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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帝内经》论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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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黄帝内经》敬业思想具有三个层面，即医者要有做“上工”的职业理想；要有“道甚明察”“临事以
适道术”和“语之以其善”的职业技能；要有“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黄帝内经》敬业思想的三个层面各

有侧重，互为一体，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医学院校应该借鉴《黄帝内经》的敬业思想，以职业理想、职业技能

和职业态度三个层面为着力点开展敬业思想教育。要通过夯实这三个着力点的基本教育路径，不断增强医学生

敬业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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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思想主要是指人在职业实践活动中的精
神状态和总体态度，是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１］。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浓厚的敬业传统。早在

先秦时期，孔子的“执事敬”“事思敬”的敬业思想，

就成为后来儒家士人普遍遵守的一种道德准

则［２］。中国古代医儒同源。《黄帝内经》（以下简

称《内经》）作为医学之祖，是一本医学经典，也是

一本传统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经典［３］。就其人文

思想来讲，《内经》汲取了先秦儒家关于“敬业”的

思想内核，并从职业理想、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三

个层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展。这三个层面互

为一体，各有侧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总体

上，《内经》敬业思想认为，医者要有做“上工”的职

业理想；要有“道甚明察”“临事以适道术”和“语之

以其善”的职业技能；要有“审慎”和“从容”的职业

态度。

医学生作为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生力军，

承担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重任，其执业后的

敬业思想状况将直接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

发展。因此，医学院校应该通过学习和借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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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敬业思想，把握好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着力

点，不断加强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笔者

认为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应该着力于以下三个层

面的内容。

１　敬业思想教育应着力于“上工”的职业理想教
育

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做一名德艺双馨的“好

医生”是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核心。因此，医学

生敬业思想教育应首先着力于医学生的职业理想

教育。《内经》已经认识到职业理想的重要性，把

当前人们所期待的“好医生”称为“上工”，其价值

导向在于医者要树立做“上工”的职业理想。为了

实现这一职业理想，《内经》从讲求医德和锲而不

舍两个方面作了具体要求。

１．１　讲求医德
《内经》认为，德是一个人的正常状态，是人之

为人的根本。无德，即意味着做人的意义消失了。

因此，《内经》认为医者应该首先讲求医德。《灵枢

·师传》具体指出，行医可以“上以治民，下以治

身，使百姓无病”，从而使恩德教化在民间广泛施

行，最终达到“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的境地。在这

里，德是医的结果，医是德的前提条件，医德之源就

这样从《内经》出发了。不仅如此，《内经》还引入

了儒家君子的概念，来进一步说明医德的重要性。

《灵枢·通天》认为人有五种形态，其中“阴阳和平

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众人皆曰君子”。

意思是属于阴阳和平的人，往往外貌从容稳重，举

止大方，众人都认为这类人很有德行。可见，《内

经》已经明确倡导医者要讲求医德，要有一颗儒家

君子的仁爱之心。

１．２　锲而不舍
从事任何一个职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因

此，对医者而言，只有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是实

现“上工”理想的关键。《灵枢·经别》在介绍十二

经别的循行路线以及诸经别之间离合出入的配合

关系时，认为“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

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

止也”。“止”的本意是停止的意思，但在这里特指

“奋斗不止”，其和“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中

的“止”具有相同的涵义。这句话强调了十二经脉

的重要性，指出医者应当把十二经脉作为终生不断

深化学习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不应游移不定，

应锲而不舍，奋斗终生。在今天看来，《内经》“学

之所始，工之所止”的观点正是历代医者锲而不舍

追求“上工”理想的生动写照。

《内经》对职业理想的认识具体而深刻，并且

这种认识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药王”孙思邈在

《大医精诚》一文中论及的医者应该具有的“大医

精诚”观与《内经》所倡导的“上工”的职业理想观

就是一脉相承的。当前，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敬业

思想教育，应该传承好《内经》的这种职业理想观，

着力于做“上工”的职业理想教育，致力于使广大

医学生争做新时代的“上工”。这种新时代“上工”

的实现路径，一是要培养医学生的仁爱之心，使其

充分认识到医者救死扶伤的重要人生价值和社会

价值；二是要树立其终身学习的意识，在求医的道

路上，去故就新，锲而不舍，从而使他们在医学这一

“精光之论，大圣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

２　敬业思想教育应着力于“道甚明察”“临事以适
道术”和“语之以其善”的职业技能教育

医学是一门人学［４］。医生的敬业对专业性的

要求比其他职业一般更高［５］。因此，追求精湛的

职业技能是实现敬业的基本条件。《内经》把职业

技能概括为“术”。为了使医者掌握精湛的医术，

《内经》提出了“道甚明察”“临事以适道术”和“语

之以其善”的职业技能观。“道甚明察”就是要具

有较高的医学理论水平。“临事以适道术”就是要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语之以其善”就是要

