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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诊断》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一家医院所发生的事件的描写，反映出西方医院在表面现象下隐藏着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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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诊断》

作者简介

阿瑟·黑利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继承者，出生于英国卢顿，长期侨居美国。他以善于描写当代
美国社会现实著称，而且对现实的反映比较真实。年轻时，曾在卢顿当过办公室勤杂员和办事员；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才十九岁，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任飞行员和空军上尉。1947年，他移居加
拿大，先后做过房地产、商业杂志编辑、推销和广告经理人员等。另一方面，阿瑟.黑利比较深入实际
生活，在写每一部作品前，他都要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材料。1979年，正式宣布退休
，定居于巴哈马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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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诊断》

精彩短评

1、革新派与守旧派的交锋。其实还是好看的，尤其是像我在航空港中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阿瑟的克
制，肿瘤就是恶性的，小孩还是死了，断腿的姑娘终究没有等来她的爱人，世界从无大团圆，未来永
远不可预知。可就像现代人很少能再耐心看下老电影一样，我们的生活节奏快了无数倍，荧幕上每秒
的帧数也增加了许多，以往的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对现在来说，总有太多不合时宜的地方。还是
太平，无惊喜，无回味，对行业的介绍要胜于故事本身的魅力。要把剩下的几本书搁一搁了，有兴趣
再补吧。
2、“有时候，我们比这次做的好，不要就因为一次的失误而否定我们。这世间充斥着无知和愚蠢，
偏见和盲目，这些我们都暴露给你看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而温暖的事物。所以
请呼吸呀！就是件这么简单的事情，但它却如此重要。”
3、由于专业课需要中英文两版都看了。故事很好看。作者笔下的人物生动鲜明，很喜欢。
4、作者是英语文学界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此书对西方医学界在资本压力下的动摇与坚持的描述很深
刻
5、好看又有良知并且不拘谨，流畅以及人性大部分的善。读一本书，唤起自己的美好还有满足的阅
读过程，就是境界
6、情节无他，结构有些散乱，但写出了医疗行业的一些内情和常事，作为介绍行业的小说可作一观
7、病理科这么厉害？后来当了医生才知道不是这样
8、毕竟是处女作。有些情节不是那么成熟。不过可以看出后来他的书，都是这样的模式。对于露西
和迈克，还比较写实的。女人总是相信爱情，容易沦陷。而男人呢，在理智过后，爱情，只是生活里
蜻蜓点水似的感受而已。
9、皮尔逊大夫和窦恩伯格医生代表了一个人事业末期的不同选择。我可以执拗地赖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意孤行；我也可以洒脱地告诉自己，告诉别人，我已无法胜任，你们换年轻人来顶替吧。这两种
，我钦佩后一种的明事理，但也理解前一种的无法割舍与无奈。让自己承认自己老了，无用了，是多
么难的一件事！
10、这本书应该是我有生以来读的第一本小说，哪年不记得了，反正是只看图画书的年龄。在妈妈上
班的招待所办公室里翻的，关于解剖的描写留在了记忆中，当时觉得又害怕又好看。
11、來自二流暢銷書作家的三流不暢銷作品可就是毫無怨念地喜歡到骨子裡
12、医院、医生、医学的初衷都是为了给病人治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死去的婴儿，断腿的少女
，医生的判断无法保证百分百正确，很多事有心无力，但愿不是每个有棱角的年轻人都将被岁月消磨
掉所有的激情，直至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新发展
13、其实是有三星半。。。相当传统的小说，偶有细节动人。详细的截肢手术细节描写很靠谱。
14、那些复杂的想法挺真实的
15、老医生最后讲的一段话挺伤感的
16、阿瑟每写一本书就为我展开一个行业的全貌，那都是一个小说家亲自体验生活的来的，赞啊
17、力荐阿瑟黑利的书
18、出人意料的一本好书，没想到读过的人这么少，要不是为了假期的医疗调研，可能就错过了。读
外国小说最怕的就是人名繁多，这本书什么各个科室的医生都涉及到了，但是人物刻画的如此生动，
竟然没有影响我对这篇文章情节的理解。开头至结束，这篇文章就贯穿了许多人物的故事线，或主治
医师、或助手，开始读起来有些许吃力，但是读到高潮所有脉络汇成一起，令人一饮而尽。书中没有
病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也没有太多医患冲突，多的是科室之间的协作、制度的运转以及作为个正常
人的思考方式。佳作佳作！
19、最好的“医疗”小说
20、行业速写大于故事，连续看了几本都弃，看来是get不到点可以不看了⋯⋯
21、对于行业内的描写既深刻又精彩
22、本来是看到推荐说这本书是"行业"小说，可以通过阅读快速了解一个行业才买来看的，因为之前
把分析师作为一个择业方向想多了解不同的行业。但是读完之后觉得作为学习材料来说用处还是比较
有限的，但是读起来还是挺有趣的，虽然翻译的不太好一开始读的不太顺畅后面还是比较引人入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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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诊断》

