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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一般人心目中的医学是很神秘的#在我国#大多

数人经过自*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与洗礼之后#

很自然地以科学作为划分是非的唯一标准#把医学

理解为科学和技术#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

早在 !$ 世纪 "# 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就提出

自己的观点&*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

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 世纪 <# 年代#西方一位著

名的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对魏尔啸的观点作

了进一步的阐释&*当我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

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

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 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 它的

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

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

员% 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

但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 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

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

团体和社会% 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

系+% 当我在课堂上对医学生讲医患关系的时候#

常常会引用这段话#而也常常会联想出另一个与此

有关的问题&为什么 !$ 世纪的医学家尚能够对医学

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和作出评价#而到了 "# 世纪医生

们却普遍地失去了对医学总体把握和评价的能力#

而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了人文学者的手中呢- 不久

前#我读到了我国医学伦理学者对此作的说明&*长

期以来#医学只顾前进与开辟#而缺乏对自身的回顾

与思索% 当医学以各种不同专科前进的时候#企图

对总体进行评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时至今

日#当医学发展相互交错#且愈来愈影响人类健康和

社会时#医学应当走向何处- 应当如何引导医学发

展- 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 如此等等#

不仅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关心#也为社会广大公众关

注% 谁来回答这些问题- 人文社会医学应当担起这

副重担+

!!"

%

医学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医学起源于实践%

人类在与疾病的长期抗争中逐渐获得了有关人体生

理$病理的丰富知识#使医疗行为成为一种有目的的

主动行为% 经过文艺复兴之后的医疗行为#逐渐地

脱离了经验医学的束缚#引进了科学的方法#而建立

起具有现代意义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生物医学% 但是

这并不表明医学只有科学唯一的属性% 从本质上

说#医学具有强烈的社会人文属性#而医学的社会人

文性体现在它不但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技术#更是一

个与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有关的领域% 它显然超出

了科学的范围% 医生与人的身体打交道#我们每个

人的身体都有秘密$有隐私#但在医生面前好像就没

有什么秘密% 同时对人来说#生命是无价之宝#什么

金钱$地位$物质财富统统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而生命和健康则完全属于个人#与其他东

西相比较#它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当有人得

了重病时#他会不惜倾家荡产#毫不犹豫地抛弃一切

财产来挽救生命% 尤其现代人对生命和健康的重视

程度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 因此#作为治疗疾病$

维护健康$挽救生命的医学在人们心目中就具有一

种崇高的地位#人们对医学和医生有一种敬畏感和

神秘感%

普及医学伦理学的知识十分重要#我们不仅要

对医务人员进行医学知识的继续教育和训练#也必

须进行医学伦理学的继续教育#让他们时刻牢记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这项教育也

可以扩大到全社会&非医学专业的人懂得这方面的

知识#一方面能更好地处理好医患关系#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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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医疗行为实行

有效监督%

#"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历史

医学从产生那一天起就不是单纯的技术#伴随

它同时产生的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对受伤$有病的人

的同情$关怀和照顾% 当然那时这还只是一种人道

思想的萌芽% 当医学发展成为一种职业时就诞生了

有关这门职业的道德#我们称之为医德% 在我国的

历史上非常强调医德#如孔子说过*何者为仁- 仁

者爱人+后来成为古代医生行医时的一种原则% 西

方医学同样也有医德的传统#比如被称为西方医学

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公元前 >?# 年)的医

生#也是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的弟子们根据他

的讲话整理成书.希波克拉底文集/#其中有一篇希

波克拉底誓言就是专门讲医生的行为规范的#以后

西方的医生在毕业$开业之前都必须宣誓#而内容就

是根据希波克拉底誓言为蓝本#一直沿用了二千多

年%

任何职业都有职业道德#但医德则比其他职

业道德更应该引起重视#原因是医生的工作对象

是人#如果不重视医德会造成严重的#甚至无法挽

回的后果%

现代医学伦理学产生在上世纪中叶#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 产生的背景是&

(!)医学的进步战胜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

疾病,促进了人类的健康,延长了人类的期望寿

命,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 同时也产生了许多

道德难题%

美国杰出的医学家提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他的理由是&*科学起源于实验% 虽然人类对疾病

的认识和治疗的医术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但是#

科学的医学只有在自然科学成长之后才开始萌芽,

真正有效的诊疗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则始于 "# 世纪

:# 年代#至今不过六$七十年#而上世纪 <# 年代初

才是0医学科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1+

!""

