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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评 审 会 现

场，在《医师报》常

务副社长兼执行总编

辑张艳萍的主持下，

8 位专家就“临床医

生如何选书”，以及

读书的难忘经历，做

了分享。

张艳萍：在曾经的阅读中，有什么情节让您或为之喜悦，或为之悲伤，甚或为之流泪，难以忘怀？

张艳萍：请您为医生朋友们推荐自己最爱读的书籍。

当书中某一瞬间撞击你的灵魂

阅读是一种缘分

武汉战“疫”故事让我身临其境

游苏宁：我最近就读了一

本这样的书——《武汉战“疫”：

最美一线英雄》，通过讲述抗

疫初期奋战在武汉最前线的诸

多抗疫工作者真实而生动、温

暖而感人、平实而伟大的故事，

勾勒出体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的英雄群像。采访的记者坦言：

医护人员拿生命护佑我们的城

市，唯愿我们的每一篇稿件尽

量还原真实，每一个字都对得

起这段历史。

这名记者的这句话让我非常

感动。他其中讲述了一个非常感

人的小事情，后来大家在网上都

看过这个点击量千万的小视频。

疫情暴发期间，武汉一家医院的

一名急诊科医生说，我不干了，

我也要回家……后来，我们更多

地了解了这家医院和这名医生，

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他为什么这

么说。因为这家医院的急诊科一

直以来平均一天只有90名患者，

而那天急诊科在一个下午就接诊

了 1700 名患者，从挂号、检查、

到治疗，每个环节的等待时间都

超过 5 小时。

这本书里这样的真实记录让

我们体验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好书就是阅读中的某一瞬间直击

你的灵魂，令你难以忘怀。

我的阅读中常常伴随泪水

唐丽丽：因为专业的缘由，

我们经常写一些悲痛的故事，比

如患者离世等，专业中夹杂着感

性的情感、情绪，所以，我的阅

读和写作中，常常伴随着泪水，

它们转化为叙事医学和临床诊

疗，伴随着我的医路历程。我还

记得一名37岁的妈妈要离世了，

她完全放心不下 7 岁的女儿，哭

得死去活来。那么，医生怎么缓

解这样的痛苦，让死亡焦虑变成

活在当下，类似的阅读和故事都

让我感动不断。

“读书人”要尊敬“写书人”

刘又宁：说起读书，医生首

先要多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

医学知识日新月异，在大学里学

的知识很快就过时了。因此，当

你决定作为一名医生的那一刻

起，也就注定了要不断读书，不

断学习。同时，医生也是一个特

殊的职业，一名医生在职业生涯

中，需要不断地和患者、家属、

同道打交道。因此，医生在专业

之外，也应广泛涉猎，多读好书，

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我年轻时，可读的书非常有

限。中学时代，我曾被《林海雪原》

中跌宕起伏的情节深深地吸引，

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我几乎不

眠不休，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大

学时期，知青间流行着《第二次

握手》的手抄本，说实话，我认

为那本书写得并不好，但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可读的书太少，大

家还是如饥似渴地将它读完了。

读书的人，要尊重每一位作

家。我虽没有认真读完《白鹿原》，

但却读过陈忠实先生创作《白鹿

原》期间的故事：陈忠实先生在

创作期间，离开西安，回到了老

家，将自己关进了一间不足 10

平米的书房闭门创作——真的是

“闭门”，除了妻子定期给他送

饭以外，陈忠实先生不管谁来也

不开门，不开窗。他说：“书里

的所有人物都在这间屋子里，一

开窗，他们就会跑出来。”可以

说，《白鹿原》是他用生命写成

的书，他的精神，值得每一位读

者尊敬。

我们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

赵东兵：读书是讲究缘分的。

有时，我拿到一本新书，读着读

着就会把它放下；但也有时，读

着读着就放不下了。“闲书”如

此，专业书也是如此——当年我

在选专业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

外科的书读起来有意思，就选择

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人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心境

