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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哲思

医学与沟通

好医生“尊重”的四层级
▲ 总装备部北京奥林佳园干休所卫生所所长  霍云华

一个月前，远房亲戚

叶先生找到我。就在半年

前，我们在一次聚会上见

面时，我发现他用一双充

满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好

几次想要对我开口说话却

欲言又止。我知悉他脑海

里一定有很多疑问，所以，

我决定约见他。

他来到我的门诊时，

我表示若有什么事情就尽

量说出来，但他还是欲言

又止。虽然嘴里说没事，

但心里却明摆着累积了一

大堆问号。“我是医生，

面对健康问题不必忌讳，

也 不 用 在 我 面 前 感 到 尴

尬。”我尽量说服他说出

困惑。

就在他站起身来要拉

开门把走出门诊部的时候，

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像被

定格在那，然后才缓缓地

说了个“有”字。接着，

他坐回我面前的椅子上，

道出自己的苦恼。

原来，他每天晚上都

会上厕所 5~6 次。本来不

觉得夜尿多是什么问题，

但半年前聚会时听了我的

“医学知识普及”后，他

才发现夜尿多很可能是癌

症的征兆，于是心里开始

恐慌不已。

我安慰他说：“有问

题就要面对，这不是什么

大问题。”

但这安慰话却像一根

锐针刺痛他的心，他愣了

一会儿后便想离开。可我

坚持要为他检查摄护腺特

异性抗原值。检验后的数

字显示偏高并不代表他一

定罹患前列腺癌，摄护腺

特异性抗原值偏高，只代

表“有可能”而已。但这

可能性已经足以让他

担忧不已。我又建议他进

行活检，结果报告显示他

不是癌症患者。终于，他

松了一口气。

然而，世事无绝对，

我们只能谨慎照顾自己的

健康而已。于是，我对他

实话实说，请他必须经常

做摄护腺特异性抗原值检

查，万一指数升高就要继

续进行活检。离开前，我

还开了两种药给他。

我一直不知道验血、

活 检 和 吃 药 已 经 成 为 他

心理的负担。他一直没把

担忧告诉我，却一直逃避

我。就在前日，我从验血

报告中发觉他没有持续服

药。于是，我开始向他询

问原因。

叶先生解感叹道：“我

今年 57 岁，这是我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孙子两岁，

很快儿媳妇就要生第二胎

了。身边的人也很敬爱我，

我觉得这正是享受天伦之

乐的时刻。可是，这

6 个月来我坐立不

安，也寝食难安，

甚至很后悔当初

把 自 己 的 状 况

告诉你，以致我

一直活在担心自

己罹患癌症的恐慌

中。”

当时，他很想知道

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却 对 压

力 感

到 无

能为力。我能明

白他矛盾的心情：一来想

厘清自己的健康状况，二

来却想什么也不知道，只

想活在快乐的当下。万一

健康有问题的话，到时再

烦好过早早担忧。因此，

知道或不知道，对他来说

都是两难。

站在医生的角度，预

防绝对胜于治疗，所以劝

勉 对 方 吃 药、 验 血 也 是

预防措施，可是却也让没

有心理准备的人活得战战

兢兢。后来，他反问我：

“如果是你，你想知道结

果吗？”

