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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距上一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面世，已5年过去。
其间，我们身处的医事环境也在变化。
　　先是2006年后，一系列药品安全事件被曝光，肝素、注射液、疫苗&hellip;&hellip;食品安全，关注
顶点至三聚氰胺，我眼见身边一行人集体旅游至新西兰，每位为人父母者，打包两大箱他乡他国奶粉
长途运回，如同押着两大箱的原装100%健康保证回国。
书店里，《刘太医养生》《身体使用手册》《从头到脚说健康》《求医不如求己》&hellip;&hellip;以浩
大的声势陈列，养生书铺天盖地。
我每到朋友家做客，见客厅桌上放一本以上养生书的概率，大于50%。
　　到了2009年，猪流感、甲流或者叫H1N1，让每个人在斤两之间比量着&ldquo;如SARS般警
戒&rdquo;，还是&ldquo;不过尔尔、区区小病&rdquo;。
也在这一年，新医改方案公布，重返全民医保，揭开第一章。
　　2010年，因一档电视养生节目，&ldquo;中国食疗第一人&rdquo;张悟本蹿红，其书《把吃出来的
病吃回去》随后热销，他提倡的养生食疗中，绿豆几可包治百病。
几个月后，其学历及身份被揭露均为造假。
之后，&ldquo;神仙道长&rdquo;李一，成为新养生达人。
这位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弟子3万，拥有更庞大的神仙产业，以养生为卖点。
又几个月后，其履历和神通医术皆被揭穿。
这年夏天，因出现食用小龙虾后&ldquo;肌肉溶解&rdquo;的病例，人们对这一曾经的消夏良品望而却
步。
牛奶继续成为话题，&ldquo;三聚氰胺&rdquo;后，我们刚树立起来的喝奶信心，再一次被冲
击&hellip;&hellip;　　不管你是否注意，医事&mdash;&mdash;与医有关的事，就是如此与我们每日生活
相连。
　　它大到：这个国家特有的医患关系、药品医疗管理、每个公民看病能否报销。
小到：我们中年后，究竟每顿应该吃什么，每天至少该走多少步，要不要上山拜道长，如何辨别那些
以养生饰面的骗术。
　　它抽象到：现代医学与人性之间的剥离，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的争鸣。
又具体到：如有亲人好友被判患疾，我们如何安慰和帮助，如我们自己生病，又如何稍微不失体面地
闯好这一关&mdash;&mdash;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一个人。
　　2005年写《医事》时，曾希望用它，在长时间误解久乏沟通的医学与病人、医生与病人之间，开
凿一条隧道。
它虽简朴，但起码让两端可以看见彼此的光亮。
一双理性、温情并存之眼，总得以寂静的声音告诉世界它存在的可能。
其时，关于医学的书，普通读者能读到的不是求医问药、养生保健，就是充斥着医学术语行文八股的
小册子，在中国，医学人文几近寥寥。
《医事》想告诉非学医非学药的人们：如何稍具智慧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或叫经营&ldquo;医
事&rdquo;，如这社会宣扬的经营事业、经营家庭，它同样重要。
通俗一点说，就是如果没有医学背景，短期内也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如何还能比较聪明地看病，如何
看待疾病和身体，如何相对聪明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医事》想谈一点对普通人实际的、可实践的事，也想冷静地指出：有哪些医疗误区需要重新认
识，有哪些对医学、身体、健康的一厢情愿，貌似美好但其实背离真相。
希望迈开第一步，以助于医患从对抗走向对话。
　　为了这愿望，《医事》面世后，读过也听过很多读后感。
　　&ldquo;看书时，一直在对号入座，能够看到自己在面对医学世界的盲点。
&rdquo;　　&ldquo;与那些《登上健康快车》之类的书不同，这本书让普通人学会整体观照医学这件
事，包括如何看待疾病、如何与医生有效相处，如何学会换位思考以及如何在信息量爆炸的今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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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疾病丧失常识的判断。
&rdquo;　　&ldquo;想明白了活透了，你才能面对看起来一片陌生的医学世界。
&rdquo;　　&ldquo;不仅是医疗的事、看病的事，是一本借医来写的方法论，生活的方法论。
&rdquo;　　2007年《医事》获国家图书馆&ldquo;文津奖&rdquo;，也许是为了肯定这一点点建设
性&mdash;&mdash;周围已到处是抱怨和谩骂的非理性情绪了，我们不如花几分钟来想想，面对医疗、