不尽相同，所读的书也是不一样

的。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医生的时

候，我喜欢读人物传记和一些励

志类的书籍，这其中，美国医生

马科斯韦尔·马尔兹的《活着不

是为了痛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生需

要经历各种磨难与坎坷，但也用

满满的正能量提醒我们，不要向

困难屈服，要正确地面对困难、

战胜困难。

等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会

更喜欢读一些历史类和时政类的

书籍。比如，我认为，以色列历

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

简史》三部曲（《人类简史》《未

来简史》《今日简史》）是每个

人都应该读的好书，读罢，可以

了解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又该如何在当下环境中生存、发

展；作为一名医生，我读郎景和

院士的《一个医生的故事》，总

会感同身受；此外，我也很喜欢

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这

本书从小切口层层深入，尽览中

华民族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

气自华。美丽或许是天生的，但

有气质的人，一定是读过很多好

书的人。

思考才能使阅读内化为文化

宋刚：学而不思则罔，思考

才能使阅读的东西成为自己的。

评价一本好书应该从多个角度来

分析、思考，我们要从不同的角

度去思考，只有把书本的知识读

懂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才能与他

人分享。

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

写了一本叫《做书的日子 :1982—

2014》的书，书中，他从一个编

辑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本好书

从出稿——拒稿——改稿——获

得文学奖的过程。这本书给了我

们医学生一个很大的启示：如要

将我们的医学经验和同道分享

时，我们可以从编辑、出版社以

及读者的角度来思考，如何传递

医学的最新科技知识。

“当我们无法喜欢每一位患者……”
▲中国抗癌协会前任副秘书长、陆军总医院肿瘤科  刘端祺

喜欢阅读、知识面广的医

生，往往更与患者“聊得来”， 

更易产生同理心，患者对诊疗

的顺应性更强。

医 生 是 专 业 性 很 强 的 职

业，需要常年坚持在浩如烟海

的专业书籍中的阅读，锲而不

舍地探索生命的奥秘和疾病诊

疗的答案；医生又是一个需要

与不同年龄、阅历、文化程度、

生活习惯乃至脾气秉性各异的

人打交道的职业，不仅需要懂

专业，更要“懂人”。职业要

求我们具有一定的非专业阅读

能力，这样才能有一定的知识

储备，才能实现与患者的成功

沟通，“听得懂人家的话，接

得住人家的话茬”。

一 个 带 有 书 香 味 道 的 医

生，将不再是一个“医生匠”；

而是一个博闻多学有情趣的

人，懂得幽默的人，在查房中

肯定会与患者有足够的交流，

使患者感到值得信任和托付。

理想是读书的灯塔
▲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主任  凌斌

始于懵懂儿时的读书，多

是被强制所为。

能够博览群书时，医学专

业课本足以令人生畏，尤其人

体科学的奥妙与知识的浩瀚，

不下真功夫确实难以蒙混过

关，更重要的是，医者终要面

对生命之重托。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万世书生之情怀，

当然，人各有志。

志向与情趣是人的顶级目

标，如果茫然浑噩则无良药可

医，书海里走走也是病急乱投

医，或许还会走火入魔。

显然，理想才是读书的灯

塔，情趣才是读书的动力。

尊重人性，尊重自己，读

自己热爱的书，走自己认定的路。

医生要有深度  也要有广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  闫春梅

医师职业是一个需要终身

学习的行业，学习不仅需要深

度，成为专家，也需要有广度，

触类旁通。很多医生除了完成

本职工作，他们还需要通过写

文章，完成教学和科普工作。

因 此， 更 需 要 读 书， 来 感 受

文 字 之 美， 尽 享 读 书 之 乐，

增强职业能力，增厚职业生

涯沉淀。

学习经典古籍  有效提高临床能力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 刘龙涛

我的导师陈可冀院士经常教

导我们说，“做人做君子，读书

读经典”。经典是古今中外思想

融会贯通的名著经过历史选择而

流传于后世。它们是人类历史文

明的延续和传承，永远也不会过

时。对于我们中医药工作者来说，

学习《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古籍是提

高临床能力的最有效途径，也是

我们传承的根本和创新的源泉，

值得我们一生去学习和研究。

读靠谱的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主任  杨正汉

第一，对于同一类问题的

学习，最好找三本以上不同流派

的书看，看看哪些是共同观点，

哪些是不同观点，并思考论证出

现不同观点的原因；

第二，尽量读经典书籍或

名家所写且更新比较快的书籍，

其传授的知识相对靠谱；

第三，几乎没有一本书是

不存在错误的，不要过度迷信书

上所述，也不要发现小小错误就

全盘否定该书籍及其作者，应该

怀着对作者的崇敬，带着批判的

眼光去读书。

医生要懂专业  更要“懂人”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 梁军

医学的发展始终是技术与人

文相互交汇的过程。自然科学越进

步，技术可超过人文的偏见思想越

可能悄然发生。其实来说，患病及

就医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庭面临的

社会、躯体、心灵等方面的痛苦是

难以想象的，作为主要“救赎者”

的医生能够起到的治疗作用不仅

体现在技术上，更体现在精神上。

对于刚踏入临床的青年医生，在扎

实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注重

人文素质的培养。

我推荐威廉·奥斯勒《生

活之道》、保罗·卡拉尼什的《当

呼吸化为空气》及威廉·卡洛

斯·威廉斯的《医生故事集》这

三本书，可能对大家有所启迪，

譬如“我们无法做到喜欢每一个

患者，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救

治”，同时抱有十足的同理心。

专家谈·我的读书经验

圆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