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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用药的角度说，可以打个比方，《医事》大概应该算是一剂温药——它有趣、客观，涉及
了“医”作为学科、作为职业、作为生活事件⋯⋯这些影响着普通人和医生的全部敏感方面，同时也
能直击痛处，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了解和描述，让人有了多层面深入思索的可能。
至少对我来说，在国内，还没能看到这样一本同时贴近普通人和医生的作品。
我深感此书出版的确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
　　近些年来，社会对医生的抱怨不断，对医院的质疑不断，医生本身也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问题
要反思。
不过，不论是医生还是大众媒体，多少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和辩驳，很少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理性
的平台，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
“医为仁术”虽然是句老话，但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
交流是行医的开端，没有有效交流，医生不能明确诊断，而如果缺少了更大环境下的交流，行医的社
会价值也无法得到最有效的实现。
我想，《医事》在这种交流方面，是一个有价值的开始。
　　从1970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算起，我行医已经36年。
“医”是什么?不用说对普通人，就算对医生来说，也不是两三句话就能解答的问题。
我从医算是受到家庭影响，父母都是医生。
即使如此，最初我对医芋的理解也非常简单：外科医生用刀片、内科医生用药片去医治患者。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介入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多，普及速度也越来越快。
1985年，仅仅阜外医院等少数医院有心导管室，而现在，几乎北京的每个区县都有了这种设备；64
排CT问世不久，北京的医院就装备上了一批。
技术发展、高新设备引进或者新药研制，对医学、对患者都是件毋庸置疑的好事。
不过，这是否就是“医”的全部呢?现代刚入行的年轻医生，是不是还像我当年那样简单地理解“医”
呢?普通人平日视就医为畏途，他们理解的“医”又是什么呢?　　《希氏内科学》中说“医学是一门
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
医生是一种职业，但核心却是“人道”，做不通人的文章，摆不正人的位置，诊治疾患中少了哲学的
思考，忽略了医学的社会和人文内涵，就不能说真正地理解了“医”。
　　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医生是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之一。
回顾我自己的从医生涯，从进医学院到去美国进修学习的20年间，我行医下过乡，进过厂，去过河西
走廊，也上过世界屋脊，长年劳累的住院医经历，其中有些艰辛可能是现在的年轻医生难以想象的。
不过这些年让我至少有了两个收获：一是医生的经验和临床素质需要一点点培养，最初级和笨重的工
作，只有认真做下去，并善于学习和积累，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财富；二是真正去体察病患的痛
苦，急患者所急，痛患者所痛，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会形成，而这一点和优秀的医术一样，
都是医生的必备素养。
一位医生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患者信任，这个信任既包括对技术和判断力的信任，也包括对人的
信任。
我想，所有的医者先贤，包括未来的名医大师，也脱不了这条既定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谁也无法越
界偷懒。
　　技术是医疗水平的基础，技术的发展是可见的，也是经过努力可以逐步实现的，真正艰难的努力
在于，社会对医生的职业角色和医生的自我认知达成基本一致。
医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新技术的同时，和患者沟通却越来越少，不重视问诊，不重视望触叩听的基本
功。
医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医生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细节和深入，却也开始忽略了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
治疗。
这种专业、细节至上的“医”，是不是也是哲学理想中的“医”呢?显然也不是。
　　《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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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分科的精细已经足够复杂到让患者难以应付，也让医生的专业视野受到了限制。
打破过细的分科，已成必然之势。
人是一个整体，让患者排着队在不同科室中没完没了地排除，最后盖个帽子开始吃药，一种不行两种
，两种不行三种，这种治疗方法不仅让患者痛苦，也让患者承受了很重的经济负担。
肌体上的病和心理上的病都有可能导致不适，按照现有常用的方式，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通常当成肌
体上的问题来治疗，不可能治到要害。
我看到了太多的例子，有些患者自认为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其实是精神心理上的焦虑、抑郁或恐惧。
由于医生缺乏身心全面健康的概念，重躯体疾病、重技术，不关注精神心理健康，把常见的精神心理
