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医疗行业可谓怨气冲

天，与医疗行业的从业者聊天，

主题基本围绕着工作强度大、工

作待遇低这两个话题，当然多数

人认为这就是医生没有职业尊严

感的原因。真的是这样吗？

职业尊严不同于个人的尊

严，它既带有行业特性，又是执

业者应该有的人格尊严和道德风

范。我想我们可以从内因和外因

两方面寻找医生重新赢得职业尊

严的方法……

老父亲前不久在北京某三级

甲等医院就诊，先后在心内科和

泌尿外科看病。结果回家后，老

爷子居然对两位医生作出了大相

径庭的评价，他把心内科的陈主

任捧上了天，并告诉妈妈今后如

果心脏不舒服一定要找陈主任。

而同时，老爷子却把泌尿外科的

陈主任批评的体无完肤。我一边

听一边在想，职业尊严的赢得，

内因重要还是外因重要呢？我们

要想有尊严，要让他人尊重我们，

首先要自尊。因为职业尊严，不

是谁给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

内因的作用最大，也最为关键。

在笔者看来，职业尊严最重

要的载体是人，是专业人士在履

行职责中体现的人格操守与专业

能力。如果一位医生在面对患者

的咨询或进行临床决策时，没有

将患者最大利益放在第一位，而

是将自己、科室、医院的最大利

益放在第一位，那他不是在树立

医生的尊严，而是在中伤医生的

尊严。

马克思曾经这样指出过，能

给人以尊严的是“最能为人类福

利而劳动的职业”。这句话深刻

地揭示了尊严的根源。人们是由

于对自身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才

产生出自尊意识和情感，显而易

见，人的社会价值是尊严的基础。

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愈是认真

负责， 对专业技能愈是内行精通，

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愈多，为社

会作出的贡献就愈大，当然，可

能实现的职业尊严也就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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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哲思

医学与科技

我国唐代孙思邈在

《大医精诚》中提到，

医德一是“精”，即指

业务精、学术精、技术

精；二是“诚”，即心诚，

对患者要诚心，对别人

有诚意。这是自古以来

对医生的基本要求。

我在中日医院中医

肺病科工作了三十余年，

深深地感到每位医生所

做的工作，都离不开“医

教研”这几件事。

1962 年 毕 业 以 后，

我在内蒙古一家医院工

作，当时年轻医生较少，

所以锻炼的机会多。我

认为住院医师、主治医

师时期是医生成长最好

的时机，如果错过将难

以弥补。

医 教 研 中 的“ 教”

是两方面：一是培养学

生，培养继承人；二是

提示我们自己要努力，

学习各种知识，否则难

以胜任“教”的工作。

谈 到 科 研， 虽 然 我

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

科研训练，但是诸多的

科研工作和评审，方案

和选题的制定，研究生

答辩等工作，锻炼了我、

提高了我。有了科研积

累，就能在学术上有更

多的认识，也可以吸收

新东西，反哺临床。

我始终认为医生的

工作与别的工作不一样。

医生是一辈子的工作，

其关注服务的对象是患

有病痛的人，因此在医

德医风上都有更高的要

求。（ 本 文 根 据 作 者

2016 年中日医院呼吸中

心学科建设工作会上的

讲话整理）

钺侃医疗专栏 ⑦

职业尊严是自己挣来的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岳

“编辑告诉你发文章应注意哪些细节”之投稿后

 别把编辑不当“干部”
   ▲ 武警医学编辑部   武建虎   

当医生
一辈子的事业
▲ 国医大师、中日医院  晁恩祥

目前，国内期刊几乎没有不收审稿费的，有些期刊看到审

稿费后才处理稿件。所以，为了不耽误时间，尽快交审稿费，

加快处理速度。

态度体现到稿件上就是对专家或编辑提出的所有问题

及修改要求都能做到一一回应，并且用词得体，即便对于

一些无法修改的要求也能列举出几条合适的理由。切忌修

改不彻底，有的改有的不改，改过的地方也不标红，对一

些问题也不回答。还有，不要以为你找人了就可以“不听话”，

编辑会有 N 种正当理由不提交或延缓提交。

有些作者态度虽好，但修回的稿件处处体现出不专业，

一部分是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审稿专家的意见，还有的是作

者的自身专业素质问题。所以，作者最好在发给编辑部前，

请上级医师或同仁帮忙审阅修回稿和修改说明。

一般编辑都会告知稿件修回的截止时间，如果不能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则必须与具体负责的编辑沟通，取得