23、很好的小说。 皮尔逊的忠告，亚历山大的选择等，都耐人寻味。
24、我喜欢真实的小说，这本我觉得很真实。此书让我看到中国医疗和外国医疗的不同之部分，描写
外国医疗也有完美的成分，当然也是我心中完美的假想国。此书有很多沟通技巧可以学习，并且对外
国人的独立思考、面对权势的正当反击，是我作为年轻人，敬佩并向往的，希望自己有勇气不卑不亢
，也希望被宽容接受。
25、描写医疗界的黑幕和医疗体制中的弊病~不错，一气呵成，两天看完~
26、一家医院内的勾心斗角
27、超级喜欢这种多线并进最后一起推向高潮的写法
28、按节奏看有点意犹未尽，不知道有否续集。
29、以外科主任和病理科主任为主，介绍医疗体系的弊端，误诊的残酷，但也表现对此进行的反思，
强调医生医院医学技术的存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病人。
30、簡介又在瞎說了
31、不残忍的不叫现实。
32、医院里重读。作为早期作品，确实笔力稍欠。比起航空港和汽车城，故事里的冲突比较小，也导
致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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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诊断》

精彩书评

1、　　这是作者早期的作品，现实性非常强，但预测性不足，甚至没有对医疗行业的深入揭露，也
没有提出问题，只是一部现实性的医疗作品，适合拍成医疗剧。　　以前看得少，不太能够理解作品
中关于病理医生的情节，如今才明白一些，这应该是医生中比较了不起的一科，没有这个行业，怕是
对病理的研究将迟迟不能进行，也就会有许多人失去性命。　　当然作为现实性的作品，丑恶面还是
有的，不过似乎不涉及体制性问题，只是观念性，即老年的医生们固步自封，结果害死了患者。但是
又有着无可奈何，毕竟医生行业过于专业，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经验，如何新陈代谢怕是永远无法
解决的问题。整体来说不如作者的其他作品。
2、在潘家园看到了这本书还有《大饭店》等共三本，都是精装本，很新，从一个人手里流出来的，
因为都盖着一样的章，签着一样的字，可惜我已经有了另外两本了，只拿了这一本。回到家里，就迫
不及待的开读，我这样写是不是很俗啊，似乎那个我看到过这句话很多次了，“迫不及待”这几个字
已经用的太滥了，可能会给人一种枪手的感觉。但是毫不夸张的说，我一口气读了大半本，没有读完
，因为时间不够用，我也没有估计夸大自己读书的速度，虽然照一般的情节来说，应该是一口气读完
。第二天读完了。我在买书日记里写了，黑利特别擅长讲故事，并且将故事浓缩在几天最多几个星期
之内，非常的紧凑。并且通常有几条线并行，让你欲罢不能。虽然大部分时间你能够猜到故事的结局
，但是还是放不下手，没有亲眼看到结果总是不放心。这篇故事，最后很意外的是断腿的姑娘的爱情
收到了伤害，那个医生没有发挥人性的光辉，抛弃了她，有点不符合黑利的一贯大团圆的结局。不知
道这个故事有没有拍成电影，但我总觉得如果没有拍成电影的话，真是一种损失。 黑利的书我也不知
道国内到底出了多少种，反正我现在是见一种收一种，赶个时髦，不为别的，就当对作者的一种敬意
吧。
3、阿瑟黑利的小说，一度被选为课本，MBA教材，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但就把故事讲到如此程度，
已令人惊叹，况且他被予为行业小说大师，试想求职的大学生们每人腋下夹着简历和一本阿瑟黑利的
小说，倒有几分乐趣。《最后诊断》刚读完，未及消化，刚进到这个豆瓣读书的页面， 发现此书介绍
上赫然写着：本书通过对一家医院所发生的事件的描写，反映出西方医院在表面现象下隐藏着的黑暗
。无语⋯⋯差一点凝噎了！阿瑟黑利是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最早的译本应该是上海译文，1981年
。大概其上的介绍就出于那个版本。《最后诊断》的核心故事是由于医生的误诊而导致婴儿死亡。说
到行业，其中必有权利政治，人事纠纷，也自是黑暗的一面，但其上的介绍，“在表面现象下隐藏着
的黑暗”语义十分含混，在如何的表面现象下？对应的既是黑暗，那么表面是光明的？细读章节，并
没有所谓表面和对应的黑暗。小说是平铺直叙的，三郡医院是个小地方的二流医院，设施陈旧，资金
匮乏，新组的领导班子雄心勃勃，医生们各有自己的脾气秉性，所有问题都摆在明面，要实现治病救
人的根本理想，开展科研，钢举学术，目的和手段都光明磊落。那么那段介绍，有混淆视听之嫌，是
针对西方去的？西方的就一定黑暗？亦或另有他图，我只觉得，诸如此类的译者或出版社的“导语”
不客观，不厚道，或者会将读者引入歧途。三郡医院的董事答应给三郡医院捐款，数额巨大，条件便
是让那个最终误诊使婴儿死亡的老家伙皮迩逊继续留在医院做他的病理科主任。皮迩逊衣冠不整，待
人粗暴无礼，骄横自大，在解剖室吸雪茄，但他的医术和经验是无以伦比的。而随着医学发展，日新
月异，一个老家伙的知识结构显然日渐落伍，最终误诊的原因其实是医疗体制的问题，老头子有直接
的重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无损他的医德。院方虽考虑到大笔捐款的重要，但并没丧心病狂到完
全依循交换条件，还是按照初衷，在病理科注入新鲜血液。医生们有互相妒嫉，不过一切都是明里就
交换了彼此的不满，没有任何人在私下搞任何动作。说到黑暗，或许，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医疗系统
虽然技术落后，但医德尚存，比之西方，真的不那么“黑暗”。不过如今掩卷《最后诊断》发现的只
是人性的光辉，职业道德的伟大和对医疗事业及科学的美好期许。看看国人的医疗，不说也罢，既然
是行业小说，《最后诊断》该给所有医护从业人员，人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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