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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医学教育,医学教育的本质是医学人才的培养。 医学教育不仅包括医学技术,同时也包

括医学人文。 笔者通过对《“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国家政策法规的广泛研读,反思医学人才培养和医学人文教育的现

状,分析中医药学、中医文化与医学人才培养的密切关系,提出医学人才培养的新契机和新挑战,思考中医文化融入医学人才

培养的价值意义和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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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开始实施这一纲要。
作为今后 15 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健

康中国 2030》 为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时代的需

求。 医学人才培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
1　 国内外医学人才培养及医学人文教育现状

　 　 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医学教育,医学教育的

本质是医学人才的培养。 医学不仅包括精湛的医

术,同时也包括人文。 医学发展与医学人文密不可

分,医学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是永恒的。 20 世纪中

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医学人文教育,由注重

医学科学教育、实验医学,回归为同样重视人文学

科教育[1] 。 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说

过“医师需要具备一颗清醒的头脑与一副慈悲的心

肠” [2] ,提出医者须得对患者有怜悯之心。
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

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
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 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充分体现了西方医学的人文

关怀。 医学人文学科涉及医学、哲学、艺术、伦理、
心理、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通过学习可以提高沟通

能力与谈话技巧,对患者更富同理心,能改善医患

关系,包容文化差异,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幸福指数

等[3-4] 。 目前医学人文学在欧美国家已受到广泛关

注。 以美国为例,其医学院校招收的学生是取得了

理科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由于美国本科教育中

强调人文学内容,且其社会文化中人文学土壤肥

沃,因此美国的医学生普遍年龄较大,价值观相对

比较稳定[5] 。
我国港台地区在医学人文教育回归方面反应

相对快速,参考了美国、英国的标准[6] ,形成了相对

系统的医学人文课程整体规划。 台湾地区的医学

教育界倡导医学人文教育,提出“先学做人,再学当

医师”的医学教育理念[7] 。 以台湾中山医学大学为

例,该校大力进行人文社会教育课程改革,学校教

育以医学与人文并重,医学人文的课程融入通识教

育课程里,每个学生必须研修 30 个学分才能毕业,
每个学分代表每个学期 36

 

h 的正式课堂讨论[8-9] ,
足见其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

我国内地近年来关注医学人文教育的呼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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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强,一些医学院校开展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10-11] 。 陈可冀院士曾指出:中国医学的

人文传统早退了,西方医学的人文建构又迟到了,
形成了医学中的人文空白。 医学教育中人文关怀

教育的缺失,很可能导致部分医务工作者单纯将患

者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缺乏对患者的爱心、同
情心,自己则成为冷漠的 “ 操纵机器的技术专

家” [12] 。 我国学者对于医学人文教育内涵的其中

一个解读是:强调医学人文教育者以文学、艺术、历
史、沟通、美学等典雅形式的人文内涵陶冶和教育

医学生,使其内化为医师的人文情怀[13] 。
由此可见,人文关怀一直是古今中外医学的重

要内容,人文素质教育一直是古今中外医学人才培

养的重要内涵。 然而,虽然医学人文教育一直受到

重视和提倡,但普遍务实的行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仍不足,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之间的矛盾

依旧十分突出。 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医学教育仍

将医学视为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将医学教育视为

科学主义教育,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忽视

人文知识及综合素质的培养。 此外,医学教育与市

场需求之间联系紧密,医疗科技化和商业化水平的

快速提高使蕴含在医学中的技术因素与人文精神逐

渐脱离,教育环境不断被功利化驱使,导致医学教育

课程的设置更注重功能化和实用化,培养医学生人文

素质和人文精神的课程空间被压缩,削减了人文教育

的生命力,导致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空泛化[8,14] 。
2　 中医文化与医学人才培养

　 　 中医药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已有数千年的悠

久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华

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

践中逐渐积累、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

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 中医药学涵

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富含中医药知识和

中医药文化,是自然科学与人文文化的结合。
中医文化,可以指与中医药学有关的思维方

式、学术内涵、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实践、文学

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涉及中医学哲

学思想、中医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中医学的生命

价值[15] 、中医医德规范与伦理素养等各个方面[16] 。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

本、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文化的精神内核。 辨证

论治、三因制宜、针灸铜人、蜡壳药丸、春捂秋冻、刮
痧、三伏贴,更负载了中医学术思想、健康知识和诊

疗方法。 时至今日,中医药学仍然在人类的医疗和

保健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文化正以中医健

康知识为载体,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医药学知识体系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

内涵,为当代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中

医药学经典著作浩瀚如烟,如《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等,不仅

包含了大量中医药学理论知识和诊疗技术,更是具

有极高的医学人文思想。 自古“杏林多翰墨” [17] ,
在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大批古代

中医药学名家名师,如医祖秦越人、医圣张仲景、中
医外科鼻祖华佗、药王孙思邈、药圣李时珍等等;现
代也有名扬遐迩的国医大师或名老中医,如邓铁

涛、朱良春、干祖望、李聪甫、刘炳凡等。 他们不仅

学术造诣高,更是医儒兼通,大医精诚,坚韧不拔,
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 唐代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

要方》对医德修养作了精彩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

“大医精诚”的思想:“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

苦”。 明代李时珍修著《本草纲目》,历经三十余年,
读书八百种,走过万里路,请教无数人,经多番修改

后才成就了这部中药学巨典,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科

学药物分类法。 李时珍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

博采,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虚心求教,博大胸襟,体现

了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医学的奉献精神。
2015 年 12 月 7 日下午,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 /