理解，而且在时间上越早沟通越好。因为，有些编辑每个

月都有刊稿计划，如果不能及时修回，势必会影响编辑的

工作。对于不能按时修回的稿件，编辑在处理上也不会太

上心，有时一拖就是几个月。

实践中，有些作者糊弄编辑。如编辑让核对部分文献、

数据等内容，作者回复说“已核对无误”， 其实根本没有

核对。还有作者，一稿两投，一边答应修改的同时也在等

级别较高期刊的消息，找种理由拖延，最后消息全无。这

类作者会被列入黑名单，不要再指望在该期刊发文了。

进入校对环节，离成功就差一步了。但如果不认真校对，

编辑部会延缓稿件的刊登甚至撤稿。所以，作者对稿件认

真阅读一遍非常有必要。

莫因审稿费耽误进程

认真对待退修意见

修回稿件先请人审阅

准时回复修回意见

不要和编辑“玩心眼”

国内期刊，多数采用采编系统接收稿件，稿件的处理流程

一目了然。对于采用邮箱接收投稿的，投稿后要经常发邮件咨

询稿件进展。大约投稿后 1 个月，一般可以知晓外审意见，如

果仍没有外审意见，则需要催编辑部。一般来说，正规学术期

刊的来稿远大于所能刊发的数量，尤其是核心期刊，即便是专

家审过的稿件也有一半发不了，所以，如果作者不催，编辑一

般不会主动关注。

如果退稿了，则要认真考虑退稿意见：认为有道理并且

也能修改的，则修改后再投他刊；如果认为意见不妥当，或

者不理解，可找本专业同仁帮忙审阅，一般不要再和编辑部

交涉，退稿的很难会被再录用。此外，审稿专家是“大内行，

小外行”，在具体的研究项目方面，专家审稿意见也仅是一

家之言；所以，不必过多纠结于某些专家的审稿意见。如果

了解到外审意见，且专家评价较好，但编辑部未明确是否采

用，还需要作者再等待，因为编辑部有一定的储备稿。

如果收到退修意见，代表着稿件 90% 要被采用了。剩下的

10% 则由于修改不认真、不仔细、不彻底而被退稿，也有一部

分会由于主编或编委会定稿中发现的一些原则性错误而退稿。

所以，修改稿件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必要时催促编辑部

不必过多纠结审稿意见

投
稿
成
功
后
作
者
应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

最后用一篇微信上看到的

小文《这就是职业尊严》与大

家分享（节选）：

十年来用同一个保姆。前

几天她第一次跟我请假一周。

回家之后我发现她给厨房的

垃圾桶认真的套上了七层垃

圾袋。

 我认为，这就是职业尊严。

在网球俱乐部学球时认识

一个网球教练。收费比其他教

练稍贵，但是从来不占用学员

的时间接打电话、喝水、抽烟

上、厕所，也从不向学员推销

会员卡、球拍器材。他的理由

是：第一，我是教练，不是销

售店员。第二，充分利用场上

时间实现学员技术水平的最大

化提高是教练员的职业道德。

我认为，这就是职业尊严。

我深深地迷恋每一个人全

情投入于自己手艺时的样子，

无关这手艺是写代码还是扫大

街。不为任何人，自己就是最

大的理由，不苟且、不应付、

不模糊，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当做与世界呼吸吐纳的接口。

这，就是尊严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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