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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内容概要

“人是动物”：便有了“生物科学的医学”，于是，医学的发展导向全面、系统的“还原论”研究，
误区是“科学至上”。 “人是机器”：便有了“理化科学与技术的医学”，于是医学的发展导向“机
械论”的定势，误区是“技术崇拜”(技术主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便有了“社会的医学”，于
是，医学的研究导向社会化、群体化、和谐化，误区是使医学研究过度“外在化”，成为“环境决定
论”的拥趸。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便有了“人文的医学”，于是，医学的研究导向思想化、艺术
化、精神化、智慧化，误区是将医学思考引入过度“理想化 ”。 本书试图在第四个层面上讨论医学
的价值、意义与归属，同时也包涵对第一、第二层面内容的洞察与反思。
本书是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
，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其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
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
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Page 2



《医学人文十五讲》

作者简介

王一方，医学硕士，编审。现为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总编辑、社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有医学人文专著《敬畏生命》(江苏人民，2001)出版及专论二十余篇刊于《医学与哲
学》、《中国文化月刊》(台湾)、《读书》、《健康报》等。近年在《中国医学信息导报》开设医学
人文专栏，多次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作医学人文普及讲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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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书籍目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代序 我的医学人文启蒙课上篇 观念与反思  第一讲 医学
：科学的。更是人文的  第二讲 医学人文的概念与边界    一 医学人文，一个幽灵在徘徊    二 “无用的
学问”与有趣的思考  第三讲 现代医学的人文审视    一 医学的“混账”    二 医学的颜色与变色    三 现
代医学的向度    四 现代医学的“内衣”    五 医学的艺术与艺术的医学  第四讲 消费时代的医学人文价
值    一 医患失语与“人”的失踪    二 征服疾病与敬畏生命中篇 历史反思与人物影像  第五讲 当代医学
史与思想史发凡    一 现代医学过去的年    二 思想史视野中的DNA双螺旋发现    三 “人文解剖学”视野
中的创伤与干预，    四 听诊器的末路  第六讲 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终结  第七讲 “五四”新文化与传统
医学的命运  第八讲 当代药物史与裤裆里的革命    一 天要下雨，娘要避孕    二 魅力无穷的“伟哥”  第
九讲 医学家的传记与思想辉光    一 医学家的传记    二 柳叶刀与狐狸    三 通往纯粹的羊肠小道    四 一位
学者的搬家史及学术扩张史  第十讲 医学家的博物学关怀与情怀下篇 医学人文现场报告  第十一讲 妞
妞之死与医学的人性温度    一 把医学推向思想的火山口    二 谁杀死了妞妞?    三 我们需要一场病人权
利运动    四 医学必须走向多元关怀  第十二讲 萨斯的医学人文审视  第十三讲 萨斯袭来：当医者成为患
者    一 萨斯事件中的医患关系    二 医患矛盾责在何处    三 为什么医生只相信机器    四 如何建立良好的
医患关系  第十四讲 萨斯会改变人类的疾病谱吗?    一 另类疾病谱    二 战争、饥荒和瘟疫    三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的时代    四 永恒的博弈  第十五讲 生与死：叩问医学人文的永恒母题    一 蒙田：直面痛苦与
死亡    二 史铁生：蹲守在生死爱痛之间    三 柳红：拯救报告    四 安乐死的理直理曲后记 野狐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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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编辑推荐

《医学人文十五讲》是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医学人文十五讲》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
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其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
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
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
把《医学人文十五讲》系作为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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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精彩短评