具有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技能。

２．１　具有“道甚明察”的医学理论水平
学好医学理论是掌握精湛医技的基础。《素

问·方盛衰论》特别指出，“道甚明察，故能长久”。

这里的“道”是指医学理论，也就是医理。意思是，

医理极高明了，所以能长久取得疗效［６］。对于如

何掌握好医理，《灵枢·禁服》提出了“夫约方者，

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

弗俱”的观点。这里的“约方”指的是把诊断和治

疗方法，通过提纲挈领的方式归纳起来；“约囊”指

把口袋扎起来。这句话是指医者要在认真学习的

基础上，注意对医理总结归纳。如果不能提纲挈领

地结归纳，则杂而不精，就不能在临证工作中做到

出神入化，运用自如。可见，《内经》十分重视医学

理论，不仅指出了医学理论的重要性，还具体提出

了掌握医学理论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深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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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２．２　具有“临事以适道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

《内经》认为，要想掌握精湛的医技，应在掌握

医理的基础上，还要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素问·解精微论》提出了“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

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的思想。意思是人

们的卑贱富贵以及身体素质等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具有不同的适应症。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把

学到的医理运用到实际的临证工作中去。《内经》

实际上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医

理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就不会“适道术”。对于

理论与实际如何相结合，《灵枢·官能》提出了“法

于往古，验于来今”的观点。认为医者应该取法古

人的医术，用临床实践来检验。可见，《内经》已经

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２．３　具有“语之以其善”的医患沟通技能
良好的人文关怀意识和能力是实现治病救人

的重要一环［７］。在《内经》看来，这种人文关怀意

识突出地体现在医患沟通技能上，指出“语之以其

善”是掌握医患沟通技能的精髓所在。《灵枢·师

传》认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意思是怕死

求生是人之常情。因此，在行医诊断时，医者一定

要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因人行医，并“告之以其

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

医者的医技是否高超，其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对

患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循循善导，使其了

解疾病的危害，从而配合治疗。《内经》“语之以其

善”的医患沟通技能观充分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患沟通原则。在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的时期，

《内经》的这种医患思想对医师处理好今天的医患

关系具有现实意义［８］。

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应该借鉴

《内经》“道甚明察”“临事以适道术”“语之以其

善”的职业技能观，着力于开展以上三个方面的职

业技能教育。在基础教学阶段，要侧重于对医学生

进行医学理论知识的储备，使其具备较高的医学理

论水平；在后期实践教学阶段，要贯彻落实好“早

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要求，使其掌握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时，要贯通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注重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通过组织

开展一系列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教育实践活

动，使其掌握基本的医患沟通技能。

３　敬业思想教育应着力于“审慎”和“从容”的职
业态度教育

良好的职业态度是敬业的外在表现，是医学生

敬业思想教育的又一着力点。在《内经》看来，医

学是“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人学。因此，行医

诊断一定要“审慎”和“从容”。时至今日，“审慎”

和“从容”的职业态度观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

义。

３．１　行医要审慎
审慎是《内经》倡导的基本职业态度。在《内

经》一百六十二篇论著中，出现“审”“谨”“谨察”

“审察”等代表审慎思想的词汇多达十余篇，充分

彰显了《内经》审慎的行医态度。《灵枢·终始》指

出“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
!

，魂魄不散。专

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

令志在针”。意思是说医者在做针灸时，一定要专

心致志，就好像闭户塞窗，深居静处。在这种情境

下，没有一点杂念，听不到旁人的任何声音，所有的

精神都会集中在临证诊断上。这是《内经》要求医

者全神贯注、严谨审慎行医诊断的最为形象性的表

述，是其审慎行医思想的集中表达。《内经》所倡

导的这种医风，为后来人如何行医问诊指明了风向

标［９］。

３．２　行医要从容
《内经》很看重从容不迫的行医态度。《素问

·徵四失论》提出了“治数之道，从容之葆”的观

点，认为医者在诊治疾病时，具有从容和缓的行医

态度是最为宝贵的。《素问·示从容论》还专门论

述了医者在诊断疾病时一定要全面深入、从容不迫

的重要性。该篇明确指出，临证诊断应当从容分

析，“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肾，

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容得之”。意思是一般医

者时常搞乱的脉象，如果能够从容沉着地应对，细

致分析，还是可以辨别的。该篇还指出，“明引比

类、从容，是以名曰诊轻，是谓至道也”。也即医者

在行医时要懂得引物比类、从容分析的法则，这是

诊治的根据，也是最高明的临床诊断之道。

正是本着这种“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

《内经》开启了中医药学生命至上的人文精神之

源。所以，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还

应借鉴《内经》的职业态度观，着力于对医学生开

展“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教育。首先，要把

这种职业态度融入课堂教学之 （下转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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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医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

魅力和时代风采；其次，要通过组织开展爱心教育

等系列主题校园文化活动，逐步培养其生命至上的

人文情怀，从而升华出对医学事业的敬畏之心。

《内经》敬业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医

药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

承创新［１０］。因此，医学院校应该深入挖掘《内经》

敬业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教育价值，着力于职

业理想、职业技能和职业态度三个层面开展敬业思

想教育，从而不断增强敬业思想教育的精准性和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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