健康的现实如何去解决。
　　聊感欣慰，但开凿一条彼此可见光亮的隧道，仍需更长时间的努力。
　　比如，这几年的养生闹剧频现。
生活改善后，人们渴求健康养生的速成技法，对&ldquo;养生秘诀&hellip;&lsquo;神医&hellip;&lsquo;大
仙&rdquo;盲目崇拜，木耳、绿豆等食材短期走红，屡屡显示常识和判断力的缺失。
在我们周围，缺少真正有用的、有影响的书或其他渠道，来普及常识，普及判断的方法论。
　　比如，不少记者与我讨论医患关系，将《医事》解读为：病人应去&ldquo;哄医生&rdquo;或
者&ldquo;讨好医生&rdquo;，才是好病人。
也有人问：书中是不是对病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凭什么医生不先学着如何和病人打交道。
的确，医生是另一个需改进的角度，后来《协和医事》一书，试图去回答这部分，它着重探寻医生这
一职业的本质，展现什么是真正的为医之道。
而《医事》，更希望从一个普通人如何面对健康、医疗、生死的角度来写。
　　基于此，这次修订，将一些章节进行了合并和修改。
《看病时，医生怎么思考？
》《西医在新世纪的困境》《选西医还是选中医？
》，是新加入的章节。
删减了2006年版中一些时效性的章节。
对2006年版的最后两章，进行了合并。
　　今天的医学，医疗技术和诊断方法已有超越，但在把握生命现象和医学本质、对医学价值的智识
上，问题依旧。
也许更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分岔了、密集了细节，对整幅图画的浏览，更加趋于遗失。
　　作为《医事》作者，我愿意相信：面对医疗处境和健康问题，在燥热浅表的情绪之外，总有一些
人希望了解真相，接近那些事实，相对理性地面对它，去关注&ldquo;改变的可能性&rdquo;，去找出
一两条还算智慧的解决之道。
面对医疗处境和健康问题，自我是不是强大，思维是不是独立，有没有常识及判断力&mdash;&mdash;
其中，既有拯救身体的部分，也有拯救思维的部分。
　　之所以愿意在繁忙工作外夜灯寂静中修订此书，无非是以一己之身，表达对人本身的热爱和尊重
，对真相的唯一讴歌。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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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并在国外著名大学医学院从事过医学科研。
由于专业背景，她懂得并熟悉医院的事物和医生的工作、生活，对于医学现阶段的状况和医生的精神
状态非常了解。
针对成为目前一大社会问题的医患矛盾，讴歌借助自身的优势，从医学的发展脉络、特点、面临的问
题等方面，以及中西医不同的发展过程和特质，中国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深入剖析了医患矛
盾问题，为医患交流提供了科学、合理、有效的建议。

　　这本书看似社会科学范畴的读物，但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前几年出版后广受好评。
这次的修订版更为精彩，补充了对近来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张悟本等问题的解读，对普通人的
就医之道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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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讴歌，医学博士。
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
之后，于美国科研三年，2002年回国。
现任职某跨国制药公司。
已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协和医事》，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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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理解医学　学做医生　胡大一
前言：医学的医，事情的事
再版前言
一　医患：无法重燃的温情?
　一针扎向现代医学的敏感伤口
　治人时代远去，治病时代到来了
　西医东渐，中国病人面对“沉默的暴力”
　好医生VS牛医生
　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当医生成为病人
　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当病人成为医生
　鸡仔与医闹——医患交流的尴尬现状
二　你我：站在现代医院的大门口
　白衣天使，白求恩，白狼
　医生是谁的替罪羊?
