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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价值的核心袁萨顿提出野医
学就是人学冶即是说医学必须具有人文精神遥 现阶

段我国医学人文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前进袁学界呼吁

要野重塑冶尧野重建冶医学人文精神袁要求现阶段的医学

院校加强医学人文教育袁培育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

神理念遥 这就带给人们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院医学

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什么袁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医学

人文精神遥 本文主要对近代以来西医在我国传播过

程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传承发展进行一个梳理袁以求

教于方家遥
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什么袁学界见仁见

智遥 宫福清等咱员暂认为袁医学人文精神野广义上是指固

化于人脑中的医学人文价值观念曰狭义上是指对于

人类生命的敬畏与关爱以及对于人类身心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关注袁医学的发展始终以人类的最大利益

为前提遥 冶医学人文精神是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爱

护袁是基于道德尧伦理尧哲学层面的对人的充分理解

与自觉回应咱圆暂遥 我们认为袁医学人文精神是固化在人

思想中袁关系医学与生命的人文品质内涵遥 这种人

文品质内涵是指以人为本的疾病整体意识和敬畏生

命尧关爱生命的意识遥
根据医学史对于近代以来医学传播的特点袁我

们以 员怨源怨 年为界袁将医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发展相应

分为三个时期院近代医学传播前时期渊员愿猿缘 年前冤尧

近代西医传播初期渊员愿猿缘耀员怨员圆 年冤尧近代医学教育

发展期渊员怨员圆耀员怨源怨 年冤遥
一尧近代医学传播前的医学人文精神

传统医学自公元前 圆圆 世纪萌芽袁 经历四千年的

发展袁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野人文精神冶的概念袁但很多指

导中医诊治和用药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蕴含着人文关

怀的价值观念遥 这些医学人文精神不仅包含在医学书

籍中袁同时也呈现在各种文化思想中遥所以近代医学传

播前的中医人文精神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渊一冤疾病治疗的整体观念

传统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

着整体诊治的观念袁 提出在疾病诊治过程中不能局

限在疾病的本身袁要考虑整个身体袁做到辩证施治遥
叶素问窑疏五过论曳中有野诊有三常袁必问贵贱袁封君败

伤袁及欲侯王遥 故贵脱势袁虽不中邪袁精神内伤袁身必

败亡遥 始富后贫袁虽不伤邪袁皮焦筋屈袁萎躄为挛冶咱猿暂袁
反映出中医诊治过程中的整体观念遥 在诊治的整个

过程中袁始终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采取治疗措施袁将
疾病的症状与人所处的环境相联系袁 体现了医学认

知中的整体观念遥
渊二冤济世的野良医冶思想

传统医学中对于 野良医冶 的追求存在于两个层

面院一是对于医生的技术追求袁二是精湛技术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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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质追求遥 这种对于品质的追求着眼于两点院医
生的选拔和对医生的社会评价遥 传统医学对医生选

拔和医学知识的传授有着严格的要求袁在传授医技

之前必须考察他的品格和志向袁考察培育良医的基

础遥 晋朝杨泉提出野夫医者袁非仁爱之士袁不可托也曰
非聪明理达袁不可任也曰非廉洁淳良袁不可信也遥 冶他
对于野良医冶的品格提出具体详实的标准和要求袁要
求野医者冶必须具备仁爱尧聪明理达尧廉洁纯良等特

点袁才能具备医者的基本资格遥 宋代政治家尧文学家

范仲淹曾对医生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标准野能及大小

生民者袁固惟相为然遥 既不可得矣袁夫能行救人利物

之心者袁莫如良医冶咱源暂遥 这种野不为良相袁便为良医冶的
认识袁虽然有一定局限性袁但他把治国者和医人者放

在同一个高度袁指出良医必须具有野行救人利物之

心冶的标准袁为行医者提出了很高的价值标准遥
渊三冤野仁爱救人冶尧野济世活人冶理念

道家文化中的野天人合一冶思想影响着中医学

诊治袁形成了野夫自古通天者生于本袁本于阴阳冶的
观念咱缘暂袁要求在诊治中注重人与自身的和谐遥儒家文

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其
天人和谐的思想对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产生了

较大影响遥 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袁儒家

思想作为良医的考量标准袁对医生医德的塑造和正

身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在宋代袁医学儒学的思想融合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袁形成了野儒医冶的概念袁明确了

