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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誓词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

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

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

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

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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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医学以科学的知识与技术探索生命的奥秘，维护健康之完美，
挽救生命于危难; 医学也以人文的理念与精神培育人类的良知，滋
养人群的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说，没有人文的医学不是真
正的医学，没有医学的人文也不是完整的人文。医学的本质是人与
人的关怀。人文精神之于医学职业，人文素养之于医学生，孙思邈
的 “精诚合一”，希波克拉底的 “德术合一”就是最好的概括。

在医学科学技术素质培养日趋成熟的当前，医学人文理念精神
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新世纪合格医学人才的必然要求。可见，我
们应当在医学教育实践中确立对医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也就
是说医学专业知识、临床实践技能、人文综合素养三驾马车并驾齐
驱，不可偏倚。

本书分为 3 篇，即人文篇、素养篇、礼仪篇。涵盖了医学哲学、
医学史、医学伦理、文学欣赏、语言与口才、应用文写作及医学生
的形象礼仪、社交礼仪、校园礼仪、职场礼仪等方面的内容，从意
识熏陶、行为培养到习惯养成的培养符合医学职业教学改革和课程
整合的目的，使医学生通过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实践体验加强人
文素养的内化，促进医学生综合素质的拓展。

本书由主编李林负责该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框架设计，副
主编刘澎涛、吴宏辉分别负责全书的统稿、审定，承担本书编写任
务的是: 第一章由雒建慧编写; 第二章由李青益编写; 第三章、第
六章、第八章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由
刘澎涛编写; 第四章、第五章由王亚萍编写; 第七章由吴宏辉、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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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编写; 第八章第一节、第三节由蒲平文编写; 第九章第一节由宋
利编写; 第十章由马拴锁编写; 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由丁渊编
写; 最后由王信隆教授主审。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同类教
材，并从互联网上获取了一些资料，同时得到了西北大学出版社和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对医学生人文素养与社交礼仪方面的实
践活动也较有限，书中在体系及内容上还有不少疏漏，恳请同行专
家、学者及同学们不吝指教，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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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学哲学概论

医学哲学是以探究隐藏在具体医学现象背后的普遍意义，追寻
医学彼岸的理想和价值为根本任务，旨在通过对医学中形而上的问
题的研究，增厚我们的医学哲学底蕴，提高我们医学生的人文素
养，使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成为具有科学思维方法、医学人文关怀能
力、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

第一节 医学哲学概述

一、医学哲学的研究对象

医学哲学是以医学实践中形而上的问题为研究对象; 医学哲学研究的问
题是从渗透于医学实践的方方面面、与医学各分支学科密切相关、与各科临
床问题紧密相连的具体的医学问题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
性、抽象性、概括性，是医学中的哲学问题。

二、医学哲学的理论体系

医学哲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决定了医学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以人类生命
的健康为逻辑起点; 以医学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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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基本结构; 以一系列医学哲学范畴为核心概念; 以辩证的人体观、生命
观、预防观、疾病观、诊断观和治疗观等为基本理论。医学哲学以向医学认
识主体提供辩证思维方法，铸造人文精神，培养关爱能力，提高人文素质为
目的; 它是带有专业特征的、次级抽象层次的理论体系。

三、医学哲学的地位和作用

医学哲学在人文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它有两大功能。第一大
功能是教育功能，是相对于受教育者而言的，通过医学哲学的教学，铸造医
学人文精神，训练医学人文的思维方法，培养对病人的人文关怀能力和提高
理性思维的水平。第二大功能是建构功能，是相对于人文医学的其他学科而
言的，主要体现在医学哲学为其他医学人文学科提出元问题，提供元理论、
元方法和元精神。第一，提出元问题。元问题是最根本、最本质、最关键的
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医学哲学的研究范围，人文医学涉及的具体问题都是以
对这些元问题的学术认识为前提的，这些元问题包括医学的本体问题、医学
的价值问题，医学的终极关怀问题等。第二，提供元理论。人文医学的所有
学科需要一个以人文精神一以贯之的元理论。医学哲学正是从这个层面研究
人文医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关系、最基本的原理，并将之作为元理
论提供给人文医学的其他学科。第三，提供元方法。医学哲学是研究医学思
维方法论的学科，他研究人文思维方法的特征和一般规律，为人文医学各个
学科提供元方法。第四，提供元精神。人文医学诸学科的元精神有医学人文
精神、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等。

