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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药学科学发展的历史,人道主义作为药学道德核心的特征以及弘扬人道主义的要求等

3个方面阐述了人道主义是药学道德核心这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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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药业伦理学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 药学

人道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

卫生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它在药学和医药实

践的漫长历史发展中, 由于所经历的社会历史

条件不同,医药科学发展水平不同,药学人道主

义发展水平不同,药学人道主义发展的表现形

态也是不同的。

1 � 药学科学发展的历史决定了人道主义是药

学道德的核心

关于人道主义, 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

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 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

道德规范。而医学人道主义则是作为伦理原则

和道德规范而提出的,是以关心人,尊重人生命

的权利为前提的。它自古就有, 其产生主要依

靠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人的生存的基本

条件决定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生存, 即生的权利,而人类要生存, 就首先

要满足其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 但

一个基本前提, 即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因此,

生命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最宝贵的; 另一方面, 药

学的研究对象和服务目的,正是救治被疾病折

磨或可能失去生命的人, �医者, 生人之术也�,
(�万病回春�医家十要�)古今中外的历代名医,

都是把行医处方看作是救人性命的天职。

中国传统的药德,是儒家的�仁�为核心的,

它不仅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也是他思

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心目中具有完

善人格的�仁�其最高境界是�无求生以害仁, 有

杀身以成仁�, 正是这种崇高精神的发扬, 养成

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忘我无私的

美德, 以及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高尚人格的

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支柱。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伦理思想,尽管受历史的

局限,仍一直指导着医药工作者的药德,且几千

年来至今不衰。从古代朴素的医学人道观中的

对病人关心、同情、仁慈、救人活命,到封建社会

的�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

含灵之苦�。( �千金方�大医精诚�)。孔子说,

�人而无恒, 不可作巫医�,孟子说: �无伤也乃仁
术也�,都是儒家思想对药德的影响, 也反映了

古代医学对病人的关心和重视,医学人道观念

的历代医家所崇奉的药德宗旨。社会历史的发

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发展

和医疗卫生工作的实践, 提出�救死扶伤,实行

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为
根本目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从一般意义上对处

于不幸, 痛苦,灾难中的一切病人都给予同情、

关心、爱护并升华到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

高度,是医学人道主义发展的高级历史形态。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革命人道主义的发

展,要求医务人员始终把为人类谋幸福,为人类

求解放当作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社会主

义人道主义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尊重人的人格,

维护人的生存权力,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

健康服务,奉为神圣的义务和最高职责。

2 � 人道主义作为药学道德核心的特征

2�1 �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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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起码的道德要求, 不要弄虚作假, 不

