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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尹晗 张玉辉）临床工作繁忙，为何还鼓励医生读“闲书”？ 4 月 23 日，

一场主题为“乐阅读 共话医院文化”的读书会给出了答案。

“医院不仅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场所，更应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文化底蕴的精神家园。”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党委书记周月红表示，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 12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中国”。可以说，阅读已

从个人志趣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次活动由中共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委员会联合《医师报》社、中共吉林卓信医学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第三党支部共同举办，这也是《医师报》第三次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联合举办读书会。圆

桌讨论环节，《医师报》社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与清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谢维和，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王克霞，围绕“以阅读赋能医院发展”展开了深入探讨。

医学史上，有两位“医学之

父”影响深远，一位是希波克拉底，

一位是“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

斯勒爵士——后者虽生活在 19 世

纪，但他“活在当下”“沉着冷静”

等思想在当下仍具现实意义。

《生活之道》译者马向涛

分享道：1913 年 4 月 20 日晚，

奥斯勒爵士在耶鲁大学德怀特会

堂的演讲中强调“活在当下”，

并引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话：“我们的要务不是

辨明朦胧的远方，而是专注清晰

的眼前。”——这一观点不仅适

用于医学，在人际关系、成功学、

投资等方面均得到印证。此外，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沉着冷静至

关重要。外科大夫常面临各种急

难险重的情况，需沉着应对。

“30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实

习大夫时，每当有患者离世，我都

会躺一躺他们曾躺过的病床，试

着以患者的视角思考。”马向涛说，

如今，医学发展迅速，但人文精

神永远不可或缺。人文涵盖文学、

史学哲学与艺术，包括人类情感

交流，无法用科学量化，却是人

际交往中温暖彼此的关键。

“正如奥斯勒爵士崇拜的老

师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

所说：生命好似一束纯净的火焰，

而它就源自心中隐形的太阳。”

马向涛说，愿这束火焰带来温暖，

温暖我们身边的人，也温暖我们

自己。让我们在医学道路上怀揣

人文之心，不断前行。

“我与叶富贵、李珍两位老

师共同撰写的《清华的风格》，

源于在清华工作多年的观察与思

考——清华大学在改革开放后飞

速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

面旗帜和世界一流大学，这让我

不禁思索：清华成功的关键因素

究竟是什么？”

谢维和分享道：学者徐葆耕

指出，清华精神的第一大特点就

是“耻不如人”的知耻而后勇——

这种源于清华大学建校背景所带

来的屈辱感，激发了一代代清华

师生办学与学习的强大动力；第

二大特点是“讲科学”，清华大

学早在 1925 年便创办国学院，虽

只办了 4 年，但其之所以产生巨

大影响，在于“知其然也知其所

以然”，即将西方科学方法与中

国考古发现的材料结合，体现文

理渗透的特色；第三个特点是“重

视实干”，所谓行胜于言，不仅

是多做事少说话，更是强调与重

视实践的成果与贡献，当年马约

翰先生带领清华师生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的故事与成绩，为“无体育，

不清华”的清华文化与精神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清华还特别讲规矩、

重制度，教学考试严格。用清华

校友任彦申的话，清华严谨求实，

想法虽少但办法多，且注重团结

一心，这些都是清华独特的魅力。

谢维和说：“撰写《清华的风格》

的过程，也是我深入认识清华的

过程。清华的风格体现在格局、

格式、格调和格言中，而唯有通

过实践去践行清华的传统文化精

神，才能真正理解清华、成为清

华人。”

荐 读 圆桌论坛

现场提问

领略“现代医学之父”的“生活之道”领略“现代医学之父”的“生活之道”

践行“清华的风格”  成为真正“清华人”践行“清华的风格”  成为真正“清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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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维和谢维和