%

最近几十年生物医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

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许多烈性传染病#

如伤寒$霍乱$鼠疫$天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都得

到有效的控制#不再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心脏血

管支架#组织$器官移植#人工关节置换等新技术的

采用#使得过去医生束手无策的顽疾得到了有效的

治疗,也使得本来必死无疑的绝症得到了攻克% 尤

其是生命科学的新进展#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飞速

发展#不但为患不育症的夫妇带来福音#而且这一技

术也为揭开生命的奥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人类

基因组排序的成功#则为治疗过去无法医治的疑难

杂症指明了新的方向% 然而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一把

双刃剑#医学的新成就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些道德难题% 举例来说#器官移植技术确实可

以挽救一些病人的生命#但因为器官属于稀有资源#

来源奇缺#所需要的费用极其昂贵% 我国每年的器

官资源供求关系极不平衡#每年全国约有 : ### 名

患者接受肝移植#但需要获得供体器官进行移植的

患者却多达 :# 多万,肾源更缺#每年进行肾移植的

也只有 : ### 余例#但约有 !<# 万名尿毒症患者需

要肾移植!:"

,全国有 >## 万盲人等待角膜移植#但目

前全国每年只做 ! ### 多例% 因此#在北京人民医

院曾发生一位医学博士为挽救一位急性眼外伤的患

者的眼睛而到停尸房盗取死者眼球的案例% 他为什

么这么做- 因为实在找不到移植需要的角膜#如果

不做#病人眼睛会瞎掉% 更可怕的是在利益驱动下

出现器官买卖现象% 在一些城市医院厕所的墙上#

经常可见到买卖肾$肝$脾$骨髓等人体器官的小广

告% 其中#买卖肾赃的最多#声明一只健康的肾脏用

十几万元就可换取% 在某医疗网站的 @@A 上#几个

月内有关肾脏买卖的信息就达数百条!>"

% 这就关

系到医药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 上世纪 8# 年代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马勒博士曾尖锐地指出#给

数以千计的婴儿每天的食谱中增加几克奶粉比报道

一次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要重要得多%

再比如人有生的权利#有没有死的权利- 安乐

死究竟是一种减轻病人死亡之前的临终关怀处置#

还是不可接受的残酷行为% 我国发生的第 ! 例安乐

死的案例是在陕西省汉中市% 主治医生应病人家属

的请求#对已经失去抢救希望的病人实施了无痛苦

死亡的处置#但由于其他亲属的控告#汉中市人民检

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和家属批准

逮捕#并于 !$88 年 " 月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当时此案在国内法学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

响#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安乐死是否违法的大讨论%

上述例子说明#医学发展既为病人带来康复的

希望#同时也产生了道德上的难题#虽然难题过去也

有#但难题之多#之集中#之重要#以致需要有专门的

学科来讨论则是当代才有的事% 这些问题有的已经

超出医学的范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人体实验的滥

用的事实在战后被揭露出来之后引起世界上无数善

良人们的震惊和思考% 二战期间# 德国法西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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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科学家用政治犯和战俘进行医学实验研究%

如试验人在冰水中能存活多长时间# 让人感染致命

的疾病以作观察% !$>? 年#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

德国纽伦堡市对纳粹战犯进行的审判中就有 ": 名

德国医学战犯# 其中 B 人被判处死刑#$ 人被判无期

徒刑或 !# 年以上的徒刑% 日本的 B:! 部队医生在

中国领土上为研制细菌武器# 在中国人身上进行鼠

疫$霍乱$伤寒$病疾等细菌试验# 残害了无数的中

国人%

生物医学不仅是治病救命的学问#在法西斯的

手中也可以成为杀人的工具% 因此#没有伦理学指

导的医学是不能被接受的% 鉴于大屠杀和不人道的

人体试验的教训#为规范医疗行为#西方国家对于科

研和医学临床建立了一整套非常严格的国家法律和

法规% 如 !$>? 年的.纽伦堡法典/,!$?> 年的.赫尔

辛基宣言/,!$B? 年美国.贝尔蒙报告/等#都是具有

普世价值的国际医学伦理学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原

则被国际医学界普遍接受%

在我国#医学人文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与改革开

放同步% 改革开放以前#医学人文研究一片荒芜#医

学院校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也屈指可数#没有开

设任何医学人文课程% !$8# 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主办的我国第一本医学人文学科的杂志.医

