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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学科独立建制“是时候了”
▲ 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启德

医学人文越来越火医学人文越来越火

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今天

的人们享受着其带来的巨大福祉。但

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理念也在医

生乃至广大群众当中流行起来，使医

学与人文渐行渐远。今天跟 100 年前

比，甚至跟 30 年前比，我们所享受

到的医疗技术已经不是同一个级别，

但是人们对医疗反而有更大的不满。

可以预料，如果不改变这种趋势，医

疗技术越发展，人们就越不满意。

医学人文需要回应我们的期望

是什么、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

医学到底要给人们带去什么、我们能

够做什么这些道理。近年来，医学人

文越来越火，凡是医学人文主题的会

议都得到了踊跃响应。同仁们也确实

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叙事医学比想象

中更快地铺开；对生命终末期患者的

安宁疗护；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了行

医札记的两本头部作品，临床医生记

录了他们行医实践中的心路历程；每

到医师节，所有的媒体展现和倡导对

医师的尊重，等等。这些工作如火如

荼地开展，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充足

的信心，我们今后还要不断采取新的

举措，推动医学人文的发展。

医学人文对所有医学一级学科同等重要医学人文对所有医学一级学科同等重要

今天我想重点讨论的是，医学人

文学科要不要独立建制。

医学人文这么重要，但是并不

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护理学等都是一级

学科，那么医学人文应当在哪里？

如果融合在其他学科里，实际上从

工作层面来说是不利的，因为需

要在其他一级学科或者二级学科

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和招生名额。

比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要到哲

学系申请，社会学要到社会学系申

请，卫生法学要到法学院申请等。

如果退一步把医学人文设置为二级

学科，那它应该归属于医学门类中

哪个一级学科？这也是个难题，因

为医学人文对所有医学一级学科同

等重要。

已具备成立一级学科基本条件已具备成立一级学科基本条件

我以前确实不太支持设立医学

人文一级学科。库恩在《科学革命的

结构》一书中提出，成为一个学科

的要素包括有约定俗成的研究范式、

独立的研究方法、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以及独立的教育体系。就医学人文而

言，过去这些条件还不太成熟。而如

果缺少学科建制，没有导师和招生资

格，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就无法

开展，医学人文又怎么能发展起来

呢？这似乎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的问题。

不过，这些年情况有了很大的

改变。例如医学人文研究生教育，尽

管很困难，我们 50 余所院校也已经

有了这么多的学生，各个学校的发展

方向有所不同，研究医学哲学、医学

史是最多的，但也不乏在卫生法学、

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

领域的研究。此外，医学人文也有了

自己的刊物、学术团体，中国医师协

会、中华医学会也都下设了医学人文

的相关分会。可以说在我们的共同努

力下，医学人文各领域发展迅速，当

前已经具备了成立一级学科的基本

条件。

希望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司综合考虑学科发展需要和发

展情况，批准建立医学人文一级学

科。现在是时候了。

韩启德 院士韩启德 院士

人生果实 人生果实 
▲ 北京协和安宁缓和医疗组  陈曦

这是一部极其感人的纪录影片，温暖

的色调、舒缓的节奏，将修一夫妇宁静祥

和的晚年生活娓娓道来。一幢深居林间的

小屋，一个种满瓜果蔬菜的小院，探索那

些深藏于时间长河中的真正瑰宝。

影片的男主人公津端修一是日本著名

的建筑设计师，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他已 90 岁高龄。年轻的时候，他曾参与日

本高藏寺新城的部分设计，面对台风的侵

袭他提出将房屋建在更高处，并把树木留

在城市里，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结合，这

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新时代的理想设计，也

表达了修一先生希望人们能够重回自然，

从城市走到大自然中的愿望。在影片中修

一先生曾说“如果我们每个人在院子里种

下一棵树，那么我们就可以种下森林。”

在说出这句话时，修一先生的眼神闪亮而

坚定，就像他的人生。

影片的女主人公叫津端英子，她对修

一先生的工作很骄傲，经常像小跟班一样，

随爷爷去工作。英子奶奶是世界上最了解

修一先生的人，修一先生爱吃土豆，而英

子奶奶却讨厌，但每天还是会给修一先生

的便当里准备带有土豆的菜，她知道修一

先生喜欢明亮，总是记得把房间窗户打开，

让温暖阳光充满整个屋子。

在记录片拍到一半的时候，修一先生

过世，英子奶奶久久地看着在床上双目轻

闭的修一先生，良久说到：“我会努力活

下去的，放心。”“一个人会很寂寞，但

要好好地等着我。”之后的日子里，英子

奶奶还是会煮修一先生最爱吃的土豆炖肉，

她生活在修一先生还在的日子里。“风吹

枯叶落，落叶生肥土，肥土丰香果，孜孜

不倦，不紧不慢，人生果实”这句话在影

片中出现了五次，但看到这里，我才明白，

人生的果实不是必须走到最后才会落地，

而是在每一个难忘的事情结束之后都会化

为我们人生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我们不需

急躁、不必不安，人生就像滔滔不绝的江

河水，不必争头浪，而要做到不紧不慢、

滔滔不绝。

专栏专栏 缓缓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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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本质是人类对疾病痛苦的回应，人文贯穿在医学的所有领域。
有人从工作层面说，科学技术和人文是医学的两翼，我觉得其实不是非常恰当，

因为人文不只是一翼，而是融合在整个医学当中的。医学人文再强调也不为过，是
医学须臾不可脱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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