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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与哲学》杂志是一本属于人文性质的刊物。
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我读过和发表过许多讨论医学人文方面的优秀作品，其中一些文章令我久久
难忘。
因此，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愿望，想将其中一些最好的文章，集成一些册子，供医生们和在医科学校
读书的同学们阅读。
现在，由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的努力和慷慨支持，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以《医者的菩提》命
名的第一批五本这方面的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出版社以“菩提”作为丛书的命名，也别有一番意境。
“菩萨”是佛教用语，全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指觉悟的境界。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医生要以献身百姓大众的健康为最高意境，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关爱生命
、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
医学为何需要这种意境和精神呢？
这是由医学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个病人坐在医生面前，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你就得张开嘴，将衣服掀起来；医生说，
你有病，需要吃药，需要开刀，你就得吃药，接受手术；医生说，你得锯腿保住生命，你就得锯腿。
从普通百姓到国家元首，都得像小羊羔一样，乖乖地听候医生的处置。
在此种情况下，其他任何知识、权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表明，医生对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既是权力，就需要有约束，就需要规范权力的使用。
而医学人文的理念及其相应的要求，就是对此种权力的约束。
当今医学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有着天壤之别，古代医学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在今天的医学看来
可能是小菜一盘。
但令人惊奇的是，医学科学技术愈是进步，人们愈是担心。
人们常常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新的医学技术治好他的病，但同时又害怕这种治疗给身体带来新的疾病
；同时，医学所处的环境也和以往大不相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的人文呼唤>>

内容概要

当今医学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有着天壤之别，古代医学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在今天的医学看来
可能是小菜一盘。
但令人惊奇的是，医学科学技术愈是进步，人们愈是担心。
人们常常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新的医学技术治好他的病，但同时又害怕这种治疗给身体带来新的疾病
；同时，医学所处的环境也和以往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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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国当代医学人文的精神发育关于健康的医学定义与社会定义要重视医学的总体研究医学、健
康模式与疾病因果概念的深化医疗安全：观念更新与措施的革命论医学目的多元化对医学现代化的本
质探讨医学目的与公共卫生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困境与出路新世纪医疗卫生服务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新公共卫生与后医学时代疾病的文化隐喻与医学人类学的哲学鉴别辨析从医学看巫术、宗教与科学的
关系科学的划界与医学还原方法在现代医学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性医学向何处去?技术医学时代与高扬
科学、人文精神人文社会医学的兴起及其历史任务制约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原因的探究开放的医学
与开放的人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为何滞后医学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敬畏生命
医学文化的根再论医学文化的根论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当今医学缺少的是什么临床医学与人文素质呼
唤人性的医学论医学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医学哲学研究纲要论医学哲学范畴医学人文中的普世关怀与
公共理性医学史研究现状与医学发展方向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的改革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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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学、健康模式与疾病因果概念的深化不管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医学健康模式与疾病因果概念一直
在指导着医学实践。
反之，医学实践也在不断地检验、深化医学健康模式和疾病因果概念。
不同的医学健康模式与疾病因果概念决定着人们对卫生事业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认识和研究医学
健康模式与疾病因果概念，对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传统医学健康模式传统的医学健康模式包括三个要素：宿主、环境与病因。
宿主指患者。
宿主因素决定人们对疾病的易感性。
环境因素主要指自然因素，它影响人们对疾病因素的暴露及其程度。
病因指发病原因或致病因素。
传统的病因概念只注重从生物自然界去寻找病因，特别是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主要研究成果-由致病
生物体所引起，作为普遍规律而推而广之。
这一健康模式认为如果三要素所组成的系统中有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而另两个要素具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时，则不会发生疾病。
如果在这三要素系统中原有平衡状态就不巩固，而又缺少必要的适应能力时，即使出现的影响较小，
也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或发病频率的增加。
由此可知，这一健康模式只是把人作为单纯的生物的人，而把人的健康简单地与白然因素联系起来。
这一认识是由于人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社会实践所决定的。
19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绝大部分处于农业社会，危害人类健康的也主要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从17世纪显微镜的发明到19世纪显微镜的成功应用，使人们发现了微观世界的生物体，又由于人们可
以把病原体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研究，从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了单一病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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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怎样评价中医学 超越双螺旋医院管理中的人文关怀 生物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临床医师的双重角色 
医学整合医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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