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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生与病人，是医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医生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是医疗机构的员工、社会的成员。
病人是正在患病或处于病患之中的人，即患病的人。
医生应病人的要求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帮助其与疾病作斗争，力争恢复健康、维护生命。
医患双方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可是，日渐增多的医患矛盾，不仅影响了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甚至影响了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
长期以来，医生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病人，关心其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替病人拿主意、做决定。
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和人类生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人们的权利意识、心理需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许多病人认为我能为自己做主了，至少不要医生替我完全做主。
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和思维方式遇到了挑战。
那种认为“你的健康问题，在医院里就交给我好了，不要多问，治疗方案征求意见你也不懂”的思想
导致医生与病人沟通不力，该讲的没讲，该征求意见的没征求，使病人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权利受
到了伤害。
与此同时，医生常被病人误解，使之感到冤枉、受气，以致产生消极情绪和防御心理等。
于是，医患矛盾和纠纷开始滋生、发展直至激化。
20世纪中期以来，医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许多医学难题相继被攻克，不断增强了人类与疾
病作斗争的能力。
但是，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学终极目标的模糊，陷入远离人文、技术至上的
误区，造成了某些高技术、低情感的现象。
医学必须回归人文，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医生的工作是为人治病，必须面对“人”与“病”，不能只看病、不看人。
医生在为病人服务时，要以医疗人性化的服务去尽量满足病人受尊重的需要、自主的需要和沟通的需
要，以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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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医学发展、医疗活动及医患关系的特点。
针对当前医院及医疗工作的困境和医生思想上的困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认真的反思。
着眼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阐述了医患沟通的目的和意义、工具和内容、过程和技巧，对于提高医生
的沟通意识和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了医疗人性化服务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指出走出困境的根本措施之一是要加强医生职业素质教育
。
本书适于各级临床执业医师和医院管理者阅读，也可供医学院校作为选修教材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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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人类早期的医疗经验与医生职业的形成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
望而诞生，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
医生职业，随着这些实际的需要及其艰辛的探索而逐渐形成。
伴随着职业医生的形成，也逐渐形成了最初的医患关系。
第一节 人类的早期文明与医疗经验的积累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在从古猿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使人
类最终与古猿区别开来，开始了新的进化过程。
与之相伴随，也开始了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历史。
一、经验医疗的萌芽（一）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与疾病1.史前文明 根据古代病理学的研究，疾病与地
球上的生命几乎同时出现。
古生代的生物中就发现有骨折、龋齿、寄生虫病，还有骨髓炎，关节炎、牙槽脓肿等疾病的证据。
2.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与疾病 自从有了人类，疾病就成为与人类紧密相随的伴侣。
随着意识的萌发和形成，人类开始从被动地适应自然逐渐发展到使用工具有目的地改造自然。
在简单的物质生产劳动和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组织也随之形成，人类
最初的社会形态由此诞生。
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新石器时代制造的工具更加贴近实用，人们渐渐地掌握了一些植物的生长习性和一些兽类的生活习性
，开始栽培农作物和驯养家畜。
在此基础上又开始了有规律的农业生产活动。
有规律的农业生产活动促使人类从简单的、被动的自然资源索取者，逐渐转化成为主动的自然资源开
发者和生产者，并因此获得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居住分布区域的拓展，
进而发生了产品交换和社会分工。
原始人类的居住、饮食等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在其生产和生活中常常遭受风霜雨雪以及野兽的侵袭。
不但易受各种外伤，而且易患皮肤病、寄生虫病及各种脏器的疾病。
对新石器时代人骨遗骸的考古病理学研究证明，当时的人就已有龋齿、骨膜炎、骨髓炎、骨肉瘤、骨
折等多种疾病和外伤。
（二）远古时期经验医疗的发端由于伤病而导致的痛苦，以及渴望减轻或缓解伤痛的愿望和本能，驱
使人们去探寻各种治病疗伤的方法，以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和生产的需要。
瑞士医史学家西格里斯（Sigerist）在《原始社会医学》一书中指出，人是一种哺乳动物，人像其他动
物一样，具有保存个体、繁衍种族的本能。
当疾病侵害其机体时，其本能在某种情况下迫使身体达到克服损伤和恢复健康的要求。
食物治疗和药物治疗都由其本能所产生，以后随着文明的进展，人们才自觉地认识到食物和药物的治
疗作用。
我国1932年出版的《医学之进化》一书也明确提出，“太古之初，人智未开，自无所谓医学，仅用其
本能预防外界之伤害，避免意外之不幸，而求生存于世，这种原始的本能性救护行为即最初之医学。
”在减轻病痛的愿望与本能的驱使下，原始人类依据在生产和生活中对一些植物的认识，尝试着用某
些植物医治某种疾病，逐渐地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并熟悉了某些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
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这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
