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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省与反思做“名医”易，在当代中国做“名医”尤易。
出版者能将庸医乃至不晓医理者包装成“名医”，而电视能将庸医和完全不懂医理、病理者忽悠成“
中国名医”，甚至是“世界名医”。
古代做“良医”难，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代做“良医”尤其难。
古之“良医”，不矜名、不计利、不企权豪，以其立德；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也不可无制，良医面
对患者，能挽回造化，立起沉疴，免人夭折，此其立功；良医能精究经典，结合时代探察病之精幽、
奥蕴，书著学说，此乃立言者也。
不谙经典，不解时代，始终顺旧，以演其所知，既不知病之然，更不晓病之所以然者，庸医也。
古之医者独具“三立”者，方可为“良医”。
当今医者千千万，而“良医”少矣！
“一体化”的当代，不仅经济、文化一体化，甚至连消费观也趋于一体化了，势必造成新兴疾病增多
，病因病理难探其因，天亡者必多。
19世纪以前，生老病死是动物界的必然；在当代，生死尚可勉为自然，老者固然不能确定，中青年乃
至婴幼儿的死亡率剧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病大约是必然。
人有身份和地位的不同，但病对人应该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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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定要看名医吗：一线医生教你看病要领》内容为：在人们的心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念：
生病了一定要找名气大的医生和医院，非名医不看：医疗事故完全是医生的过错；名医的诊断不容置
疑：名医是病人最后的依靠。
可是，名医就一定可靠吗?看病一定要看名医吗？
医学博士张之申提供看待名医的另类视角，告诉你名医背后的真相，并就如何与名医打交道，如何找
对医生等，为你提供求医治病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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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之申，台湾大学医学博士，现为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肿瘤内科副教授、旧金山青少年妇女医疗中心
医务主任、加州政府亚裔乳癌防治委员会发起人。
 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嗜文学。
为人谦虚，淡泊名利，热心助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行医数十年，一直坚持“医学即艺术、关怀与奉献”的理念。
由于背负母亲因医疗事故而逝世的遗憾，加上周围朋友的惨痛经历，她立志教导人们正确的求医观念
。
 曾出版My　LITTLE SUNSHINE、《青春期少年行》、《后青春密码》、《提升你的抗癌能力》等书
。
 作者出版此书，目的绝不在于要和名医过不去，而是希望教导读者以有知识、有智慧的方式和医疗团
队沟通，进而击退疾病，获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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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推荐序1 等了三十年的书，教你如何看名医推荐序2 维护健康的就医之道推荐序3 找对好医生才
能保住健康及生命 。
推荐序4 令求医者有所依循，对名医恳切进言作者序“名医”是病人造就出来的前言一味迷信名医，
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Part 1◎非得看名医不可吗困惑1◎欲看名医的门诊，挂号要靠关系，否则挂不
进去？
困惑2◎名医是常上媒体接受访问的医生？
困惑3◎名医一定医术好，并努力追求新知？
困惑4◎主任级、院长级的医生才有资格当名医？
困惑5◎看病时间等得越久、病人越多，越是名医？
困惑6◎病人只需听一位名医的话，不必也无需寻求其他医生的第二意见？
困惑7◎名医诊断的结果就是真理，不容置疑？
病人不准和名医讨论用药和治疗方式？
困惑8◎名医给政商名流看病一小时，给小老百姓看病三分钟？
困惑9◎名医责骂病人是为病人健康着想，因而理所当然？
困惑10◎名医看病不哕唆，可以开门见山直接宣判病人存活率？
困惑11◎名医开的药比较贵、比较有效？
困惑12◎名医临床经验丰富，医术当然一流，万无一失？
困惑13◎让名医开刀要前金后礼，这样医生动手术时才会谨慎，病人才会较有保障？
Part 2◎如何避免医疗事故令人震惊的研究报告医疗事故的发生原因美容整形最容易产生医疗纠纷内科
医生过于自信而误诊医疗事故是谁的责任医生的检讨与面对医疗事故最令人不能接受之处医患合作揭
开医疗事故的神秘面纱Part 3◎如何做个聪明的病人不沟不通，小心丢掉性命你懂得如何与医生沟通吗
小心名医说的这些话——医生的言外之意医患沟通，病人也有责任做个聪明的病人Part 4◎如何找对好
医生态度温和，关心病人拥有知识，更有智能尊重每个病人，专注听病人叙述病情及症状尊重病人隐