要巧立名目。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上海曾

发生一宗所谓针灸治癌的骗局,并冠以�生命信

息治疗�的美名,其实是把非癌症病人谎报疗效

统计治愈率。我国自 60 年代以来, �鸡血疗
法�、�甩手疗法�、�卤碱疗法�,层出不穷。近年

来又有各种�功法疗法�能治百病。当然有其一

定功效,但其缺点就是不完全真实。有的所谓

练功学习班治疗高血压, 主办人的血压计是做

了假的。

真实和讲假话是相对而言的。真实就是讲

真话。每一种疗法、药物或其他医疗干预,既要

讲正作用,也要讲副作用,讲近期疗效也要讲远

期疗效。宣传一种药物�完全�没有副作用是不

科学。

2�2 � 准确性
准确是对浮夸而言的。粗枝大叶不是科学

态度, 弄虚作假更是科学的敌人。医学是人命

关天的事业, �人命重于千金�, 容不得半点虚
假。这是医生之所以受人尊敬的背景, 临床药

理学试验,不按双盲原则设置对照组,不作概率

检验,特别是对疗效和疾病分级不准确,常常使

疗效和适应症的数据不准确。我们有时在文献

中看到某种药物疗效在 80~ 90%以上, 但到推

广时就行不通,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原有数据

的准确性。

观察与实验是科学和技术两种基本方法,

准确首先从观察与实验中做起。本世纪 40 年

代,我国一名医学博士提倡的�自然发生说�, 据

说是可以从真空无菌的底物中发生微生物。这

个数据之所以不真实就是因为观察与实验不准

确。底物没作到真空无菌。

2�3 � 公正性
公正就是不偏不倚。对科学负责, 不唯上,

不唯下,更不唯权。讲实话要有勇气,这是科学

良心。1959年前后,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 主

张节育。1957 年邵力子介绍民间秘方服蝌蚪

避孕。马寅初被围攻, 被质问他是姓哪一家的

马(马克思、马尔萨斯、马寅初) ? 邵力子的发言

被当作笑话。邵力子的秘方可能不行, 但到底

还未经试验。一阵风把一个老人打倒,把一个

老人笑倒。其实打倒和笑倒的是科学精神。

李时珍是不怕杀头的。明朝嘉靖皇帝, 为

了长生不老,提倡丹药。李时珍居然在�本草纲

目�中直斥丹药之妄。湖北太知山五龙宫产的
�榔梅�,是给皇帝的贡品,传说吃了可以长生不

老。李时珍不怕死,冒险摘了一个来看,发现这

不过是一种变种榆树的果子, 什么长生不长生

的,还不是杏、桃那样, 止渴生津而已。

公正就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真理是越

辩越明的。不要怕对立的思想的并存。要让人

家讲话, 而且要讲透。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

硬着头皮听不是民主。如果是错的,要敢于收

回自己的材料和结论。结果是对的,要敢于坚

持自己的意见。报刊组稿人, 应该容许各派学

说都有发表什么的机会。

3 � 弘扬药学人道主义的要求

由于主体、客体及宏观社会因素三方面的

相互作用, 导致了伪科学在医药领域的盛行。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抓起:

3�1 � 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价值观念的错位是导致当前医药领域伪科

学盛行的重要因素,而造成价值观念错位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

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抓而不紧,

致使一部分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产生了资产

阶级的功利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鼓励公民发财致富,但是必须取之有道,合

理合法,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

能出售假药、做巫行骗等达到自己致富的目的。

这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基本要求。

3�2 � 丰富文化生活
伪科学作为一种反文化现象,其活动市场

主要指向那些精神生活空虚、文化生活贫乏之

人。当前,某些地区由于缺乏正确引导,经济的

发展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繁荣,相反,却出现了对

神学的渴望,对巫术的热恋,从而给伪科学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发挥正确

的导向作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消除伪

科学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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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
当前我国的卫生资源存在着极不合理的分

配现象,一些大中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高新医

疗设施过于集中,不能得以充分的利用,而一些

经济落后地区却严重地存在着设施简陋、卫生

资源匮乏的现象。合理地解决这一矛盾, 不仅

是当前医疗卫生改革的重要课题, 而且是抑制

伪科学泛滥的重要举措。

3�4 � 强化医疗卫生管理
医疗卫生的市场化, 必须以严格的管理机

制为后盾,仅靠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目前,

无照行医的存在、违禁药品的上市等,都与卫生

市场的管理不力有直接的关系。这就需要进一

步建立、健全有关的医疗卫生制度,加大卫生执

法的力度,强化医疗卫生管理。

3�5 � 普及医疗卫生知识
愚味是迷信的根源, 一些人之所以身患疾

病后,求助于伪科学,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了

解医学,不知道医学的发展状况,对医学科学的

信赖程度不够。具有一定医学常识的人是极少

迷恋于巫婆神汉的。因此, 普及医疗卫生知识,

提高人们的自身免疫素质, 是抑制伪科学的必

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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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海峡两岸及港澳医院第二届药事管理研讨会�
征 � 文 � 通 � 知

� �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台湾临床药学会、香港特区医院管理局药剂师办事

处、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和澳门药剂师学会定于 2000年 8月19日~ 23日在重庆市共同举办�海峡

两岸及港澳医院第二届药事管理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1�临床药师的培训经验,及必须掌握的知识;

2�临床药师如何开展工作;

3�如何为门诊和住院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学信息服务;

4�开展药患之间交流的实践;

5�开展临床药学及实施药学保健的研究与实践。
二、征文要求:

来稿必须正楷书写, 中、外文要清晰、准确,务求论点明确、文字精炼,要求在 3000字以内, 并需

附约 400字的摘要一份;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地址、邮编、电话,并须加盖单位公章; 请勿一

稿多投;文章被录用,并参加会议者将发给盖有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印章的论文证书和学分证明。

三、征文截止时间:

2000年6月 30日

四、来稿请寄: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4号 �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 颜 � 青
邮 � 编: 100038 � � � � � � � � � � � 电话/传真: ( 010) 63450644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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