问题误认为躯体疾病，过度使用高成本甚至有创伤的技术，不但不能解决患者的疾苦，而且由于不正
确的解释加重患者的病痛，导致医源性疾患。
如果医生更尽心一些，综合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多花一些时间给患者解释病情，解除患者的精神负
担，就可能花费更低的成本获得更满意的治疗效果，也使医患关系更为和谐。
　　仅有这些还不够，“医”同时还是一套完整的服务和管理体系。
没有这套系统，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施展出真正的效能。
现在的情形是：心脏病归心脏科管，内分泌疾病归内分泌科管，康复归康复科管，心理疾病要去心理
门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但实际上患者需要的是综合服务。
从欧美医学界的大趋势来看，一个以临床医学为躯干，以基础医学和群体医学为两翼的新模式已经形
成，但以上三者在我国还基本上“各自为战”。
　　当坐堂医生、针对疾病中末期治疗的模式已经过时，重视预防、服务健康的时代已经到来。
医生要树立大医学、大健康的概念，不但治疗患者，而且要主动承担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责任。
　　“医”是什么?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和层次，也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问题。
从医疗卫生整个体系来说，还意味着保障和保险，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正如讴歌在书中提到的，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病症与隐痛。
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健全的保险保障时代尚未到来。
这种问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在不断改革中探索解决是一条必经之路，但不应再推行粗犷型的
以医院的毛收入为标准的模式。
以人为本，以人类健康为中心，从来都是“医”之根本。
　　作者讴歌是年轻一代的医界人士，他们学习和吸纳的信息远多于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也
更直接、更勇敢。
不管怎么说，医院是一个人一生中必然要打交道的地方，医生医治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
的个体，这些问题可以唤起大家共同的关心和关注，达成充分的探讨和交流，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
理性和关怀是医学最重要的支撑，缺了任何一个，医学都无法真正飞翔。
　　是为序。
　　胡大一教授　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和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医师协会循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获得“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美国心脏病学院专科会员(Fellow of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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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总不免要和医生、医院、医疗打交道，所有这些与人健康和生存质量相关的事统称为医事。
医事与普通人认真对待的楼事和亲事，与大家奋力争取的事业成就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事实上，所有对医事的有效经营和准备，总能让人在人生规划中多些主动性，也总能让人获得医疗体
系较好的照顾，而所有对它的忽略，都带给人措手不及的痛楚和意料之外的损失。
　　这本由局内人写的书让你了解医界现状和运行规则，了解医学的局限，医生的尴尬和体系的困窘
，最主要的是：能让你解在有限的条件下怎么和医生结盟。
抱怨和愤怒对于就医无济于事，作为普通人，面对这个复杂工程唯一可靠的选择是保持理性， 做个了
解内情也足够聪明的合作者。
　　人该如何面对疾患和治疗疾患，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病人如何面对医生和医院这么简单的事，它
涉及人怎么去认识目前医学理念，技术、服务、经济、治疗体系。
对于个人而言，一旦疾患发生，他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去面对一个庞杂的系统，了解这个系统中从未明
言的规则，了解那些不能直接在医院里获知的隐情，调整出一个良好的心态，调动起自己的智慧去有
效应对。
　　医生和病人在一个千疮百孔的体系下各自感受到失望和伤害，这本书让两种角色重新审视各自的
位置和需求。
作者提供了一个开阔和多层次的视角，客观通达，她细腻深切地分析了生与死，疾病与医疗，技术和
人情，这些对于严肃地检点一个矛盾重要的医疗世界，推进建设一个合理高效的新医疗世界，将会是
弥足珍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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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讴歌：原名常青，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
毕业后赴美读博士后，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抗结核药物课题研究一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血友
病的基因治疗研究两年。
回国后投入抗肿瘤生物一类新药的临床开发。