私有同情心，以病人能承受的语言告知事实积极医治病人，不放弃任何希望可能会失败，但勇于承担
尊重病人的决定，却不为病人游说所动以病人听得懂的语言对他说话不过于自信，会在不疑处存疑给
病人希望，给病人活下去的尊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定要看名医吗>>

章节摘录

Part 1◎非得看名医不可吗困惑1◎欲看名医的门诊，挂号要靠关系。
否则挂不进去？
案例⋯⋯吴太太近日看起来日渐发胖，尤其是腰部以下的下半身，更是胖得与上半身不成比例。
熟悉她的人都感到很奇怪，因为吴太太平时吃得很少，更不碰油腻及精致的甜食。
某日她与同事聊天，提及年轻时身体不好，是个药罐子，一位同事说：“该不会是你过去吃了太多药
，导致肾脏生病造成水肿，而根本不是胖？
”同事好心地推荐一位任职于医学中心肾脏科的某位名医。
吴太太马上上网去挂号，却发现该名医的门诊全都显示“额满”状态，根本挂不进去。
吴太太改用打电话的方式去医院挂号，但医院的人员请她亲自到医院现场排队，但不保证可以排到。
吴太太平时工作很忙，不想特地请假去医院却仍旧有挂不到号的情况发生。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突然想到某位邻居的女儿在该医院担任护士，于是便向她询问该如何才能排到该
位名医的门诊。
最后，在邻居女儿的协助之下，吴太太终于排到一个星期后的约诊，得以让该医生为她看病。
事实⋯⋯大家都想让医术好的医生看病，这是无可厚非的。
在口耳相传之下，名医的门诊必定很快就被挂满，往往要在一个或数个星期前挂号才行。
如果不是急症而想找门诊量大的名医看病，提前预约挂号是唯一的方法。
比较棘手的情形是某些慢性疾病，因为病人需要定期复诊，大型医院的做法是，当病人此次看病结束
时，医生就会与病人约好下次应该复诊的时间，所以其他病人即使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之前挂号，都
可能发生挂不到号的情况。
你要有的高医Q现在各大医院多半可以电话或网络预约挂号，因为电话或网络挂号便利且迅速，是许
多病人挂号的第一选择。
然而如果预约额满了，只有亲自到现场排队挂号了。
一般而言，医院的挂号系统会保留一些给预约挂号者、一些给现场排队者，比较特殊的是，还会预留
非常少量的名额，给紧急或特殊情况的病人。
如果有认识的人在医院工作，可能可以帮忙“塞”病人给医生，利用的方法是，有人预约挂号但却临
时被通知不能就诊，那么他的名额就会空出来；再不行，就真的要动用到上述的“保留名额”了。
有句话说：“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两种朋友，一种是律师，一种是医生。
”这句话虽是半开玩笑，但却也透露出几分真实性。
看了上述案例，各位大概知道，没有医生朋友，有护士朋友也不错，如果连护士朋友都没有，有在医
院工作的朋友也是寥胜于无。
但托人帮忙毕竟是人情债，在挂名医的门诊之前，病人可以好好想想：医生那么多，自己的病是否非
得名医来看不可？
难道没有别的医生可以诊断？
毕竟，要在短短数小时的门诊时间内看完一百多个病人，名医难保不变成“盲医”！
困惑2◎名医是常上媒体接受访问的医生？
案例⋯⋯有位明星患有胃癌，在医生的细心治疗下已见好转。
但有一天，他突然在电视上看到某名医现身，名医在节目中大谈胃癌的诊断、治疗和用药，架势十足
，也相当专业。
几天后，在不同时段、不同节目中，他又看到该位医生，这次还有病人做见证，畅谈他接受该位医生
治疗后恢复良好的经过。
该明星心想，接二连三在电视节目及新闻报道中看到这位名医，想必是位很“厉害”的医生，于是赶
忙前往名医所在的医学中心，重新安排各项检查，包括验血、穿刺、扫描⋯⋯一应俱全。
这位明星本来可以在原本那位关心他的医生细心诊断下慢慢调养，没想到换了医生，折磨到后来已是
身心俱疲，最后该明星仍旧一命呜呼。
奇怪的是，其亲属仍然对名医感激涕零，认为既然已经由名医治疗，就算回天乏术，病人在天之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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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欣慰了！
事实⋯⋯在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些“熟悉”的面孔，可能是皮肤科医生在讲解皮肤的清洁保
养之道，妇产科医生在解说远离妇女常见癌症的方法，中医师在畅谈中药的功效与食补的重要性⋯⋯
这些医生今天在这个节目中出现明天又在另一个节目中现身。
医生风趣的言谈、浅显易懂的说明，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他一定是个医术高明的好医生，因此才
会有这么多媒体找他上节目。
”不可否认，医疗的专业性是一般人不能轻易理解的，但当身体出了状况、产生了病痛，而又有一位
医生能理解病人身体的痛苦，并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向我们说明病情时，病人肯定有“遇到知音”的感
觉，因而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种“口齿清晰、逻辑清楚、台风稳健”的医生，最受媒体及观众的青睐。
医生的“艺人化”，早已见怪不怪。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医生动不动就在媒体上发表“医学评论”（注意，不是“医学论文”），显得
博古通今，由细胞到神经学，似乎只要与“医疗”有关，就可以看见他的“倩影”。
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是媒体创造了名医印象，因为病人生了病，不知道要找哪位医生看，此