儒家各种思想对于医生思想建设的作用和地位遥 明

代陈实功提出野先知儒理袁然后方知医理冶袁明确提出

儒家观念中野仁冶对于医生修养的重要性遥
二尧近代西医传播初期的人文精神继承

西医自明朝中后期开始传入中国袁而成规模的

传播始于清朝后期遥 这种传播多以传教的方式进入

中国袁并在中国扎根遥 近代医学教育发端于教会的

医学传教士袁伯驾渊孕藻贼藻则 孕葬则噪藻则袁员愿园源耀员愿愿愿冤建立了

中国第一所近代医院要要要广州眼科医局渊又称新豆

栏医局冤淤袁随后依托眼科医局渊员愿缘怨 年更名为博济

医院冤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近代医学院要要要南华医

学校咱远暂遥 这一时期的医学院校和行医人员主要是在

教会的主持下袁宗教的影响使得医学人文精神染上

了浓厚的宗教色彩遥

渊一冤上帝爱民的宗教行医理念

在教会医院和学校中袁 传教士在教授医学知识

和行医的同时袁也在进行着宗教的传播遥传教医士为

了皈依民众作为信徒袁 在行医中把治病救人宣扬为

上帝的旨意袁野上帝能照顾到每一个信徒冶遥英国传教

医士郭雷枢渊栽援 砸援 悦燥造造藻凿早藻袁员苑怨远耀员愿苑怨冤在澳门传教

行医之后发表 叶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话传教士商榷

书曳袁 提出用医学来换取中国民众对于基督教的信

任遥 这种传教方式还体现在对中国学徒的医学教育

中袁 对于第一代中国医学生而言有着较为重要的影

响遥 这些医院学校把基督教的野行医布道冶尧野社会拯

救冶尧野灵魂拯救冶 等观念注入施医给药过程之中袁这
是一种近乎社会福利性质的医学诊治遥 如广州眼科

医局和后来的博济医院袁 自设立之后对于所有患者

都是免费施治遥不可否认袁受到宗教侵染的中国医学

界袁宗教传播的野兼爱冶精神袁提出的人与人和谐相处

等思想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袁为我国医疗事业建立和

谐医患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遥
渊二冤野济世医民冶的医学观

教会医院的广泛设立袁 学徒制到正规的高等医

学教育袁留学归国人员也渐渐增多袁中国的西医人数

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遥伍连德博士自 员怨园苑 年回

到中国之后袁开始在国内行医育人遥东北鼠疫流行期

间袁 他带领中国的医务人员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完

全消除了这场导致四万余人死亡的瘟疫袁 并以此为

契机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要要要国际鼠疫

学术讨论会渊又称野万国鼠疫大会冶冤遥 随后他又致力

于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发展袁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

代卫生防疫机构要要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咱苑暂遥
第一代西医的背景大多较为相似袁 他们在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袁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袁
有在教会或者商行学习工作的经历遥 他们在接受中

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也进行西方先进技术的学

习遥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积淀的中国

人或是留洋或是在国内通过教会学校的学习袁 把中

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西方先进技术中袁形成野济
世医民冶的思想遥
三尧近代医学教育发展期的人文精神传播

自 员怨园猿 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至 员怨猿苑

淤明朝中后期开始袁西医已经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袁这一部分西医传播只是吉光片羽袁是自发且没有系统的遥 在 员怨猿缘 年伯

驾开设广东眼科医局之前袁 英国船医皮尔逊 渊粤援 孕藻葬则泽燥灶冤 在广州为人们种植牛痘袁 马礼逊 渊砸援 酝燥则则蚤泽燥灶冤尧 李文斯敦渊栽援
蕴蚤增蚤灶早泽贼燥灶藻冤尧郭雷枢渊栽援 砸援 悦燥造造藻凿早藻冤等在澳门开设诊所袁但当时澳门在葡萄牙人控制之下袁我们以伯驾在广州开设医局为西医

在我国正式传播为伊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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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淤袁我国自办医学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遥 中国近

代医学的发展在基督教传教中渐渐起步袁此间发端

的自主创办医学教育逐步形成规模袁为中国医学教

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遥 在内忧外患中袁自主办学的

兴起尧医学会的成立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袁极大促

进了医学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发展遥 这一时期的医学

人文精神在医学人文的应有之意上萌发出野救国冶尧
野复兴冶等理念遥

渊一冤野教育救国冶的医学发展理念

员怨 世纪末 圆园 世纪初袁 西方文化的传播促使国

内有志之士觉醒袁国人在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和思想的同时袁对西医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遥 国人自主办学意识开始觉醒袁他们提出野实业