学与哲学/诞生#吹响了医学人文学研究的号角%

!$8! 年#全国的医学界$哲学界$伦理学界$卫生行

政和新闻舆论界等各界的代表云集上海延安饭店召

开了全国首次医德讨论会#拉开了我国医学人文学

科发展的序幕% 它标志着中国的医学界$理论界已

经开始认识到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与医学发展的关

系#并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医学人文学科的队伍建设

和理论建设% 我国的一些先知学者#将西方在生命

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进我国#便诞生了我国第

一批医学人文学者和由他们牵头组织的这次会议%

!$8" 年#全国第二次医德讨论会在大连举行#会议

着重讨论了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器官移植$安乐死

等新领域中的伦理问题% !$8> 年#全国第三次医德

讨论会在福州举行#除了前两次会议中讨论的医学

伦理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之外#全国的医

学院校已经认识到开展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

虽然没有政府下文#但也纷纷自发成立了教研室或

教研组#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的

理论研究% !$8? 年#全国第四次医德讨论会在南宁

召开#会议参加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讨论问题之

深都超过前 : 次会议#表明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的学

科建设正在走向成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组

织#因此会议决定#在两年之后举行的全国第五次医

德讨论会时成立中国医学伦理学会% !$88 年 !#

月#全国第五次医学伦理学讨论会暨中华医学会医

学伦理伦理学分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会上诞生

了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理事$常务理事$副会

长和会长% 还成立了学术交流$教育和法规等三个

专业委员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医学人文学科的

理论队伍已经初步形成#迎来中国以医学伦理学为

核心的人文医学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

医学人文学科从开始不受重视#只是少数学者

自发的个别研究到有包括医学$哲学$伦理学$法学$

经济学$教育学等许多领域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共

同关注和参与的事业,从开始仅有少数几家医学院

校对学生开设的讲座和几门选修课程#到现在发展

成几乎涵盖各级各类医学院校#形成了医学伦理学$

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哲学$医学史$医学社会

学等组成的学科群,从原先只是医学教育和医疗实

践中的点缀#到参与卫生政策的制定$药物审查和医

疗新技术的审定#凸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医学

临床$科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代医学需要医学伦理学

$6!"现代医学临床需要医学伦理学的参与

从 !? 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

进步#在创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实

验医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 <# 多门学

科和数百门分支学科#这一庞大的现代医学体系主

要是在生物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生物科学为

核心的医学称为生物医学#立足于生物科学对健康

和疾病总的看法#就是生物医学的模式% 它比起古

代经验医学是一种进步#但是生物医学模式的本身

有缺陷#即忽视了疾病$健康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关

系#在临床上将病人看成是单纯的生物个体#忽视了

病人的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将病和人割裂开来#

是一种非人道的倾向#违背了医学的根本目的% 针

对生物医学的问题#因此有人提出了生物C心理C社

会医学模式#以纠正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恢复了病

人在医疗过程中作为人的完整形象#病人在这种医

学模式中成为心理$社会$伦理意义上的人#有助于

医学的发展更加人道化% 所以现在做一名合格的医

生不能只懂解剖$生理等生物医学知识#还要懂心

理$社会因素对病人产生的影响%

$6#"医学科研离不开医学伦理学的监督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没有科研伦理审查#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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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也很少交流% 改革开放之后#使得我们加快与

国际接轨的步伐% 通过交流发现&目前在发达国家#

对医学行为进行伦理学的审查和评估已经成为一项

制度#未经伦理学审查的科研项目不准立项#论文不

能发表#未经伦理学审查的新技术不能使用和交易#

未经伦理学审查的人体实验不能开展#未经伦理学

审查的新药不能上市%

我国加入 DEF之后#随着医学事业的飞速发

展#临床新药$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国际交流的扩大#

不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凡

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必定需要通过伦理审查才

可以进行,凡在国际上的医学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没有通过伦理审查的一律不接受,新药临床试

验$辅助生育技术的使用$器官移植手术等更需要有

一整套严格的伦理审查程序%

$6$"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应当成为一项制度

实际上国际上的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立也不比

我们早多少% 直到 "# 世纪的中后期#在一些医务工

作者和理论学者共同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在美国等

一些国家的医疗机构开始出现一种介于医者与患者

之间#由医学$伦理学$法学等各方面专家所组成的#

有包括医院管理者$医学实践工作者和社区代表参

加的#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咨询论证和审查监督的组

织222医学伦理委员会%

伦理委员会的产生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和伦理规范对医学实践的指导#它的建立

将理论的伦理学变成应用的伦理学#将理念或概念

的伦理规范变为由专门组织机构推行的伦理制度#

开辟了医学伦理制度建设的新途径#创造了发挥医

学伦理调控作用的一种有效形式!?"

% 我国早在上

世纪 8# 年代提出建立医院伦理委员会#!$$# 年中

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

.医院伦理委员会组织规则/

!B"

%

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和任务包括教育$咨询$

监督$制定医德规范等#目前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形式有道德教育$医德宣传$培训学习$临床药物研

究的伦理审查$医学伦理查房等% 其中医学伦理查房

是医学伦理委员会介入临床实践的好方法#通过伦理

查房的主动介入#医学伦理委员会可以及时发现医疗

活动中的不符合医学伦理的现象#针对性地加强相关

的培训#及时提出改进要求#同时也可以通过伦理委

员会和医务人员$患者的交流#提高医务人员$患者对

伦理委员会这一维护医患之间公平和公正的中介力

量的了解#更好地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作用!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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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 新年的钟声悠然响起#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的喜讯传来%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成功地进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的入选有着严格的标准#他的评价系统包括了杂志

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被摘率$获奖$被重要检索数据收录等指标% 核心期刊是评价

学术研究成果的工具#核心期刊揭示了学科文章质量和学术水准的分布规律#核心期刊比一般期刊拥有更多

的读者#因而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能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同时对期刊的进一步发展及学术地位的提高

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刊能被核心期刊收录是多年来奉行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的审稿发稿制度的结果#

也是我刊一个极大的荣誉% 值此新年之际对为本刊作出积极贡献的学术委员$编委$广大作者$读者表示衷

心的感谢及深深的祝福3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儿科事业再做贡献3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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