时刚好有一位医生的名字出现在电视或报纸杂志上，就好像为病人点燃了一盏“明灯”，为病人指引
就医的方向。
病人常常会病急乱投医，今天在媒体上看见某医生高谈“过敏”问题，第二天不管身上是不是真的过
敏就去挂号；某医生介绍了医院全身核磁共振新仪器，病人就忙着自费去做检查，这都是令良医啼笑
皆非、为病人捏一把冷汗的做法！
许多人把“能见度高”的医生视为“名医”或“良医”。
若知道某位医生是某大企业家或某政府单位首长的“专用医生”，必定会引来媒体争相报道。
名医甚至会隔三差五上上电视节目，在上节目之前，所有数据皆已准备好，面对摄影机，只需背背台
词或照着稿子念就好，连现场的如雷掌声也可以事先安排。
如果这位“名医”懂得自我宣传，乘胜追击出一本书，再开个记者会，_会中再请个病人现场声泪俱
下、动人至极地表演一番，保证第二天他所在的医院、诊室门庭若市，只要病人的病情和该各医的专
业有一点相关，都会来找他看病。
之前曾有某大企业的董事长有一天忽然身体不适，媒体得知该董事长入住某医学中心，于是连夜追踪
，在医院外头守候。
医学中心各级主管如临大敌，诚惶诚恐，生怕“怠慢”了这位董事长，砸了医院的招牌。
医学中心的院长每天一次向媒体报告该董事长的病情变化，甚至还在短期内来个记者招待会，从院长
、副院长到主任等一字排开，等着接受媒体的采访。
转眼间，镜头下的每位主管，都成了名医。
然而却苦了真正负责照顾这位董事长的主治医生，除了要战战兢兢、全天伺候这位董事长外，还要看
他的脸色。
因为这位董事长除了脾气不好，甚至不信任这位主治医生，无论什么检查、处理，都要求院长亲自出
面才行。
其实董事长只不过是因为应酬不断、烟酒不停，吃坏了肚子而已，却搞得兴师动众。
但相对的，该医学中心的肠胃科也因此出名，颇有“鱼帮水、水帮鱼”的味道。
你要有的高医⋯⋯综合来说，常见于媒体的专家是好是坏，要看他是出现在哪类媒体。
在专业医疗期刊上时常发表论文的医生，当然比在大众媒体上无的放矢的医生们专业得多，可能是个
上进的好医生。
另一种在媒体上宣传的人，可能是为了支持其他名人而甘当陪衬，以出名为最主要的目的，这种“名
医”的做法，就有待商榷。
其实媒体上镜率高的医生，并非一定不是好医生，但病人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选上“只会上媒体的
名医”。
但媒体对名医的崇拜与不深入的报道，常常会使患者无所适从。
我曾努力推行由各方名医与专家在媒体上共同主持节目，让人们接受到正确的观念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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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数位专业医生同时出现，谈论同一话题（例如“多动儿”），集个人的经验学识，向人们解说
疾病的诊断、治疗新知，甚至包括辩论，主持人必须也是医界人士，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帮助病人做
结论。
我更赞成病人也参加这个节目，以身为病人的观点、心路历程告诉同病相怜的病人如何顺利走过患病
的日子。
然而老、中、青各代医学专家，却很少有人愿意出面“主持正义”，有人怕受牵连、有人怕“见光死
”，最后我在孤掌难鸣之下，只得作罢。
所以，常上媒体的名医，不一定就是好医生。
真正靠实力成名的名医，总是一步一个脚印，默默耕耘，偶尔在媒体上出现，也不会大肆宣扬自己的
成就。
谁是真正的好医生，就要靠你的睿智去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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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有人问我如何选择好医生的话，我会很直接地告诉他，我会对媒体捧出来的名医及一天给上百人
看病，没好好做身体检查、仔细了解病史就下诊断或不花时间用心与病人沟通的医生避而远之。
 　　——黄达夫　和信治癌中心医院院长作者将行医数十年的经验写成本书，揭露病人不正确的就医
行为与观念，以及所谓“名医”的不当行径，对当前恶劣的医疗及社会现状痛下针砭，实为病人、医
生学习和检讨的参考。
　　——曾渊如　秀传医疗体系中部院区总院长张医生之作，可现作者之德、能、仁、恕、博、爱，
其作品揭露医弊、发人深思、启迪医患，非细德，真大功也！
　　——关大庆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统性狼疮研究组组长此书写给非医界的读者，而我恰与其中若干
患者心态吻合，因此挺身而出，为书中表达淋漓尽致且发人深思的由衷进言而鼓掌；同时更乐意介绍
给医界朋友共同一读。
　　——张之宇　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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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定要看名医吗:一线医生教你看病要领》为一本让名医看了汗颜的书！
一本让患者触目惊心的书！
一本让资深出版人等了三十年的书！
城邦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何飞鹏、中华中医药学会系统性狼疮研究组组长关大庆、和信治癌中心医院
院长黄达夫、秀传医疗体系中部院区总院长曾渊如、历史学家张之宇良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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