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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高兴地读了志敏和晓球两位医师合著的《医师人文与艺术》文稿，十分感佩他们作为医师的良
知和对医学人文精神及其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与张扬。
他们两位都是高年资主任医师，都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历，以他们的良知，以他们对医学人文精神、
惬学人文核心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以他们对于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深切感受，以他们
对于人民健康事业的崇高责任感，利用业余时间写下了这本30余万字的文稿，字字是心血和汗水，句
句是感悟和心得，可嘉可佩。
特别是作者从医学人文回归与建设的高度，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医学人文精神为向导，以优秀的人文
价值观为核质，加强医师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全面提高医师的人文素养，提高医患沟通的技巧和
艺术，以唤回医患人性、人情的回归，重构医患和谐关系，更是十分难能可贵。
拙以为这正是本文稿经典所在。
　　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发，并时有恶性事件，已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卫生部门头痛
的难点。
究其原因，比较复杂，有社会的、有经济的、有法律的、有医学的等等。
但我以为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人文精神的淡化或缺失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
　　医者仁心，病者诚心，两心相印，应是充满人性、人情的和谐关系。
记得我刚当医师的时候，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偏僻的湘西大山区，老百姓听说来了一位读了
大学的高级医师，非常高兴，十里八乡奔走相告，他们对我满怀信心，满怀期待，什么病都找我看，
我也不分白天黑夜，无论是来医院，还是出诊到他们家里，对他们有求必应。
实际上条件极差，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只能凭着热情和责任、凭着亲切的交谈，仔细的询问，
最基本最原始的“望、触、叩、听”为群众诊治疾病。
我曾治疗好他们不少的病痛，但也有不少失误，更伤心的是有时面对垂危病人，我无能为力，只能同
他们的家属一起守望，直到临终，一同洒泪。
只要我让他们减轻一点点痛苦，甚至只要我给他们讲“清”（估计当时的水平没有讲清）一些关于他
们疾病知识，他们就感谢不迭。
即使没有治好病，甚至发生不良后果，甚至面对死亡，我无力回天，他们也从不埋怨，还说：“刘医
师，您费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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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于医师人文修养和增加医患沟通的读本。
本书阐述了医师职业所赋予的责任和要求，就如何培养医师优良品德和良好职业素养作了详细的说明
。
医师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做一个成功医师的关键，使医师懂得在医院、社会、科室、家庭等环境中如何
摆好自己的位置，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指导医师在医疗活动中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讲究工作技巧和艺术，在医患矛盾不断升级的今天，能
够赢得病人的信赖和理解。
当今社会需要医师明白法律和法规，懂得一些伦理、人文、心理、社会等方面的知识，朝着做一个成
功医师的目标迈进。
本书举出的实例较多，有的是医师学习的正面教材，有的则是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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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追踪回访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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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下，到医院治病，特别是治疑难杂症，最怕的就是医师不谦虚，明明自己看不好，也硬是抓住
不放。
分析这些医师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不知山外有山
、楼外有楼，更看不到当今科技不断发展，有些老经验确实要由新方法来替代的事实。
二是怕丢面子，觉得求人就是认输，没有脸面。
三是利益驱使，到手的钱不肯轻易放掉。
像上面那位医师给我开了一大袋子药，说不定他从中还可得到其他什么好处。
　　病人服了报上所介绍的处方，病情很快就好了，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前面医师开的药起到的作
用，但医师在看病时如果参考了病人的意见，看一看报上的内容，谦虚一点，并与病人交流，取得病
人的信任，也许病情和后来服药一样好起来，医师在病人面前多尊重病人一些，谦虚一些，可能病人
对你治病的信心也会随之增强，对病人的病情好转有着良好的心理作用。
　　古人云：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
其学，故能成其圣。
但愿广大医务工作者能在医疗实践中谦虚一点。
一个医师不应让患者花太多的钱去做无谓的治疗，这一点很重要。
我认为一个好医师应该是诚实的、谦虚的。
病人需要的不一定是有名的医师，而是需要真正关心他们的医师。
谦卑是心理上的敬让，也是态度上的礼貌。
谦卑必须心甘情愿地付诸行动，才不会失之肤浅和虚伪。
　　一个医者如果没有谦虚的品质，首先不会得到同事的尊重和认可，更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学习到自
己欠缺的知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危害病人的健康和生命，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家”。
大师总是谦虚的，因为谦虚才为大师。
那些“半瓶醋”却总是趾高气扬的。
自我激励不是吹牛，而是谦虚，因为谦虚会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有新进步。
　　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得奖无数，成就斐然，但却一贯低调
谦虚。
布莱克本作为科学家，能长年埋头于研究，正是因为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
在两位长期在布莱克本实验室从事科研的华人学者看来，他们从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身上学到的不仅是
如何做出一流科研成果，更多的是怎么做人。
布莱克本非常乐于接受新想法，和很多科学家都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她拓宽研究领
域，也能够有效吸纳他人的长处。
布莱克本与卡萝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共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果是“发现
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
布莱克本与另外两名获奖者都有过合作。
布莱克本近年来屡屡获奖，她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夸耀在外面又得了什么荣誉，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她
又获奖了。
她的学生说：“像她那么出色的科学家如此谦虚非常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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