1、王一方的书，阅读中。
2、我觉得内容很不错为什么评分这么低？
3、王一方讲授的书跟讲座都很有营养。
4、一次买了一样内容的两本书，看完一本，特别感动，因为我学医的缘故吧！生命真的应该顺其自
然...
5、医学人文内容基本涉及，但都停留在表面，分析不够深入，一般吧
6、到中年了，书也读了不少。每次读前阅后都有些感触或想法，可这次却大不同。... 阅读更多
7、非常喜欢，一直想买的一本书，作者是我喜欢的老师和专家，努力学习
8、王一方写的医学人文，很好，国内的医学界就是比较缺乏人文关怀。
9、相当于把《读者》中与医学有关的文章拿出来，没什么特点~~
10、冷不丁一看，确实有点意思，可是冷静一想，也就那么点意思。不除外医学史，科学史，科研方
法，科技哲学等多学科的一般常识性资料的翻嚼。加一点对现代科学所谓技术主义的批判，好象自己
就是人文知识分子了。其实还是很浅，只适宜大学新生阅读------不喜欢他的语言风格，要看明白得反
复几次才懂的，好象好多语句都不得句法。我也是中医，不知道作者到底是在讽刺中医还是在批判中
医。好象作者的中医西医临床经验都没有，只是一个编辑而已，说到底还是外行看热闹的人；这样的
人来评价评判中医西医，也不过哗众取宠，如此而已------------------------------------------------------
11、雨露！！！
12、阅读轨迹：《十字》-->《医学人文十五讲》-->。。。
13、对服务流程满意。
14、其实只读了前半，粗粗翻了未读完的部分。感觉是粗翻就可以。
15、技術與哲學的結合 註定是一條漫長的路
16、配合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领导备课用书。
17、有趣么？亲切么？烂书，没有完成中国化（更别说日本化、东亚化），老百姓看不懂的、不说汉
语的作品。没有阅读的欲望了。更专业化的张大庆写的好很多。
18、书有点薄了,有些失望!不过内容还不错!
19、王一方先生比较幽默，好几次都让我笑得不行。“敬畏自然”是对的，施韦泽的精神应得到宣传
。。。
20、领导读后，说话水平有提高
21、当年学医之前读过的书，医学生都应该好好读一下。
22、书本的一些观点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让人开始思考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医学的目的是什么
23、很喜欢的书 但是还没用看 看完了再评吧
24、故事真实感人,值得医学生去深思.
25、医学人文，涉及当下的肉身生活。每一个人都是妞妞。医学伦理，需要我们思考生命。
26、真的真的一般、、
27、又是生日礼物~~
28、想起来钱穆《国史大纲》里说到，东汉末三国时期人口剧减，说是战乱的结果。但实际上是有若
干场瘟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载，流行的时候十个人中死掉八个。
29、增长见识了
30、要不是姚老师引用了⋯⋯anyway 如果是给医科生讲课，抖情怀就抖情怀吧
31、开篇来了些唬人的大词汇“科学哲学”“医学哲学”“医学人文”等，以为会讲得多么有见地，
可看到后面全都是口水话，作者思考过却思考得不深入，终究这一块还是只能泛泛谈之，解决不了任
何问题。
32、是要技术的，也是要人文的；是要抗衡的，也是要敬畏的；是要观察的，也是要体验的。
33、本人大一医学生  对医学比较好奇  买来当通识读物看
34、刚拿到书，应该很不错
35、这本书的定价很不低了，要不是纸张又硬又厚，简直看不出来它的定价能有这么高。
作者曾写过一本科普著作被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金苹果文库》中，看来这本的质量也不会差的。

Page 6



《医学人文十五讲》

36、受益匪浅，并与同事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养成非职业阅读习惯。
37、医学人文创新理念，新思想，值得医学和关注医药的人士阅读
38、除了深刻地揭露当代医学困境与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之外，这本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以小见大地
谈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外来文化“和而不同”的需求、利益和技术崇拜带来的恶果等，突显了人文
对社会的作用。虽有章节散乱重复之处，亦无掩其光辉。
39、医学科学发展至今，已经绝对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了。面对病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供
更多的人文关怀。科学与人文是一对矛盾，而这个矛盾却又可以促进科学健康的发展。医学人文教育
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
40、内容很好，到货有些慢
41、好，值得买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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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精彩书评