　跛脚的医学教育制造中国医生
　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
　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
　做一个聪明的现代病人
　医院之前与医院之后，做自己的医生
三　医生：冷暖自知
　为何有人从医生这一行退出?
　看上去很冷的手术刀气质
　大医院，小医师
　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
　超越谋生，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看病时，医生怎么思考?
　孰能无过，但谁来饶恕?
四　大写的医事
　西医在新世纪的困境
　选西医还是选中医?
　每个时代有一份自己的疾病谱
　你被媒体的细枝蔓叶误导了多远?
　健康不止于阳光、肌肉、全能养生
　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
五　医生不能帮你的思考：身体，疾病观，生死观
　了解身体从出错开始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人为什么会生病?
　为什么有些病无法治愈?
　为把数字活成更大的正数
　人生观，人死观，疾病观
　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以及重返艳阳下
后记：用另一种方式实践医学
附录　孙小宁谈《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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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 医患：无法重燃的温情一针扎向现代医学的敏感伤口在一个网站，看到一篇朴实的短文。
一个台湾网友写的，《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
了解我的人。
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
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
帮助我站立起来，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
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
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
我们应该要时常地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
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
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文章朴实、真切，就像我们心底希望的那
样。
但你读完，肯定还会感叹：在眼前这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
同于恐龙在生物界的比例。
只是你心中，依旧掩埋着对这类医生的希望——虽然一旦进入那个“冰冷、官僚”的医疗世界，大多
碰壁收场。
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
这件事，相信我，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如此。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正一步步进入科学至上的世界。
那些头戴新概念的新药，巧夺天王的医疗技术，汪洋似海的进展信息，让你我在”美丽新世界”中眩
晕。
但在繁花似锦的背后，医疗也已经变成多种复杂关系的大杂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温情似乎再也无法
重燃。
这不免让人神伤。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技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个医术平庸但和善慈祥，你会选择哪个?有两个
美国社会学家要悲观得多。
他们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
他们这么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
最后占了上风。
这两位美国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
——“理想主义者”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不仅如此，他们还详细地描写了医学生被社会化的过程。
作为学者的天性，两位社会学家试图追究这背后的原因。
由于医生职业中几乎与生俱来、不离左右的神性成分，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常感觉到人们质疑
他们的职业态度。
于是，“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一个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
“理想，在面对职业实践的现实时破灭了”，“这种玩世不恭，是在理想破灭后的反应中形成的”。
在两位社会学家之后，美国有一份调查，对毕业后的医学生生活进行了近十年的追踪。
结果发现：美国的医学生毕业后进入真正的工作中，10个里面有6个说他们在医学院时过于理想化了，
对医生的真实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眼前的生活根本不是他们当初想象中的生活。
这种落差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种：医生生活质量差，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没有自主权，老被舆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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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焦点压力不堪重负⋯⋯这些落差，无一不体现着医生的现实生活里的苦恼。
在中国，年轻的医生也一样面临着这些落差，只不过没有具体的调查来关心中国毕业后的医学生生活
。
有着强大精神力量能坚守理想主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些强大现实中一