四、学习和研究医学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 一) 学习医学哲学的意义
1． 培养形而上的思维方式
医学哲学超越了具体的医学临床问题，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人体、生命、

健康、疾病以及医学自身全方位的、系统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使我们在
对待具体的医学问题时，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

2． 提供医学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也需要哲学的指导。医学哲学不仅揭示了自然

界和人类健康辩证运动的固有规律，即客观辩证法; 同时也阐明了人类认识
自然界与自身健康变化规律的主观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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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铺设哲学素养提升的途径
通过学习和研究医学哲学，能够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活跃思维，跳

出医学专业知识的范围，把看似孤立的知识联系起来，从整体上加深对人与
自然以及医学本质及规律的认识，从而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多元化，更好地适
应现代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4． 提高科学鉴别能力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各种新问题、新成果、新学派层出不穷，如

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新问题、新成果、新学派都直接关系到医学的发展，关系
到社会公众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医学哲
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对其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学习和研究医学哲
学，有助于提高科学鉴别能力，弘扬科学精神，揭露伪科学的真面目。

5． 历练反思和批判思维的能力
通过学习和研究医学哲学，有助于我们分析医学领域中的各种社会问题、

哲学思潮，提高辨别能力，自觉抵制医学领域中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促进
医学的健康发展。

( 二) 学习和研究医学哲学的方法
1． 以医学哲学中的普遍问题为研究对象
医学哲学是对医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感性经验的抽象和概括，

是以医学实践中一般性、普遍性和规律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
2． 以医学的一般概念为研究起点
医学的一般概念在生物医学的层次相对抽象地反映了医学理论和实践中

的共性和一般，如生理、心理、结构、典型、非典型、误诊、预后等医学的
一般概念，医学哲学以医学的这些一般概念为研究的契点，用医学哲学的思
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对其进行医学哲学层次上的发掘，深入揭示其内在的本质。

3． 以现代科学———人文的医学思维方法为特点
医学哲学提供给人们的，不是关于某种疾病的诊断、治疗的具体做法，

不是处理某种临床问题的具体措施，而是以哲学眼光、理性思维方式来认识
和讨论这些医学现象中共性问题的一般方法。

4． 探讨医学高新技术条件下新的普遍问题
医学哲学是在医学和哲学的相互结合中逐步产生、不断发展的，它涉及

医学、哲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等广阔知识疆域，并把人与自然、社会
连结起来，所以在医学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只有汲取哲学史、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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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特别是医学史、医学思想史的精华，才能使医学哲学更加丰富和
深刻。

5． 从相关学科汲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不少在科学前沿取

得重大理论突破的科学家，以哲学的目光审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发表自己
独到的见解。这些科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从他们亲身经历的创造性科学活动
和对科学的深刻理解中提出来的，因而都应成为医学哲学的思想财富。对这
些成果加以科学的分析和汲取，有助于拓展医学哲学的领域，丰富医学哲学
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对医学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第二节 医学哲学思想探源

医学哲学思想的源头，在西方可追溯至《希波克拉底文集》，在中国可追
溯至《黄帝内经》。在对这两部人类文化的宝库进行粗浅的研究后我们发现，
两千多年前东西方文化的医学哲学均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先哲们医学哲学
思想的深邃和博大令人惊叹。

