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医

师报》策划了这期

春节特辑。其主题是“我与

患者共成长”，这让我想到两位医

学大家的故事。

一位是吴英恺院士。1952 年，吴英恺院士

遭遇了一起“医患纠纷”。一名患者的儿子给他写信，

一是反映要求病理报告，大夫口头答应却一直未给；批

评“作了允诺而不实践。特别是作医生的。”二是对吴英

恺提意见，说在内科会诊时，吴对患者说：“你早为什么不

来？……好吧你就在内科耽误吧。”引起了“患者心理上增加

的恐怖”。希望吴大夫“以后遇见同样情形多抑制一下情绪。”

吴英恺回信，首先作检讨，表示非常愿意接受批评，以后定

会改正。然后详细解释了病情、以及回答家属提出的医学知识。信

尾再次道歉：“因为事情很忙，所以在令尊出院时未得和你面谈，

把您心中的问题谈清楚，很是抱歉。”

这一来一回的信件，吴英恺用良好的“职业道德”，成功地化解

了这起“医患纠纷”。

另一位外科大家裘法祖院士。他从医 65 年，每每想到自己做得

不够的地方，总是深夜不能入眠。裘老在湖北麻城市人民医院讲座

时曾讲述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儿科老医生患了十二指肠溃疡，来找裘法祖会诊。

他看到 X 线片上十二指肠球部有一龛影，诊断已经很明确，就

不再给他作腹部检查。这位老医生回去后说：“我很失望，裘

医生虽然说了治疗意见，但没有摸一下我的肚子。” 

    还有一次，裘法祖到一家很大的国营钟表店去修理

手表。他遇到一位值班的女同志，不耐烦地表示，“无

法修理，没有零件。”她甚至没有打开手表看一眼。

幸亏裘法祖发现了这家店正好有一个职工曾

经是自己的病人。这名职工检查了手表，

把手表里松了的螺丝拧紧，手

表就修好了。裘法

祖很高兴，又很生

气，用手指着说：“那位同

志说无法修理，连看一看也不愿意，

我要去责问她。”这位曾经的患者忽然大笑

起来，说：“裘医生，算了，算了 ! 还不是和你

们医生看病一样吗？”裘法祖听了这句话，禁不住面

红耳赤。因为这句话，他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

即便是医学大家，也曾遇到这些令人尴尬的情形，但是，

他们以此为戒并深刻反思，时时用患者的话督促自己的言行。

患者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与患者接触的临床实践，让我们

不断积累和更新自己的医学技术；患者是我们的镜子，照出我们

行医过程中的瑕疵和缺漏。我国著名医学家张孝骞教授说：患者

和医生是战友，是同志，医生要善于向患者学习。事实上，我们所

具备的医学知识，无不是前辈们在临床诊治过程的经验总结，这些

经验离不开患者。从最初临床听诊、叩诊方法到现在腔镜技术、机

器人技术，无不是来源于患者需求，无不是为了更好地对抗疾病。

张孝骞教授还说过一句话：“一位医生不管本领多么高，对患者

病情的了解，都应该是无限度的，是无止境的。”这不仅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气度。向患者学习，不仅是对疾病的认知，更是相互了解

和理解，相互促进。我想这是增进医患互信最笔直的路，因为患者

感受到了你的温度和你的诚意。

很多时候，看似是我们帮助了患者，其实，是他们在帮助我

们成长，修炼自身，让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有意义，让我

们的人生境界得到升华。

我很欣喜地看到，在这一新春特辑中，有来自世界

华人医师，还有来自中国医学大家、学科带头人，以

及普通医师，他们与患者共同“成长”的故事。

我相信在做人、做学问，做医师的学问

这件事上，全球医师都有着不必言说

的共识。

共 铸 医 学 影 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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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患者学习  是态度也是气度

启事

因 2017 年出版周期与春节假期冲突，

本报 2 月 2 日休刊一期。恭祝全国医务工

作者新春快乐！阖家欢乐！

声明：作者
向本报提交文章
发表的行为，即
视为同意授权本
报及本报合作单
位（如：中国医
师 协 会 系 列 杂
志）以数字化方
式复制、汇编、
发行、信息网络
传播。本刊所支
付的稿酬，已含
上述数字化出版
稿酬。

扫一扫 , 关注《医师报》
微信公共平台

手机数字报  
 扫码下载，免费试读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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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特辑：听世界华人医师、中国医学大家、学科带头人以及普通医师

精彩讲述   44 个“我与患者共成长”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