救国冶尧野教育救国冶尧野科学救国冶等思想遥 国内医学

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袁纵使有些学校没有经

受时间的考验袁消失在医学教育的序列中袁但这样的

医学发展思想一直影响着近代医学人文精神的不断

演进遥 针对医学教育出现的派系之争袁伍连德在中华

医学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了 野对内部图精神之团结

也冶遥 在这一时期袁医学院校的创办从国立尧省立到私

立袁社会各界力量都在医学教育中有所投入遥原上海

东南医学院创始人郭琦元提出院野夫医者为就生强身

之学袁国家之强弱胥于是系遥 冶医学高等教育在全国

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袁 从 员怨员圆 年的 员园 余

所院校百余名医学生到 员怨猿苑 年的 猿园 余所 圆 怨猿园余
在校生遥

渊二冤不可替代的服务关爱精神

在传统医学提出的野悬壶济世冶的基础上提出医

学是野小之可以挽救人命袁充其极可以左右医学之前

途冶袁关系到民族的健康袁关系到民族的复兴袁相比于

其他职业具有其不可替代性遥 科学救国和学医救国

的思想在医学教育者和医学生中具有高度统一的认

识袁将医生的责任区划为短期即是医治患者的病痛袁
长期是促进人民的健康水平遥 更有李振翩提出的

野医与其他职业所以不同的地方袁就是因为它是直接

为人类谋幸福袁它一切的设施都是关于人类遥 冶员怨圆缘
年袁兰安生在北京建立了以第一卫生事务所为依托

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咱愿暂袁之后袁员怨猿圆 年设立

的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于为全国最高的卫生技术机

构袁下设九个系遥在九个系中已经有负责城市市政工

程与住房卫生工程设计的环境卫生系和已经负责职

业病防治与工业生产伤害预防的工业卫生系咱怨暂遥 这

些机构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从侧面体现出医学发展

对人的关怀和关爱袁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关注袁也有着

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服务精神遥 这种不可替

代的服务关爱精神袁将医学人文精神诠释为野应以最

大之努力袁来共同工作袁以求个人与全民之健康袁得
以推进遥 冶盂

渊三冤良性竞争尧和谐共赢的行医精神

我国近代西医传播的过程袁 是一个由完全的依

靠外部导入逐步转变为内部自主发展成长的过程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因个人留学求学的医学体系不同袁在
一定范围内出现了野派系之争冶袁主要存在于野英美

系冶和野德日系冶之间遥学术界争论无疑是有利于医学

的进步发展袁为了促进医学界的学术争论与交流袁颜
福庆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袁并创办了叶中华医

学杂志曳袁中英文版本同时发行袁为国内学者的学术

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遥中华医学会在叶中华医

学杂志曳上发表的叶中华医学会宣言书曳中袁宣布学会

的宗旨为巩固医家友谊尧尊重医德医权尧普及医学卫

生尧联络华洋医界遥 在西医传播的过程中袁中西医的

地位斗争也伴随了很长时期遥在二者的争斗中袁西医

开始自我反思本土化袁 中医在借鉴西医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遥 这充分反映了我国近代西医

发展中医学人文精神的传承袁 在吸收西医文化和传

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具备了自身的特点袁 展现出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外兼修与和谐并生的面貌遥
渊四冤野健康国民冶的健康教育理念

国民的身体强健是国家强健的基础袁 医学教育

和西医发展的对象不只是医生还包含普通民众对于

医学的理解遥 西医的发展和西医医生的增长只能是

技术积累袁 更需要民众对于医学知识的了解和对于

科学清醒的认识遥西医被中国人称为野现代医学冶袁医
生具备现代医学的技术袁 也需要民众具有现代医学

淤 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第一所医学校是李鸿章依靠马根济渊允援 运援 酝葬糟噪藻灶扎蚤藻冤创办的天津医学馆渊后更名为野北洋医学堂冶冤袁
员怨园苑 年岑春煊也在军队中创办随军医院和医学堂袁这些医学院校是为军阀培养的军医而不是为人民所服务的医生袁我们在探

讨医学人文精神中并不将此规划在内袁我们以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为我国近代西医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发轫遥
于 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袁员怨猿猿 年更名为中央卫生实验处袁隶属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袁负责公共卫生和防疫问题的研究

等工作袁同时负责指导各省市成立卫生实验处遥 员怨猿苑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袁主要负责战时卫生防护问题遥
盂 叶卫生署刘署长瑞恒演词曳袁又名叶吾人之责任曳袁载于叶中华医学杂志曳遥 为时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医学会上的演

说讲话稿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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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下的疾病思维遥 国内西医教师和医生在传播发

展西医的同时也在向民众传播医学科学知识袁要民

众树立起一个正确的就医观念袁而不是野多找几个医

生病就快速治愈冶遥 陈志潜在定县实验区担任卫生

教育部主任期间袁从基础做起开始对民众的医疗卫

生观念进行适当引导袁在引导教育中摒弃封建迷信

观念袁普及医学科学观念咱员园暂遥 在更早的时间里袁国内

西医医生和教师便开始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

章给民众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遥 报刊是传播知识的

重要工具袁在 员怨员圆耀员怨源怨 年袁国内创办医药报刊多

大 缘园员 种袁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 员猿源 种学术报刊创

办咱员员暂遥 众多医药卫生报刊的创办对于中国人民的医

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在政府

提出要推及卫生教育的过程中袁医师和学术团体积

极承担应有之责任袁如多个学术团体合办的中华卫

生教育会淤对于卫生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遥
渊五冤西方人文主义理念

野新文化冶运动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思想启蒙

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传入中国袁为知识分子所了

解遥 外籍教员和留洋归国人员将西方的人文精神融

入到改革的医学教育中袁特别是临床实习中的人文

精神教育遥 员怨圆圆 年协和医学院已开设医学伦理与法

律尧医学史的讲座课程袁将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介绍

到中国袁将尊重人的尊严和生命等人文关怀精神融

入到医学中遥 员怨圆愿 年震旦大学宋国宾教授撰写的

叶医学伦理学曳将西方的伦理学思想和中国的现实情

况相结合袁将中国传统美德融入到西医的诊治过程

中咱员圆暂遥 这一时期医学人文精神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传入和医学伦理学等课程的

讲授袁形成了具有传统中医中的野仁术冶和西方传入

的野人文主义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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