一、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哲学思想

( 一) 希波克拉底其人其事
希波克拉底 ( 约公元前 460—前 377 年) ，被西方尊为 “医学之父”的古

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
父亲赫拉克莱提斯是医神阿斯克雷庇亚斯的后代，母亲费娜雷蒂是显贵家族
的女儿。希波克拉底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数年后，独立行医已不成问题，
父亲治病的 260 多种药方，他已经能运用自如。父母去世后，他一面游历，
一面行医，为了丰富医学知识，获取众家之长，希波克拉底拜请许多当地的
名医为师，在接触的许多病人中，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
的独到见解对希波克拉底深有启发，也奠定了他医学哲学思想的基础。希波
克拉底最著名的医学思想就是“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和
黑胆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他把疾病
看做是发展着的现象，认为医师所应医治的不仅是病而是病人，从而改变了
当时医学中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观念。主张在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
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重视卫生饮食疗法，但也不忽视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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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尤其注意对症治疗和预防。他对骨骼、关节、肌肉等都很有研究。
同时，希波克拉底还制定了医生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古代西方医生在

开业时都必须宣读这份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词: “我以阿波罗及诸神的名义宣
誓: 我要恪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
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
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
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
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
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如果我违反了上述誓言，请神给
我以相应的处罚。”1948 年，世界医协大会对这个誓言加以修改，定名为
《日内瓦宣言》。后来又通过决议，把它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由此可见，
希波克拉底对后世的伟大贡献。

作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贡献不仅是首先制定了医生必须遵守
的道德规范，而且在医学观点和医疗实践方面，都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影响。

( 二)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哲学思想
在希波克拉底生活的时代，哲学家们追问世界的本质，探索世界的本质，

提出了两千年来欧洲哲学所探索的各种重要问题并给予了不同的回答。这些
思想为希波克拉底医学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哲学基础。源于自然哲
学而不局限于自然哲学是希波克拉底医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他没有套用自然
哲学的词汇去解释医学的问题，而是将自然哲学的理念乃至精神与医学有机
结合，内化为医学哲学的理念和医学理论的内核，他的医学哲学思想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医学普遍问题的研究
希波克拉底研究了一系列医学形而上的普遍问题。关于医学的性质，希

波克拉底时代，医学被看做是一种技艺。希波克拉底首先提出了医学性质艺
术说，“医学是最具特色的艺术”。希波克拉底研究了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患者个体差异、遗传问题、生理和心理的关系、预后分析、医学哲学研究对
象的初步定位等一系列医学的普遍问题。

( 1) 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希波克拉底对早期诊断的分析符合现代医学
关于“病前状态”“无症状”的观念: “人们得病，不是一下子就得的。突然
发病前，发病因素逐渐集聚。”早期诊断对预后的意义是: “对病因清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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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及时的病，最有把握预言其病史。”早期治疗的意义是: “因为只有服了药，
才可能对病人有益，故要早定治则。” “假如疾病和治疗同时开始，则疾病不
会赢得竞争的胜利。”

( 2) 患者个体差异。希波克拉底从多方面揭示患者的个体差异，比如个
体之间体质的差异以及日常饮食的差异都可能引起患者个体之间病症的不同，
年龄差异与疾病的关系则是不同年龄常见病症不同。人种差异对健康和疾病
有重要影响，这些差异影响他们的生殖健康和患病类型。

( 3) 遗传问题。希波克拉底认识到遗传对健康和疾病的意义: “人的种子
来自于人体的各个部分，健康的起因在健康部分，疾病的起因在有病的
部分。”

( 4) 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希波克拉底认为，在躯体受到侵害的时候，心
理亦受到恶性刺激。同时，在强烈的心理应激状态下，人的躯体也会产生相
应的症状: “对恐惧、害羞、痛苦、高兴、热情等各种情感，人体内均有相应
的器官起反应，这些反应有出汗、心慌。”患者良好的心理状态是战胜疾病的
重要力量。

