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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天我和钟扬同志有

过一面之缘。当时我在西藏日喀

则市人民医院挂职，学校慰问团来

慰问援藏干部，钟老师随行。短短

一天的交流过程中，感觉到他健

谈、幽默、语言充满睿智，很有气

场。可惜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得到

钟老师的言传身教。去年9月，惊

闻噩耗，回忆起那次短暂的交流，

他的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地浮现在

我的眼前。

15 岁考上中科大无线电专

业、20岁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物所工作、33岁成为武汉植

物所副所长，钟扬的成长经历相对

大部分人都是传奇，无法复制的，

但是他的精神是能够效仿的。典

型是最好的教科书，榜样是鲜活的

价值观，他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给人以前进的力量。钟扬有胸怀

天下的赤子之心，他从教30余年，

援藏16年，用身躯丈量着祖国的

山川大地，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

物，像松柏一样在艰苦环境中生

长，有韧性有毅力。他曾说过：当

一个物种要拓展它的疆域，而必须

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

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

来换取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

机遇。他就是这样一个跨越空间

和时间的先锋者，给后人留下不仅

是学术财富，更是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无数的赞誉和口碑。在

2015年那次短暂的交谈中，他说

“没来过西藏，不知道祖国的地域

有那么辽阔，不知道政府有那么多

难处，不知道卫国戍边的光荣感使

命感”。作为援建西藏一员的我深

有同感，因此牢记至今，并时时以

此自勉。在学校党代会上，焦扬书

记的工作报告提到“服务国家是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使

命。‘团结、服务、牺牲’是复旦人家

国情怀的集中体现”。钟扬身上体

现的正是“复旦人”的这种家国情

怀。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所

崇尚的，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是民

族的灵魂。但爱国不是挂在嘴边

的口号，爱国从来都是具体的。钟

扬把一生贡献给他所钟爱的事业，

用行动践行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

心、报国志。

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胸

怀大局、爱岗敬业是我们的责任。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牢记自己是一

名党员干部，用责任和坚守做一个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干

部。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修炼

党性、自我完善是我们的追求。刘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提出“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