1、算是开阔视野了，其实作者说的以前也知道些，看过这书之后，才发现原来不是自己关于医学人
文知道的少，而是它就这点儿内容。呵呵，还好是才看了一大半书而已。但愿看完后会改变想法。内
容的确是通识性质的讲座，行文很不精炼，见识了。典型地就如“张力”一词四处乱用，唉。
2、我的本科生涯是荒诞的。我过去不理解，为什么说人生都是荒诞的？打我毕了业，我终于明白，
确实，荒诞，无比荒诞。不止是我，我眼见到一群人都荒诞地度过他们的本科生涯。我眼见到，所有
人都把他们丰满的生命归约为一个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4的数字。见不到，充盈在知识中的头脑；见
不到，浸润在友情中的灵魂；见不到，洋溢着骄傲的青春；见到的，只是一个数字。因为一个数字，
有额手相庆的，有哭天抢地的，有愈益自负的，有低三下四的，有口出恶言的——心灵竟可为一数字
而扭曲。在数字面前，一切都无足轻重。什么湖光塔影，什么风花雪月，什么高朋满座，什么年少风
华，一切都可忘却。所有人所要的，只是数字，唯有数字。我本科四年，看到的就是这些。我自己也
是这当中的一人。我们反思，医学已经不再关注病患的体验，而把鲜活生命背后的一个个故事简化为
为化验单上的数字，迷信技术而不再倾听，数字指标胜于一切诉说——可是，除了医学，又有哪一个
领域不是这样？绝代的青春年华都可纳入对一个计量指标的盲目追求。学生追求成绩，企业追求利润
，政府追求增长。各行各业，哪个不是陷入了这样的魔咒当中。于是，病患的体验要为可测量的生理
指标所抹杀，个性要为统一的成绩标准所束缚，人文关怀要作为成本来衡量，群众利益要为繁荣富强
而牺牲。生命本是人文的，青春和社会更是。所谓人文，就是要以民胞物与的心态去对待，而不是用
数理、计量、技术的手段去归并和束缚。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什么叫“敬畏生命”。不
仅仅是要把生命作为观察的客体来加以敬仰和礼拜，更要从自我的生命开始，敬畏自我的生命体验，
把人文的情怀纳入到自己每一天的思想当中，由我而及他。数字不能代替诉说，技术不能代替生命。
“有时去治疗，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你只在观察，而我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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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章节试读

1、《医学人文十五讲》的笔记-第100页

        　　医学人文更多的是一份源于体验的发现与追思。

　　生命的倒计时读秒可不是竞技场上运动员的终点期盼，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而生，每一丝的镇
定和从容都需要百倍于常人的毅力和豁达。

　　在癌症病房了除了我分管的床位，我读遍了所有病友的脸，也读到几张豁达的面容，发现这份豁
达与年龄无关，与知识无关，与职业无关，只与心理准备有关，但每天这样读过来，还是品味出，许
多心灵褶皱，而无畏与善良可以通行，一些生命中十分柔弱善良的人，在直面死亡时表现出凛冽的刚
性与金石器，一种彻底的大无畏气概，让旁人只能敬畏而无颜怜悯。

　　人文精神是指某一特定时代环境下理想人性与优雅艺术的总和，是一个时代人们对理想人性的追
求，包含教养与文化，智慧与德行，目的是成为理想的人，真正的人，自由的人。

　　人文精神是建立在一种对历史传统和生命个体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对真相的把握，甚至恰恰相
反，它是培养对这种风格现象客观性建构主义的一种艺术化，人格化的距离感、神秘感的探索本质是
是建立一份真诚和敬畏。

　　人文主义包括人性、人本、人道三重同本异流的哲学宗教与伦理学解读，新人文主义更多的是一
种挑战，一种反叛，一种新启蒙运动（反抗现代主义与科学主义，技术主义）。

  　人生价值，一种超功利的文化视野，立场，姿态，情愫与关怀，反抗功利主义与工具论，追求相
遇，强调个体体验，陶醉于艺术化的生命过程。医学的目的也是社会的，它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
个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做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学的颜色，作为社会公共愿景，医学是红色的，展示一种博大的爱与纯粹；作为生命与人文的
寄托，医学是绿色的，昭示着人与自然，病人与医生的和谐；作为职业象征，医学是白色的，浓烈的
技术主义的肃杀与消费主义的沉重。 医学职业的变色成就了医学的繁华梦，也带来它痛心的人文失落
，这似乎应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理，但历史不会倒退，去重新换回技术短缺时代的那份无奈
温情，我们渴望的是人们在技术飙升与人文抚慰只见实现自洽，创造一种和谐。