有学者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
不同地区，发现的药物也不同，中国人发现大黄有泻下作用，麻黄能止喘；秘鲁人用金鸡纳治疗热病
。
中国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是神农氏。
《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酉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
毒，由是医方兴焉。
”《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天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
草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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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对这种过程的生动写照。
畜牧业的发展，使原始人类又了解到某些动物内脏、脂肪、血液、骨和骨髓的医疗价值，遂有了动物
性药物。
图腾崇拜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人与动物同源，遂产生了吞食或外用动物内脏或其象征物的做法，认
为这样就可以代替有病脏器的缺损或者增强其力量。
后来在金属冶炼中发现了某些矿物的医疗价值，又有了矿物药。
早期人类最初的住所多为天然的洞穴，以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而开始建造房屋。
为了御寒，人们起初把兽皮披在身上，后来发明了骨针，学会了缝制衣服。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又开始利用植物纤维制成纺织品。
火的发现和利用，使原始人类得以用烧、烤、蒸、煮的方法加工食物，食用熟食更利于食物的消化和
吸收，也可以减少消化道疾病。
烧制陶器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更方便的炊具，也改善了饮食卫生。
这些保护自身的方法和活动，可以视为最初的卫生保健。
原始人类的医疗活动多为自疗和互救，彼此之间的互救并无明确的分工，只是由家长或老年人担当。
后来，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氏族、部落间的冲突愈益频繁，人体的外伤也日渐增多，对外伤救助
的需要逐渐扩大，促进了骨折和关节脱臼的复位方法、止血方法、创伤缝合方法的探索。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食物种类的丰富，内脏疾病也逐渐增多，这又促进了各种治疗方法的探索
，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经验。
发端于人类本能的医疗救助行为，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完善、固定，逐渐形成了原始人
类的经验医疗。
二、社会分工促进医疗经验的积累（一）僧侣和巫师成为兼职医生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金属冶炼法的
发明，使人类进入金石并用的新时代。
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剩余产品，也促成了最初的社
会分工。
原始宗教的产生及其宗教活动，使得一些僧侣、巫师成为自由人。
他们比普通人有着较多的经验和闲暇时间，又有与更多的人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兼职从事医疗活动。
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医疗活动，除了由家长和老年人承担之外，更多地则由僧侣和巫师来进行，逐渐积
累了较多的医疗经验。
远古社会的医学文献，也多半出自僧侣之手。
从客观上说，这对于医疗经验的发展、流传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维护人类健康有其积极的意义
。
（二）原始宗教对经验医疗的影响1.神灵观念的形成 刚刚从洪荒状态走出来的原始人类，既不能清晰
地认识自身，也不能较深刻地认识自然界，在自然界面前是幼稚无知和软弱无力的。
他们在支配自然力上取得了某些成功，却也因为受到自然力的支配而遭受挫折。
生存的困难，无力摆脱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痛苦，使原始人类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人们的
情绪波动也由于逻辑思维的稚弱而愈发强烈。
形态各异、变化万千的自然现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生老病死，都使人们感到迷惑不解。
原始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也不知道自然界和人之间
的相互影响，却又希冀按照自己的愿望以某种方式去影响自然界或其他人，于是巫术、祭奠、祈祷等
原始的宗教仪式应运而生。
随着社会分工，逐渐出现了专司祭奠、祈祀的巫师。
巫师被认为与神灵非常接近，可以使神灵附身并做一些普通人所不能及的事情，因而扮演了人与神交
流的媒介。
他们主持宗教仪式，给人驱魔治病、消灾祈福，还参与并影响部落的一些重大活动和决定，拥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
2.驱鬼媚神治疗方法的形成 原始人类对于由外因引起的疾病，如创伤、体表损害、皮肤寄生虫病等，
都易找出原因并将其祛除或直接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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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人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现象，凭感官不能直接了解其原因，便将其归功于至大至
远的超自然的神。
对于自己无法找到原因的疾病，就与神灵联系起来，认为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有灵魂寄居在体内，
而人之所以会生病则是由鬼神侵入人体所致。
于是，就产生了驱鬼媚神的治疗方法，超自然力的救助就成为必需。
据甲骨文记载，中国远古时代的巫医就是通过占卜、巫祝来治疗疾病，甚至“医”字也从“巫”而写
作“毉”。
巫术性的医疗和原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医疗交错混合在一起，构成了原始社会的医疗体系
，其中既有祭祀、祈祷、咒语等巫术性的内容，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医疗经验知识。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在春秋时期之前，也曾有过医巫不分的蒙昧时代。
那时，'专职的医生还没有出现。
人们患了病，常常找“巫人”来医治。
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
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漫长时代，经历了无数代人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
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
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后，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于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
、巫成、苗父等是其代表人物。
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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