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

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

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原则”，所以面对各种利益

诱惑，要像总书记讲的那样“坚持

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

守规矩”。工作中要沉下心来，心

无旁骛钻业务，信念如磐，意志如

铁，遇到挫折撑得住，关键时刻顶

得住，经得起磨难，耐得住寂寞，讲

原则、守底线、有规矩，像钟扬那样

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在

思想上行动上和复旦建设“一流大

学”“顶尖大学”的战略目标并轨。

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服务社

会、加强援建是我们的使命。接过

钟扬的接力棒，继续为国家扶贫攻

坚贡献力量，重点做好云南永平县

人民医院的对口支援工作，按照学

校提出的“突出重点、精准帮扶，扎

实开展帮扶工作，留下一支带不走

的优良医疗队伍”为核心的新思路

和新方向，坚持以通过“传帮带”提

升当地医疗团队能力为援建总体

思路，动真情、办实事、抓关键、补

短板，让云南永平县群众真正做到

大病不出县，把惠民工程落到实

处。

传承爱国奋斗精神 立足岗位砥砺前行
——学习钟扬同志精神有感

沈 辉（2018年钟扬教授基金获得者）

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

学等学科称为临床医学，是研究如

何为人治病的科学。“临床”二字形

象地指出了这些学科是为（躺在病

床上的）病人服务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生在

世必定会与其他的人产生各种各

样的关系，血缘关系、家庭关系、

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医生与

病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行为

关系，但是医疗行业並不等同于

服务行业，医疗保健也不是一般

的商品。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广

泛渗透着伦理关系的、主体互动

的特殊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两方面的主体都有

很大的特殊性。在医生方面：临床

医疗技术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

医生是这门技术的所有者，他用这

门技术为病人服务。但这门技术

並非万能，许多疾病並不能治愈，

或並不能完全治愈，在治疗的过程

中还可能给病人带来这样或那样

的损害。在病人方面：他是一个处

于身体或心理上发生了障碍，需要

得到帮助的人，他就医的目的是寻

求医生的帮助，他的初衷自然是治

愈、而且最好是没有风险。

医患之间对医疗行为和后果

的认识上，可以说天生就有差距。

弥合这个差距的办法从技术层面

上说，医生应该努力钻研医疗技

术，提高治愈率並努力减少医疗风

险，病人亦应理解当前医疗技术在

疾病治疗上的局限性。从行为层

面上说需要一个良好的医患关

系。病人对医疗的顺从性、满意度

及医疗关系的持续性完全取决于

医患关系是否良好，良好的医患关

系是医疗工作的基础。

对临床医生来说：钻研医疗

技术，提高治愈率是科学领域的内

容，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则

有着明显的人文属性。现代医学

是建筑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学科，

近百年来有着突飞猛进地发展，疾

病预防和治疗的效果空前提高，人

类的健康改善、寿命延长，人们看

到了科技进步的力量，临床医生们

以自己掌握的这门科技而自豪，医

疗行政方面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于是临床医生成了研究疾

病治疗的科学家，而病人只被视为

疾病的载体而己。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

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提

高，在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便有了安全、社交、得到尊重诸方

面的需求。生了病，他不仅需要医

护人员的微笑服务，还会希望参与

医疗决策，因为健康是属于他自己

的，尽管他並不懂得医学，但他觉

得医生是应该尊重他的。

这样一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医患之间认识上的差

距事实上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

了。医生辛辛苦苦研究病人的病，

而病人总是觉得医生没关心、尊重

他这个“人”。医患关系的不和谐

成了当今医疗领域的顽疾，而且颇

为普遍地存在着，事实上也影响着

医疗效果的充份发挥。

“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纳入

人文的轨道”，是如今科学界面临

的大话题。在医学领域中、临床医

学直接关系病人的健康和安危，

所以对医学生、医疗从业人员的人

文教育必须加强。幸而近十来年

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关注此事，情

况有望逐步改善。

全科医学在国外亦称家庭医

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欧美等

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医学

学科，该学科致力于使民众获得

便捷、优良、全面的医疗卫生服

务。这一宗旨其实甚合我国的医

疗卫生“为人民服务”、“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方针，故我国政府亦

大力提倡。

1993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全科

医学分会，我有幸参与了组建工

作，並先后担任了副主委、主委等

领导工作。同吋，亦在我任职的中

山医院组建了全国“三甲”医院中

最早的一个全科医学科。建立在

大学附属医院中的全科医学科，很

显然其主要任务为教学培训。内

科、外科的培训不是全科医学科的

任务，我和全科医学科的同志们讨

论：全科医学的学科特质，是对人

类健康的关注，应该加強对医学生

人文精神的培养。不过“医学的人

文精神”也是一个大话题，它应该

贯彻于医学的各个领域……

几经讨论，我们找到了一个

切入点：医患关系，应该有许多涉

及人文精神的理论问题可以进行

探讨，医患沟通又有许多涉及临床

医疗的实践案例可以用于教学。

于是除了承担规定的《全科医学概

论》教学任务外，中山医院的全科

医学科又主动向上海医学院申请

开设了“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的

课程。

“医患关系”在以往的医学教

育中並无专门的课程讲授，学生们

只是从专业思想教育中自己去领

会：医生应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

务。“医患沟通”只是靠进入临床学

习后由带教老师言传身教，学生自

己去仿效。这些对医学教育来说，

都缺乏系统的论述和规范的程

式。“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课程的

开设，属于拾遗补缺，应该说是很

有必要的。

全科同志经过两年左右的准

备，备齐了教案，2010年作为选修

课在上海医学院开课了。课程的

内容涉医学史、医德、医学的人文

精神，讲述了医患关系的不同模

式，介绍了医患沟通的技巧，讨论

了医患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虽

然由于新开设的课程，选修的学

员不多，但是，凡参加此项课程的

同学皆反映很有收获。不过，我

想等这些同学以后正式参加了医

疗实践，有了感性的认识，他们也

才会真正体会到学习这门课程的

重要性。

2011年我与中山医院全科医

学科主任潘志刚教授，将这课程的

内容整理，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

版，书名《医患关系与医患沟通技

巧》。据了解国内同类型的出版物

不多，而由全科医师们将教学经验

编写成书的更少。

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的课程

属于选修课，这门课程所包含的理

论与实践也並非深不可测，但对每

一位临床医生而言其实是应该“必

修”的内容。

拾遗补缺，我和同事们开了一门课
杨秉辉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

同心抗疫 书画光影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候，我见到社区志愿者

们不顾个人安危，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他们不辞辛苦地对

进出的人员一一进行登记和体温检测，劝阻居民们减少外出，

并为隔离户家庭和隔离点运送生活物质，他们的一言一行都

感动着我。

——图书馆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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