摆脱了专业医

生的角色，这问题

的 确 考 倒 我 了。

但 是， 也 让 我 开

始 重 新 思 考， 做

为一名内科医师，

是不是也该学点心理

学知识？在医病的同

时，也让患者摆脱心理

阴影呢？看来，是

该在这方面下

功夫了！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

业。在当今医患关系日趋

复杂的环境中，要想做个

好医生，学会尊重是一门

必修课。我认为，尊重分

为四个层级：

尊重患者  我的导师

是海军总医院的中医专家

李炳文教授。他经常教育

学生，医生所有的本事都

是从患者身上学到的，经

验的点滴积累也是从患者

那里得来的，所以对患者

要有感激之情。无论男女

老幼、平民高官，尊重是

第一位的。

尊重就是站在患者的

角度，处处为他们着想；

尊 重 就 是 详

细的问诊、精审的辨证、

谨慎的用药；尊重就是平

和的态度、温和的语言以

及再忙也不省略的叮嘱。

找李教授看病如沐杨柳清

风、杏花春雨，手指往患

者腕上一搭，立刻传递一

股温暖和亲和。如是老相

识，李教授总会笑着问：

最近怎样？吃完药有什么

感觉？胃口怎么样？睡觉

好不好？不厌其烦。对待

外地的患者能加号就给加

号。李教授说患者多住一

天又要多花不少钱，宁肯

自己累一点；李教授总是

为患者着想，从不开大方

贵药，真正用行动实践孙

思邈的《大医精诚》：“视

人之病犹己之病”，“风

雨寒暑勿避，远近

晨 夜

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

勿问”。医生对患者发自

内心的尊重，自然会赢得

患者的尊重。

尊重同道  俗语说“同

行 相 轻”。 清 朝 张 璐 所

著《 张 氏 医 通》 的 篇 首

就有“医门十戒”之“诋

毁 同 道 戒” 曰：“ 淳 于

谊者，尤为医林之切务”，

并告诫医者切勿“无稽之

口，随处交传，同人相向，

往往论及”，要“慎之！

慎之！

当今医学分科越来越

细，专业越来越精，医生

要正确地审视自己在行业

中的位置，客观评价他人

的优长。记得在读博期间，

有次跟导师出门诊，患者

拿了某位教授开的一个药

方：“你觉得这药方怎么

样？”导师说：“方

子挺好，

你找我看病，我会按我的

思路开药。”患者走后导

师说，医生之间最忌互相

贬低，尤其是当着患者的

面。这是一个医者应遵守

的道德规范。

负责任的医生还要有

勇气正视自己的弱项。前

不久我朋友的母亲要置换

膝关节，找到一位专家，

专家坦言，做脊柱手术我

们不如某家医院，推荐去

那里做。但是膝关节自己

的医院做的好一些，建议

来这里。术后效果果然很

好。这样的态度，同样值

得我们尊重。

尊重生命  生命是世

上最宝贵的，任何东西和

生命相比都无足轻重。

“医乃仁术”，医生

是患者托付生命的人。人

命至要，有贵千金。古人

言：“夫医者，非仁学之

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

达 不 可 任

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

中说：“夫医之为道，君

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

济世，故为仁术。”自古

以来对医者的要求首先要

有一颗仁心。“仁者爱人”

胸怀博爱，对生命多一份

敬畏，就少一些鲁莽；多

一份尊重，就少一些随意。

在中医看来，不能够

按照仁的态度对待患者的

医者，只是术士，而不是

真正的医生。不能只见病，

不见人，只关心病，而忽

略了生病的这个人。多年

前实习时我跟一位退休的

儿科主任抄方，亲眼看到

老主任用一块小手绢包起

听诊器，轻轻放到一个几

个月大的婴儿胸前。跟老

主任学了几个药方已记不

得了，但那块蓝色小手绢

带给患儿的温暖，对一个

弱小生命的呵护与尊重，

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每每想起，总令人感动不已。

尊重自然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强调：“生

命是整个自然的结果。”

大自然孕育了一切生命，

万物竞相，各自繁荣。老

子曰：“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顺

应天地变化，遵循自然法

则，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

与万物的和谐，也就是“天

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修身养性的最高境

界。敬畏自然，尊重自然，

与万物共生，不仅是对医

生的要求，更是文明社会

中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

规范。

台 湾 作 家 龙 应 台 的

一段话，颇能引起我的共

鸣：“人懂得尊重自己——

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

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

人——他不霸道，因为不

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

尊重自然——他不掠夺，

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

智能。”

愿尊重成为每个医者

的必修课，时时勤思之，

日日笃行之。

内科医师也该学点心理学
▲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吕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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