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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与哲学》杂志是一本属于人文性质的刊物。
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我读过和发表过许多讨论医学人文方面的优秀作品，其中一些文章令我久久
难忘。
因此，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愿望，想将其中一些最好的文章，集成一些册子，供医生们和在医科学校
读书的同学们阅读。
现在，由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的努力和慷慨支持，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以《医者的菩提》命
名的第～批五本这方面的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出版社以“菩提”作为丛书的命名，也别有一番意境。
“菩萨”是佛教用语，全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指觉悟的境界。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医生要以献身百姓大众的健康为最高意境，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关爱生命
、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
医学为何需要这种意境和精神呢？
这是由医学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个病人坐在医生面前，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你就得张开嘴，将衣服掀起来；医生说，
你有病，需要吃药，需要开刀，你就得吃药，接受手术；医生说，你得锯腿保住生命，你就得锯腿。
从普通百姓到国家元首，都得像小羊羔一样，乖乖地听候医生的处置。
在此种情况下，其他任何知识、权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表明，医生对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既是权力，就需要有约束，就需要规范权力的使用。
而医学人文的理念及其相应的要求，就是对此种权力的约束。
当今医学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有着天壤之别，古代医学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在今天的医学看来
可能是小菜一盘。
但令人惊奇的是，医学科学技术愈是进步，人们愈是担心。
人们常常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新的医学技术治好他的病，但同时又害怕这种治疗给身体带来新的疾病
；同时，医学所处的环境也和以往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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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现有6170余种学术期刊中，数十年坚持开设诺贝尔奖研究专栏的情况不明，但数十年坚持
开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专栏的仅《医学与哲学》杂志一种。
《医学与哲学》杂志如今已成长为中国科技论文期刊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国家中文核
心期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来源期刊、国家医学指导类核心期刊、颇具国际影
响的医学人文期刊，在近30年前于国内最早明确设立专栏引导、鼓励、支持和宣传对诺贝尔奖的有关
研究，算是开了先河，是需要敏锐的意识和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的。
今天看来，它不仅引领了国内诺贝尔奖的有关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国内对于诺贝尔奖有关问题的研究
高潮的形成，丰富了医学哲学的学科内容，更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可谓视角独特而超前，意义多元
而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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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篇 生物医学基础创新的感悟研究表明，“目前，全世界的生命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比
重已经达到50％。
一个国家生命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发展态势，直接反映着国家的整个科学发展水平。
在美国，生命科学在自然科学中所作的贡献率已达60％”（张炳升，李青淼.面向世界吸引一流科学家.
光明日报，2005年6月2日）。
进入21世纪以来，生命科学延续了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迅猛发展势头，在整个科技领域中的重要性
日益增强。
随着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从对自然和人力市场资源的争夺，延伸到对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争夺，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基础研究能力已经成为各国争取竞争优势的一个
战略制高点。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前沿已经明显移到基础研究。
生物医学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部分，在其本身发展和其他基础学科的影响下，正经历着重大转变。
一方面，基因、细胞、发育和进化及脑的研究已形成未来生物医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基因组学和相关
方法几乎已经成为所有生命科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方法和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复杂系统理论和非线性
科学发展，正促进生物医学思想和方法论从分析式思维的还原论向分析与整体相结合的整体论方式转
变，基因组学催生和发展了系统生物学。
近年来，我国虽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总体上却一直处于跟踪国外的状况
，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总体上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面对国际生物医学已进入后基因组时代，我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国际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
。
面对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所要迎接的挑战，最科学的路径只有一个，就是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多次反复。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青睐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原始性创新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定能带给我
们众多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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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怎样评价中医学 超越双螺旋医院管理中的人文关怀 生物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临床医师的双重角色 
医学整合医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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