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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管理
医学与科学

王辰：勇做医疗界先进思想源和强劲动力源

目标锁定  中日而立再启航
▲本报记者   董杰

医 学 是

什 么？ 依 我

看，医学不是

纯粹的科学，

也不是单纯的

哲学，它还涵

盖 有 社 会 学、

人学、艺术、心

理学等。因而，

我们不可以笼统

地用科学的范律

来解释医学，也

不可以简单地用

科学的标准来要

求医生。

起源不同  科

学 一 词 的 出 现 才

一千多年，而医学

已有数千年甚至更

早的历史。因此，

应该是医学的积累、

进步以及需求催生

了科学。

研究内容不同  

在 中 国 古 代，

与科学相当的词汇是

“格物致知”，其研

究对象是物。而医学

研究的对象是人，尽

管有人物的说法，但

人不等同于物。因此，

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个

分枝或隶属于科学、服

从于科学，甚至把医学

视为医学科学的简称，

是不恰当的，甚至有失

偏颇。

此 外， 科 学 研 究 的

是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及

变化规律，其结果具有高

度的普遍性。而医学不仅

要研究疾病本身（或其本

质），还要研究疾病的载体，

即有着不同生活经历和生

理体验的人，要研究人体各

种机能的本质和进化规律。

因此，医学不仅重视事物高

度的普遍性，还重视人体结

构、功能及疾病的异质性或

独特性。生活中，众多的事

件 发 生 在

不 同

的

时间和空间，加之人群的异体性、

人体的异质性和疾病的异现性，

这就导致了医学远比科学复杂。

针对这种既由普遍性又由独特性

构成的复杂性，我们认识医学就

不能千篇一律，对待患者更应因

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本质不同  医学关乎生命。

什么是生命？从哲学上讲，生命

本身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特殊

表现形式。我们目前无法找到这

种“生命物质”，也就不能回答

生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科学可

以按照已奠定的精确的理论基础

去分析甚至推测某一物质的结构

和功能变化，但医学目前由于对

生命本质的无知，故多数的理论

和实践还是盲人摸象，雾里看花。

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在医学院开学

典礼上所讲，“同学们，十年以

后你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教给

你们的东西，一半是错的”。当

问及为何教错的知识给学生时，

回答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

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只

用生命的载体——物质去推测生

命的本质，必然存在更多的猜测

和假设。

显然，在生命起源奥秘没被

揭示之前，所有关于生命现象本

质的解读和认识都是狭义、片面

和主观的，充满了随意性。对生

命的思考和解读，中医和西医充

满分歧，甚至南辕北辙，其实这

并不奇怪，实际上是观察角度不

同所致。

发展成果不同  医学，特别

是临床医学，说到底是做两件事，

一是治病；一为救命。二者相互

关联，但也有些差别。治病是“治”

物质，是以物质换物质，或以物

质改变物质；而救命不是“救”

物质，救命是在调节物质表现的

特殊形式，以确保这种形式的正

常存在。物质组成的恰当可以保

证整体功能的适当，生命就存在。

当然还受体内、体外整体调节的

影响。因此，如果说科学是无所

不能的，我们可上九天揽月，可

下五洋捉鳖，我们可以创造“千

里眼、顺风耳”，但医学是有其

局限性的，许多事情是用科学的

理论或办法做不到的。人总是希

望越来越好的结果，但生命却是

一个越来越差的过程，医学不是

万能的，医生是人不是神。所以，

人类对医学和科学的要求应该是

不一样的。正如伊壁鸠鲁所说，

“活得幸福和死得安祥都是一种

艺术”。

（引自《医学争鸣》杂志）

医学与科学之别
▲ 中国工程院院士  樊代明

如何管理一家医院？古语有云：观国者观君，观军

者观将。一国之治理，讲的是谋略和统帅。而今，谈到

医院的管理，亦当如此。

在历史的见证下，中日医院走过 30 年的峥嵘岁月，

而今，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医疗行业错综复杂、风云

变幻的形势，中日医院又将何去何从？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医院通过开设《而立论坛》