医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

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

一份礼物》的主题演讲。 演讲重点讲述了中国科学

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阐
述了青蒿素的研发过程以及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
她的演讲中有这样两段话:“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

一点中医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

掘出来的。 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

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

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大自然给我

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

开发新药。 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

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

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 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

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
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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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

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

统中医药中的宝藏!”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段话里面

着重提到了 4 个关键词:中医药,中西医药各有所

长,临床经验,中国文化。
伴随着中华文明而发展的中医药学,几千年来

流传着许多神奇美丽的动人传说[18] 。 如“杏林春

暖” “橘井泉香” “悬壶济世” 的医事,“讳疾忌医”
“釜底抽薪”“回光返照” 的成语,“寒从脚上起,病
从口中入”“笑一笑十年少,哭一哭解千愁”的谚语,
“三月三,荠菜煮鸡蛋” “冬至饺子夏至面”的民俗。
它们以故事为题材,形象生动,意境深邃,脍炙人

口,并承载着诸多中医药学的思想、知识和方法。
而中药的名称及方剂的命名,更是被赋予神秘的文

化色彩和人们对情感的寄托、对健康的期盼,如徐

长卿,白头翁、灵芝、百合、当归、益母草,六一散、行
军散、补阳还五汤、都梁丸等,这些命名,集知识性、
实用性、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于一体,从中既可

以了解中医药知识,又能感悟中医药文化。
文献显示,在中医院校,中医文化的挖掘和融

入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

用[19-21] 。 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引起了我们的关

注。 基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于医学人才培养的现实

需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不禁思考:如何在西医院校

中医药知识教学的有限时间里,有效地进行中医文

化植入及开展医学人文教育? 如何建立适合医学

人才未来发展趋势的中医文化融入路径或模式?
是否可以通过局部课程设置的优化,将中医文化潜

移默化地渗透到医学院校常规的中医药教学中[22] ?
是否可以通过“讲经典故事-教健康知识-传中医文

化”三位一体化,强化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进而

有利于医学人才的培养?
3　 新时期,新要求,新契机,新挑战

　 　 通过回顾中医药学的历史沿革,通过温习中医

药学知识体系和文化内涵,我们深知,中医药学的

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重视和支持。 毛泽东曾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

大的宝库,应该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习近平提

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016 年以来,中医药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16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 2016-2030》,其中重点任务包括 7 类 24 个:切

实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扎实推进中医药继承,着力推进中医药创新,
全面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大力弘扬中医药文

化,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2016 年 8 月 2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 2030” 规

划纲要》;同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并开始实施这一纲要;整部纲要共 8 篇 29 章,是今

后 15 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其中第三

篇第九章专门谈到“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推

进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十三

五”规划》,认为中医药信息化是实现中医药振兴发

展的重要引擎和技术支撑,也是体现中医药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 2016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彰显了我国政

府重视和保护中医药的文化价值、积极推进中医药

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决心与行动。 2016 年 12 月 25
日,习近平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

行。 《中医药法》共 9 章 63 条,是第一部全面、系统

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综合性法律。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

平向大会作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共

13 个部分,在第八部分的第五点,提出“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坚持中西医

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2018 年 3 月 5 日和

2019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提到

“健康” “文化”。 2019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这是从国家层面

指导未来十余年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重要文件,
包含 4 项基本原则,2 个总体目标,3 大主要任务共

15 条。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并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共 10 章 110 条,其中第一章第九

条指出“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坚持中西医并

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与

健康事业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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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国家政

策法规,既为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时代的需求,
同时也使医学人才培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医

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

道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人才,培养具有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医学人才,
培养具有扎实的医学科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培养面向未来的高

素质复合型医学人才。 医学教育作为卫生健康事

业的重要基础,是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医学教育的本质是医学人才的培养,医学人才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生产力,医学人才的培养质

量是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证。 医学教育不

仅包括精湛的医术,同时也包括医学人文。 医学发

展与医学人文密不可分,医学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

是永恒的,立德树人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人才培

养的重要内涵。
同时,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医学人才培养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医学发展、医疗防治

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依赖科技的进步,各种医用设备

的进化给予了医务人员更多的助力。 然而,随着医

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科学与人文、技术医学与人文

医学之间的疏离也逐步扩大,医学文化的现实缺陷

日益显现,医疗环境的平衡和谐似乎被打破,人们

对以往的医学教育、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出了质

疑。 另一方面,医学院校人文素质培养中的问题凸

显,如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貌合神离;
医学人才的文化涵养与社会的需要和期待尚存在

较大差距;从事人文教学的教师不太懂医学,懂医

学的教师其人文传统教育功底未必深厚,既懂得医

学知识又懂得古文献知识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因
此医学和人文融合的复合型教育人才相对匮乏。
4　 结　 　 语

　 　 综上所述,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医术与人文有

机融合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如何有效地培养医学

生的人文素质已然成为新时期医学院校人才培养

的一项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

引领下,我们应重新认知医学科学技术与医学人文

精神互渗互融的深刻内涵,探究中医文化融入医学

人才培养的价值意义,探索西医院校中医文化融入

医学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为新时期医学院校医学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为培养符合国

家发展方向、满足社会需求的面向未来的高素质医

学人才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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