　　人毕竟不同于物，人需要知识、技术、道德、情感的多元关怀，医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必然容
涵人文与科技，诗性与理性，乃至逻辑与非逻辑的双重构建。

　　性活动是人类世俗生活的主要节目，应该穿越知识与技巧，回到自然和谐。

　　20世纪裤裆里的两项医学革命，改变了人类性生活的行为方式与固有观念，一项是避孕药品以及
技术的普及，它使女性从生育义务，或者说生育烦恼中解脱出来，有机会彻底地释放情欲，独享躯体
的快乐；另一项是治疗阳痿新药——伟哥。

　　性活动更多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由不得过分哲学化，理性化的拷问，从而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
茫然中，艺术化的性爱是一种随缘的，宽松的价值包容，人类的性爱毕竟是情爱的一部分，快感的真
谛是灵与肉的交融，而不是服了伟哥后的性勾引与性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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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十五讲》

　　伟哥的是社会意义，一半是扶弱，一半是助强。

　　性的和谐与生育义务的同一性，你向寻欢作乐吗？行！但得讲条件，付代价。

　　避孕药的本质是维持性的的无拘束，却扼杀了生育的无拘性，干预并阻断个体生命的自然选择，
冲撞着传统的伦理宗教的生殖与生育观。

　　换个角度看，避孕药治的是社会之疾，疗的心灵之伤。
　　房中术=长生不死+伟哥

　　对待职业，事业，乃至对待人生都因该思考速度与境界的问题，一个故事，一帮抬尸体的工人工
作，行至半山腰，他们执意停下来休息，家人过来催促，工友安静地回答：“走的太快了，灵魂会跟
不上的。”

　　尽管他们也曾有过与恋人相约在烛光餐厅的体验，但内心深处缺少那份对生命跳跃的“烛火”的
端详与理解，更缺乏“烛光”与“灯光”的共时性的相互映照，相互激活的哲学思想，因为他们受到
的教育里，从“烛光”道“灯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替代，一切都是知识因果链条上的进化。

　　疾病是人生的课堂，能让你的生命更具质感，阅历更厚重。

　　人道主旨的张扬只有在顿挫中才能攀援到新的高度。

　　关于安乐死——提高生命质量，生死兼顾，人类的明天，优生是方向，优死也是方向，何必厚此
薄彼。

　　人生的意义并非只有获得成功（功利主义的偏狭理解，还有另外两条，一条是静默的思索（人文
主义的哲学体验），一条是忍受孤独与苦难（人文主义的宗教体验）。

　　医学家的传记的阅读感召，不仅局限于医学圈内，刚应推广到普通大众，让他们通过阅读来共同
探讨，医学的价值皈依，职业追求洞悉医学家的内心世界，医务生活中，技术与人性的角力与平衡流
淌在大师职业生活中的宗教虔诚的献身精神。

　　作者有真实的体验，笔端饱醮着生命的忐忑，人性的落差，包含着人们对疾病，苦难这些生命母
体的呼唤与审视。

　　在许多具有批评气质的科学史家眼里，主流的自然科学是无情之学，培养无情之心，建立“无情
即客观真理”的价值标尺，也培养了无情姿态的优越起伏感，这是一份技术主义的傲慢与偏执。

　　可惜这些年文坛的养尊处优，使他们娇奢的像富人客厅里的猫，他们的生活和笔墨如同温软轻飘
的鸭绒被，少有血性、良知和厚重感，也不乏生命饿贫血的伪野性和伪阳刚。

　　“国外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窗外的物质诱惑，商品经济的利益驱动，足以战胜一打道德的说教，冲垮书斋青灯夜读吊书袋的
道德防线。

　　我是一个有钱的大夫，我的诊所在城市中心，我的病人每小时要付给我120美金，如果动手术会更
贵，我虽然有钱，但是我不快乐，我的钱都来自于别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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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国医生的忏悔与救赎（此人后来成为一个平民医生，专门为穷人免费看病，最后成为
贫民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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