不是真正的医学，没有医学的人文也不是完整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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