( 5) 预后分析。提示预后不良的“希波克拉底病容”直至今日仍然是临
床医学所必须掌握的内容。他认为对预后的分析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有
利于医患关系的处理，“你会在处理急症病人时施展才能，挽救那些可能恢复
健康的人。同时又不会因为死人而受到责备，因为你知道并且预先宣布了哪
些人会死，哪些人可能好转”。

( 6) 医学哲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定位。希波克拉底明确提出要从具体的病
种、具体的病例中去发现其中蕴涵的普遍性。

2． 医学哲学思维方法的探讨
( 1) 整体综合的方法。希波克拉底提出要整体综合地研究疾病的 “普遍

性质和特殊性质”; 研究患者社会的、自然的状况; 研究医生在疾病诊治中的
作用; 研究各种致命因子，如“总的和各地区的气候特点”等自然因素。

( 2) 多元分析的方法。希波克拉底擅长于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他对致
命因素进行了多元分析: 体液的失调、摄生因素、营养因素、遗传因素、气
候因素、季节因素、生活习惯、体质因素、空气传播等等。

( 3) 逻辑思维的方法。希波克拉底是首先在临床思维中运用类比和推理
方法的医生，“靠认识眼前的病例与以往的病例中的哪些特点相同来确定怎样
处理和治疗”; “对隐藏更深的疾病医生既不能看见，也不能听到，只有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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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追寻。”
( 4) 误诊反思的方法。希波克拉底认识到，误诊是医学认识过程中难以

避免的，误诊诊治的主观原因是“无知和蛮干”; 误诊诊治的客观原因是 “有
些疾病变化多端，极其复杂，除了人体感觉之外，现在的知识又无法用数字、
重量等将治疗方法讲得很准确。关于减少误诊的途径，希波克拉底说: “假如
一个人想在医学艺术方面永远不犯错误，就必须牢牢抓住事实而且亲自持续
占有事实。”

3． 医学人文品格的揭示
在希波克拉底看来，名副其实的医生必须具有以下品格:
高尚的医学人文品格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有三个

因素———疾病、病人、医生。医生是这种艺术的仆人”。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
人文品格是指无私、谦虚、积极进取、廉洁忠贞、摒弃迷信等优秀非凡的品
格。人文修养的特点是: “严肃、自然、反应敏捷、应对自如、顽强不屈，对
有心人机敏而和蔼; 对一切人都温和; 临危而镇静，外柔而内刚; 不失时机，
饮食有节，耐心等待; 言之有据，条理清晰; 诸事演变，说明无误; 言语优
美，性情宽厚，尊重事实，从善如流。”

合理的知识结构。希波克拉底认为名副其实的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位知识
渊博的学者，“把学问引进医学，或把医学引进学问。因为医生是学问的情
人，也是神仙的情人。在学问和医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医学实际上
拥有一切倾向于学问的性质。”

虚怀若谷的胸襟。希波克拉底最早倡导会诊制度: “医生因无经验，处于
困境时，不能违反规矩。他应该建议请别人，以便通过会诊了解真相……理
智的医生永远不应该嫉妒他人。如果治疗结果可能利于改善病人的情况，要
不耻于向外行人请教。”希波克拉底对医学的复杂性感受至深: “生命短暂，
艺术永存，机会转瞬即逝，经验极不可信，判断准确，实在难能。医生之责，
非一己可完成。无病人和他人合作，则一事无成。”

超越世俗的爱人之心。目睹诊治病人之前先讨论报酬甚至向病人暗示，
若达不成协议将怠慢病人，或不予开处方做应急处理的现象，希波克拉底对
这些现象深恶痛绝，他认为 “医生切不可斤斤计较报酬，如果一个经济拮据
的陌生人需要诊治，要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爱人之心正是爱艺术之心。”具
有医学人文品格的医师，是能够超越世俗诱惑的人，“这样的人既是肉体上的
医师，也是灵魂上的医师”。希波克拉底推崇关爱生命的人文内涵，贬抑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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