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一个人来说，掌握一

定的知识和技术，具备一定的工

作能力当然很重要，这是你从事

职业的手段。但这些手段是造福

于人们还是为祸于社会，则取决

于你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高

金声表示，好的医者需要一生的

磨练，一点一滴贯穿在对每名患

者的诊治、护理之中，而在这当

中没有一个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是

难以坚持下来的。

谈到人文，可能有的人会马

上想到沟通技巧，想到礼仪规范。

高金声认为，技巧和规范是重要

的，是有必要加强培训和灌输的，

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受价值观支

配，其本身是价值观的外在形式。

正如护理专家刘淑媛所说：“对

患者的人文关怀，绝不等同于简

单的‘柔声细语’，而应该是从

内心发出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高金声强调，在倡导人文医

学的过程中，管理者要在创设良

好医院文化、引导医务人员树立

高尚的从医理念和正确的幸福观

方面着力，且要有持之以恒的思

想准备。从医务人员自身来说，

也要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修炼自

己，体悟人生，提升素质。并处

理好“道”和“术”的辩证关系。 

高金声同时指出，倡导“人

文医学”和重视“人文管理”，

二者密不可分。“医务人员是服

务患者的主体，没有他们的积极

参与和主动作为，对患者的人文

关怀就是一句空话。”高金声说：

“当下，不少医务人员感叹每天

上班如同打仗，外科医生更是从

清晨忙碌到半夜。近一年来，还

接连发生医生过劳猝死事件。此

外，执业环境差、各方面压力大，

严重影响着医护人员的情绪。若

让这种状况延续下去，其后果不

堪设想。我们不能把在特殊情况

下的‘忘我’变为常态，一味地、

单方面地强调医务人员服务的温

馨，而忘记了‘只有得到爱的人，

才会懂得更好地去爱别人’这一

最朴素的道理。实际上这本身就

背离了人文关怀，直接影响到人

文医学的建设。”

责任远大于心中那一丝恐惧

实践 + 理论  研究探索人文医学发展

人文关怀是内心的自然流露

人文精神将使医学充满温情

医师报 :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在说呼唤医疗卫生行业的人文

“回归”，甚至有人认为要“重建”。 对此，您如何看待？

高金声：人文主义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在我国医疗卫生界。

医师报：在新的一年里，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将如何开展具体工作？

高金声：扎扎实实行使各项职能、履行各项职责。

医师报：在推进医师队伍的人文医学建设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高金声：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价值追求，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

医师报：如何理解“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这句话？

高金声：医学一旦与人文分离，必然失去生命的温度。

11月 16日，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在对专委会主任委员高金声进行

采访时，他回想起不久前在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一线的医务人员发给他的一条微信，感慨不已。

他说 :“这些医务人员明知随时都有被感染甚至牺牲的危险，仍挥泪告别亲人踏上异国他乡，他

们心中涌动的是一种正义的激情，一种对危难中的人们（哪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大爱’！

这种激情和大爱，正是伟大人性的体现，是全人类共通价值的体现，是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

“我们必须看到，人文主

义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在我

国 医 疗 卫 生 界。” 高 金 声 告

诉 记 者， 埃 博 拉、 非 典 等 疫

情肆虐或在地震、海啸发生

时，冲在最前面的总是两支

队伍，一支是穿绿军装的军

人，另一支就是身披白大褂

的 医 务 人 员。“ 这 些 医 务 人

员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

他们有家庭，也有妻儿老小，

说毫不畏惧是不真实的，但

作为一名肩负救死扶伤使命

的医务人员，正如一位医生

所 言，‘ 责 任 和 义 务 远 大 于

心中的那一丝恐惧’。”

在接过人文医学专业委员

会重任的同时，高金声首先想

到的是广大医师队伍的可敬可

爱，想到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忍辱负重，为人类健康

恪尽职守的伟大和崇高。“这

是开展好人文医学建设工作的

基础。”高金声表示。

高金声认为，受整个社会

风气的影响，在医疗服务中确

实存在冷漠和人文缺失的现

象，个别人员甚至品质低劣。

“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在医师

队伍中大力倡导人文精神，在

医院中大力加强人文医学的

建设。”

在高金声看来，“医学”

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疾病和痛苦

而产生和发展的，一切都是从

人的需要出发。“当代医学有

两大追求，一是更加科学，一

是更加人性化。从事医学事业，

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

和实践，都必须遵循人道主义

原则，遵循医学伦理准则。中

华民族历来有着‘无德不成医’

的传统，而《希氏内科学》前

言也明确指出：‘医学是一门

博学的人道主义学问’。”

人文精神，作为人对生命、

对自身关切的一种自觉意识和

情感，它表现为对人的价值，

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对人的尊

严、需求和价值的关注与维护。

“我们之所以强调人文精神是

医学的灵魂，是因为医学一旦

与之分离，它必然失去生命的

温度，科学研究就会无视人的

真正需求，冰冷的器械就会取

代医者的仁爱慈悲，这门本来

可以造福人类的科学甚至可能

走向残害人类的深渊，这种悲

剧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上演

过。”高金声表示。

高金声在为年轻医务工作

者授课时常说：“当你们踏入

医学大门之日起，就注定与人

文精神结下不解之缘，她将伴

随你的一生，使你的生命变得

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2015 年，是专委会第一届委

员会开展工作的第一年。高金声

表示：“首先，我们将依据中国

医师协会的要求，认真做好规划，

开好第一届常委会：审议年度工

作计划，研讨人文医学，观摩人

文医学培训工作。在下半年，筹

备举办‘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

专业委员会（2015）年会暨第十

届走向人文管理高层论坛’，颁

发‘人文医学（医师）荣誉奖’、

‘医院人文科室荣誉奖’、‘医

院人文管理荣誉奖’。

同时，积极推动各地医师协

会建立人文医学专委会，调动更

多力量共同推动人文医学工作。

运用好的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通过多种方式交流传播经验，

切实推动基层组织建立。发现青

年医师中的骨干力量，扎实做好

准备工作，争取早日建立青年专

委会。做好会员发展工作，吸引

更多的医疗卫生单位和医药企业

加入我们的行列。

另 外， 还 要 做 好 人 文 医 学

在实践和理论结合上的研究和探

讨，倡导带着问题开展调查，总

结成功经验，开展理论研讨，在

普及和传播的基础上，不断提升

人文医学建设的高度。

积极组建人文医学师

资队伍，为各地人文

医学培训提供师资，

举办‘人文医学公益

巡讲’、‘人文大讲堂’和‘人

文讲座进基层’等多种培训活动，

为广大医务人员增长人文知识、

浓厚人文情感、提高人文品位提

供好的条件。”

最 后， 高 金 声 充 满 希 望 地

说 :“《医师报》作为中国医师

协会的一个重要媒体，责任重大。

我们委员会希望同《医师报》和

即将创刊的《中国医学人文》杂

志一道，共同努力，为人文医学

事业做出贡献。”

人文医学：造福人类
医学需具备人文品格
本期嘉宾：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高金声

采 访 者 ：本报记者  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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