现居北京，任职某著名跨国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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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第一章　你希望遇到一位什么样的医生一针扎向医不的敏感伤口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
来了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让医学重返温情的西式“看门人”
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当医生成为病人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当病人成为医生第二章
　做个聪明病人医生是谁的替罪羊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
聪明病人是沟通高手聪明病人可以改变弱者地位如何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唤起医生希缺的注意力面对并
非万能的医生第三章　医生有话要说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被强行赋予的神性“无情”的手术刀气
质大医院，小医师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孰能无过，但谁来饶恕第四章　
看病，不仅仅是看医生“举毒”新闻大战健康新闻，你读懂了吗以健康为作料的媒体狂欢绕开身边的
健康陷阱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每个国家都有一道医疗伤口何时才能买份靠得住的保险第五
章　人为什么会生病解构恼人的身体地图了解身体，从刀开始我们那并非完美的身体人为什么会生病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每个时代的疾病谱医学是对会疾病的终极武器吗健康不止于阳光和肌肉第六章　
面对疾病的诸种智慧健康是“1”，其他是“0”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人生观，人死观生病 ——别开生
面的游历久病不愈，也并非残花败柳重返艳阳下智慧地坐以待毙后记　用另一种方式实践医学附录　
医事之痛——医学观察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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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是一个毕业于协和却没有从医的人，她给这本书一个副题——“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这
智慧包括：如何与医生相处沟通，如何看待生病这件事，如何在进医院之前就善待自己的身体，如何
在资讯社会不会被各类健康信息误导。
它包涵了丰厚的信息量，使我们在看待多少有些神秘而冰冷的医学世界时，多了一丝和缓与客观的态
度。
　　（孙小宁）　　——中华读书报　　读完本书，引起我的共鸣。
　　“看病难，看病贵”由来已久，之所以成为时下社会及公众议论的热点，其导火线之一来自“看
病气”——看一次病憋一肚子气， 设想一个患者若能从医生那里获得理解和同情，积极的治疗、满意
的或哪怕是过得去的疗效，那么排队长些尚可忍耐，价钱贵些倒也值得。
无奈现实常非如此，医患为什么要沟通及如何沟通，医患为什么要互动及如何互动，这正是本书精彩
之所在。
　　——中华医学会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此书无须进书店，摆在医院门口即可，不推销
也像长了翅膀。
人们对求医有太多的感想，太多的畏惧，走进医院前，先看看这位专业人士的建议吧。
它打中要害。
　　——作家 陈村　　我真诚希望每一位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成员阅读由一位局内人撰写的这一精致地
描写了我们自己医院和医生的生存困难的作品，唯有像局内人一样了解这一困境，我们才可能成功地
改造它⋯⋯如果我们的改革尚未成为完全的不可能。
　　——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汪丁丁　　讴歌所著的《医事》是一本很有阅读
快感的书⋯⋯讴歌以轻松生动的笔调揭示了关于医生 、医院和医疗许多秘密的真相，这非常有助于人
们深刻地理解生与死，疾病和医疗，技术和人情。
　　——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汀阳　　《医事》提供给患者一些更开阔的解决之道，而
这些可能是在看病时医生不会提到的。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消化验内科教授 鲁重美　　我得承认这是一本值得认真一
读的好书。
无论是医生，病家或是医疗行政管理者都能从各自的视角得到启示。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教授 原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主任委员 朱元珏　　讴歌女士站在恰
当的地方，理性地扫描当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环境，以一种责任感拉动医患双方不信任的双手，希望给
患者以尊重， 给医生以尊严，从而最终推护大众的健康。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 袁钟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事>>

编辑推荐

　　钟南山、汪丁丁、陈村、胡大一等各界名家　　首度联袂重磅推荐　　对纷乱医疗世界最为深刻
和理性的反思　　给医生以方向，给病人以智慧　给医生以方向，给病人以智慧　　医生和病人在一
个千疮百孔的体系下各自感受到失望和伤害，《医事》让两种角色重新审视各自的位置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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