以阅读赋能医院发展以阅读赋能医院发展
张艳萍：清华大学通过

学术自由与责任担当并重的制

度设计，塑造了独特的文化风

格，这对于医院有哪些启示？

在推进“文化领导力”建设方

面，清华长庚医院有哪些具体

行动？

谢维和：“中西融会、古

今贯通、文理渗透”是清华大

学的办学风格，也希望清华长

庚医院能将书香和医师的职业

精神有机结合。

王克霞：清华长庚医院

在党委领导下高度重视文化建

设，以 “人本、济世、厚德、

至善” 为价值观。院党委自

2020 年推出“乐阅读·共话

医院文化”品牌活动，不仅有

助于培养员工阅读习惯，还能

让大家集中讨论文化价值观，

有力促进了医院文化建设。

2024 年，在清华长庚建

院 10 周年之际，院领导班子

对医院的价值体系进行了重

新回顾和梳理，明确医院的

目标、使命、价值、院训及

发展战略，向内外传递文化

内涵。我们不仅将“三精医疗”

理念与实践凝结成书，也在

建院 10 周年之际开展系列访

谈，对 40 多位筹建者、科主

任等进行文字和视频记录，

留存建设初衷等珍贵内容。

这些工作都是医院文化传承

的重要部分，相信医院定能

成为百年名院，未来还将持

续推进文化建设工作。

张艳萍：清华大学通过“大先生”的理念打破学科壁垒，那么，

在阅读上，应如何整合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知识，构建人文医

疗的生态？又该如何使“大医生”“大先生”共同投身医院建设？

张艳萍：在当下医患关系不睦、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大背景下，

如何通过医疗实现“大健康”理念？

谢维和：读书对提升医务

人员素养意义重大。一项调查

将阅读书目分为“只读经典名

著”“只读通俗读物”及“两者

皆读”三类，结果发现，选择“两

者兼读”的人大多数具有比较

高的文化素养。可见，阅读不

同类型书籍，能实现知识碰撞，

激发对人性、工作和世界的思

考。清华长庚医院通过“乐阅读”

活动，将不同学科知识融合，

有助于医疗工作者提升素养，

理解患者，成为患者的朋友。

王克霞：清华长庚医院之

所以能吸引众多医学专家，根

本在于其“建设国际一流医学

中心”的初心与追求。医院自

开业前便开展“全院性演讲”

活动，每周邀请国内外不同行

业人士登上讲台，为医务人员

带来多元的知识与启发。

清华长庚医院因清华大学

医学教育而生，肩负着“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致力于培

养“具有高度人文情怀的医师

科学家”。这一定位为医院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坚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医生”“大

先生”扎根、深耕，共同铸就

医院的长远发展。

谢维和：优质的医疗既需要

依靠外部干预，也需要调动患者

战胜疾病的意志。一所被社会认

可的医院，要注重唤起患者对生

命的信心，激发其自我疗愈的力

量。唯有如此，才能构建积极医

患关系，赢得社会的尊重。

王克霞：清华长庚医院的愿

景是“服务健康中国，增进人类

福祉”，其核心在于始终将“健

康”置于“医疗”之前。十年耕耘，

医院通过构建“顶天 立地 惠民”

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和创新医院

内部服务模式，使这一愿景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真正肩负起“预

防-治疗-康复”全链条责任。

多读书  多读“闲书”
《医师报》社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共同举办“乐阅读《医师报》社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共同举办“乐阅读··共话医院文化”读书会活动共话医院文化”读书会活动

现场观众：清华大学这位

114 岁的“老人”最该传承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这个 11 岁

“孩子”的风格是什么？

谢 维 和：是“爱国奉献 

追求卓越”的精神。清华大学

最重要、也是最应传承的精神，

就是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民

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感。

现场观众：在繁忙临床工作之余，如何去更好地阅读更多的书籍？

又该如何培养临床医学生的人文精神？

马向涛：在我还是一名小大

夫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扎在专业

书籍与文献中。但忽然有一天，

我意识到，临床上，我治的不仅

是病，而是患病的人；生活中，

我面对的也不仅是一系列亟待完

成的KPI，而是广阔的世界。因此，

要通过更广泛的阅读走出“白色

巨塔”，心胸才会更宽广。

至于如何培养医学生的人文

精神，我认为不要简单地给学生

灌输医学人文的概念、定义，而

应让他们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

故事，这就是人文，这就是叙事。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读书会现场读书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