讲堂，邀请百余位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国内外

专家。一场场名家荟萃的学术活动，一道道思想的盛

宴为中日医院的学科发展、医院管理、人才成长和文

化打造出谋划策。

在日前举行的《而立论坛》总结会上，中日医院

掌舵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

医院建设要“昌明进取、正道力行”，从培养具有

正确价值观、使命感和立体思维的管理者开始，为

每位职工的发展创造平台，做医疗行业先进的思想

源、强劲的动力源，这堪称是中日医院发展的新定

位，更是“而立”之后的可期目标。

在文化建设上，王

辰提出要做到昌明进取、

正道力行。所谓昌明进

取，就是在思想观念上

有是非、有规矩、有先

进的价值观导向，积极

主动，谋事做事。不是

温吞吞地模糊了是非，

失却了法度，以至君子

不得其尊，小人反得其

道。所谓正道力行，就

是要在行动上采取正确

的路线、方法，笃实努

力。这八字箴言可促使

医院在文化、学科、管理、

人才上走向人间正道，

使医院长治久安。

此外，王辰谈到，

文化至虚至实，影响至

深至远。做好文化建设，

切忌空谈。要将文化建

设贯穿于每一项具体工

作中。对每件要做的事，

都要体现其明确的价值

观导向，都要赋予、感

悟其文化意义。要想想

所做的事是不是鼓励了

诚实，是不是鼓励了按

劳取酬，是不是鼓励了

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是不是遏制、打击了

取巧和行为不端。这

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文

化建设内容，如此长

而久之，先进文化方

得以形成。

王辰谈到，管理有

不同层面，从无序到制

度管理，再到自主管理。

医院由知识分子组成，

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

操守。为此，不能仅靠

制度约束，而要采取由

制度管理向自主管理跃

升的管理方法，以倡导

先进的价值观，教导先

进的理念，导引先进的

文化，灌输正确的思想，

教会科学的方法实施管

理。此即为我们所倡导

的“以教为政”，这种

理念和方式非常适合于

医院的管理。但是，以

教为政对管理者的素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管 理 者 一 定 要

有敬业的态度，以专业

化水平从事工作，成为

本管理领域的专家。不

能因个人能力欠缺和失

职，使医院受到影响，

蒙受损失。”王辰说：

“每位管理者都必须勤

于笔耕，善于归纳自己

的思考和经验，每年都

要写出管理论文。”“专

家经常只是点状或线

状思维，而一名管理

者则至少应是面状思

维，优秀的管理者应

当具有立体思维。若

中日医院有了一批

有思想、有能力、

善执行的管理者，

还怕在竞争中被淘

汰吗？” 

《三略·上略》

语：“统军持势者，

将也；制胜败敌者，

众 也。” 可 见， 人

才是成事、发展的根

本。

在人才发展上，

王辰认为，要“适才

适所，适类适法”。

医院的发展靠人才，

为此要积极地选才、

育才、募才、用才，

充分发挥每个职工的

能力，兼揽天下贤才

而用之。医院要努力

提供职工人生和事业

发展的平台，让每个

职工的发展和医院的

发展高度统一起来。

每位医院职工，则要

积极进取，笃力前行。

在医学人才培养

方面，王辰指出：医

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只

是半成品，在进行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

才是成品，而经过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后

则成为精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相关

文件已经出台，国

家投入大量资金来

推动此事，这对于

医学教育来说是前

所 未 有 的 重 大 制

度性改革。

“ 中 日 医 院 应

当 成 为 中 国 医 疗 界

先 进 的 思 想 源 和 强

劲 的 动 力 源， 而 不

能 仅 是 搭 车， 更 不

能 成 为 阻 力 甚 或 扮

演开倒车的角色。”

王 辰 指 出， 中 日 医

院 谋 划 发 展 已 明 确

七 方 面 重 点 工 作：

培 育 先 进 文 化， 养

募 优 秀 人 才， 规 范

现 代 医 疗， 探 求 发

现 发 明， 创 新 当 代

中 医， 造 就 优 势 学

科，实施科学管理。

将这七个方面并举

协同合一，立体整

合，全面推动医院

的发展。

昌明进取 正道力行

培养具有立体思维的管理者

让医院的发展契合每位职工的发展

七项工作并举    做行业先进的思想源和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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