点一点被扑灭的。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完本书，引起我的共鸣。
　　&ldquo;看病难，看病贵&rdquo;由来已久，之所以成为时下社会及公众议论的热点，其导火线之
一来自&ldquo;看病气&rdquo;&mdash;一看一次病憋一肚子气。
设想一个患者若能从医生那里获得理解和同情、积极的治疗、满意的或哪怕是过得去的疗效，那么排
队长些尚可忍耐，价钱贵些倒也值得。
无奈现实常非如此。
　　医生与患者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是战胜疾病关键的第一步，医生要解决的不单是修理身体的一个部
件，而是患者整体，那就要调动患者积极性；患者要把医生看成是人而非神，医生的积极性也需调动
起来。
医患为什么要沟通及如何沟通？
医患为什么要互动及如何互动？
这正是本书精彩之所在。
　　&mdash;&mdash;中华医学会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此书无须进书店，摆在医院门口即
可，不推销也像长了翅膀。
人们对求医有太多的感想、太多的畏惧，走进医院前，先看看这位专业人士的建议吧。
它打中要害。
　　&mdash;&mdash;作家陈村 　　我真诚希望每一位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成员阅读由一位局内人撰写的
这一精致地描写了我们自己医院和医生的生存困境的作品，唯有像局内人一样了解这一困境，我们才
可能成功地改造它&hellip;&hellip;如果我们的改革尚未成为完全的不可能。
　　&mdash;&mdash;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汪丁丁 　　讴歌所著的《医事》，是
一本很有阅读快感的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医生、医院和医疗的事情从来都是秘而不宣的，是信息不对称的典型，充满令人
不安的神秘感。
而讴歌以轻松生动的笔调揭示了关于医生、医院和医疗许多秘密的真相，给人一种知情的快感，由此
把神秘的不安换成了理性的不安，这非常有助于人们深刻地理解生与死、疾病和医疗、技术和人情。
《医事》不仅批判了见病不见人、把身体看成零件的技术崇拜，同时也批判了由于无知而对技术产生
的各种误解。
　　&mdash;&mdash;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汀阳 　　如果从用药的角度说，可以打个比方
，《医事》大概应该算是一剂温药&mdash;&mdash;它有趣、客观，涉及&ldquo;医&rdquo;作为学科、
作为职业、作为生活事件&hellip;&hellip;这些影响着普通人和医生的全部敏感方面，同时也能直击痛处
。
至少对我来说，在国内，还没能看到这样一本同时贴近普通人和医生的作品。
我深感此书出版的确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
　　&mdash;&mdash;心内科教授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获得者胡大一 　　细读《医事》，让
我有机会从多角度、多层次透视医疗行业中的新一代，他们的所思所虑，他们的抱负和责任
感&hellip;&hellip;不仅如此，《医事》还提供给患者一些更开阔的解决之道，而这些可能是在看病时医
生不会提到的。
　　&mdash;&mdash;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消化内科教授鲁重美 　　我得承认这是一本值
得认真一读的好书。
无论是医生、病家或是医疗行政管理者都能从各自的视角得到启示。
讴歌尝试从多个层面进行理性剖析，这提示我们去想想医疗卫生工作、医学教育的现状，为什么会到
今天的状况，怎么去应对。
固然，一本书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至少会促使大家从各自的角度思考，这是获得共识的最重
要的一步。
　　&mdash;&mdash;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教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原主任委员  朱元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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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的冲突、新旧体制的矛盾、盲目改革的缺失挤压着医患双方，扭曲了医患关系。
讴歌女士站在恰当的地方，理性地扫描当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环境，以一种责任感拉动医患双方不信任
的双手，希望给患者以尊重、给医生以尊严，从而最终维护大众的健康。
　　&mdash;&mdash;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  袁钟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事>>

编辑推荐

《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让我们学会互相倾听理解、沟通与对话是最好的医药。
医事：教会我们做聪明的病人，经营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至少对我来说，在国内，还没能看到这样一本
同时贴近普通人和医生的作品。
——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胡大一年度畅销作家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
经济学家汪丁丁作家陈村哲学家赵汀阳心内科专家胡大一等联合推荐”《医事》希望在长时间误解久
乏沟通的医学与病人、医生与病人之间，开凿一条隧道，让两端可以看见彼此的光亮。
《医事》想告诉非学医非学药的人们：如何稍具智慧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或叫经营“医事”。
通俗一点说，就是如果没有医学背景，短期内也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如何还能比较聪明地看病，如何
看待疾病和身体，如何相对聪明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医事》想谈一点对普通人实际的、可实践的事，也想冷静地指出：有哪些医疗误区需要重新认识，
有哪些对医学、身体、健康的一厢情愿，貌似美好但其实背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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