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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大医精诚”医德则是广大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的宝贵

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同时也是新时代下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它从行医者应

具备的学习方法、行医态度、医者本心及崇高的医德典范方面,不仅为医疗从业人员树立了德行准则,而且在疫情

期间指引着医务人员的价值导向,同时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值得继续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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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ovel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thatemergedhasseriouslyendangeredpeople'shealthand
lives.Themedicalethicsof"GreatPhysician'sAbsoluteSincerity"isavaluablespiritualwealthandspiritualpillar
forthemajorityofhealthworkerstofightagainstthepandemic.Anditisalsoaconcentratedexpressionofsentiment
andoutstandingcivilizationandwisdomandthenoblemoralsofChinainthenewera.Itestablishestheethicsguide-
linesformedicalpractitionersfromthelearningmethods,attitudes,theheartofthepractitionersandthenoblemedi-
calethicsthatpractitionersshouldhave.Italsoguidesthevalueorientationofhealthworkersduringthepandem-
ic.Atthesametime,intheprocessoftherealizationoftheChinesedreaminthenewera,itisworthcontinuingtoin-
heritandcarry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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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暴发于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了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种新型冠

状病毒毒株命名为 COVID-19[2]。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全球,其传染性强,加之本病目前尚无特效抗病毒

药物治疗[3],因此,抗击疫情对广大医务工作者来说

是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争。“大医精诚”医
德则是广大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的宝贵精神财富和

精神支柱,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

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以“大医精诚”医
德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引导,可引领医务工作者

齐心协力战胜疫情,同时促进传统医德精神在新时

代建设中不断发扬。

1　新冠肺炎下“大医精诚”医德价值引导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提出的“大医精诚”医
德,是我国传统医德思想逐步成熟走向体系化的重

要标志,它被称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从行

医者应具备的学习方法、行医态度、医者本心及医德

典范四个方面,不仅为医疗从业人员树立了德行准

则,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

崇高的价值引导作用。
1.1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学习方法

《大医精诚》中指出,医学作为关乎性命的“至精

至微”的一门学科,需要脚踏实地、笃志不倦地学习

医学知识,学医过程不得马虎,出现“至粗至浅之思”
的不良后果。当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医务工作者面对着更多、更
复杂的临床病例,因此,“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学

习方法,更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学习。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全国,这对医学研究和治疗过程提出了新

的挑战,但是临床一线人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

入对新冠肺炎治疗的医疗研究,敢于创新学习和研

究挑战治疗难题,如闫佳琳、庞文渊等教授[4]在分析

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临床毒药理作用、临床应用

可行性及临床应用效果和安全性后,结果表明该药

物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中有一定临床疗效。面对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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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的治疗难题,医务工作者们始终以“博极医源、
精勤不倦”的学习方法激励自身,提高自己的医疗水

平,理论实践相结合,从丰富的医疗典籍中获取知

识,不断攻克难关。
1.2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的行医态度

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5],孙思邈认为大医

精诚是从内心深处产生的怜悯同情之感,树立“普救

含灵之苦、是为苍生大医”的远大抱负。作为一名从

医者,治病救人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多的是尊重

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医学人文精神。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火神山医院是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前沿阵地,各地支援的一线临床医生组成防疫前线

的“战斗堡垒”,每日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奔走在各个

病区之间收治患者、制定治疗方案。隔离期间,很多

医护人员既要承担患者的治疗,又要照顾患者的日

常起居,同时还要安抚部分病人因为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而出现的消极治疗态度,以及年纪小的病患产

生的恐惧心理。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的医务工作者,
他们克服思想负担,展现大慈恻隐之情,将思想上的

仁爱怜悯投入到实践行动中,对患者投入更多的关

怀、理解,帮助患者重塑战胜病魔的信心,迎接新生

活的到来。
1.3　“清正为风,淡泊名利”的医者本心

孙思邈一生淡泊名利,不因世俗的功名利禄而

影响济世救人的医者本心。作为医务人员,应时刻

谨记清正为风、淡泊名利的行为规范,不要将钱财、
名利凌驾于病人的生命至上。当从医者不过分追求

经济效益,将病患放在第一位,不仅能增强自身使命

感,而且可以提高整个医疗行业的医德规范。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造成的生命危害,钱财、名利已

抛之脑后,医务人员不会忘记的是身后的责任,他们

不问报酬、不计劳苦,从全国各自纷纷自愿报名,组
成医疗救援队,支援湖北,共同抗击疫情。《大医精

诚》写到:“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们,正是以这种“清正为

风、淡泊名利”的医德引导,在这场战争中才能正确

前行。在一段网络视频采访中,镜头扫过钟南山院

士家中时,简朴的装修,略显拥挤的客厅,地上还摆

满了各种运动器械,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简陋”
的环境中,铸就了钟南山院士“敬国士无双”的时代

楷模。清正为风、淡泊名利才是从医者的天职,更是

在面对严重疫情的时期,从医者所遵循的道德准则。
1.4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典范

孙思邈《大医精诚》医德理念深受儒、释、道思想

以及先贤医家优秀思想的影响[6],既尊重生命的价

值与意义,同时又注重自身道德的养成,追求“从心

所欲不逾矩”的高度道德境界。作为医务工作者,首
先最重要的就是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以救于患者

疾苦。这既是医疗卫生行业的根本使命,同时也是

实现医务人员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孙思邈在《备
急千金要方》序言中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

济之,德逾于此”[7]。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迫

性与严峻性,广大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放弃后方相

对安全的环境,纷纷主动加入到支援武汉疫情的前

线,他们承担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和心理压力,用血肉

之躯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道“健康防火墙”。广大医

务工作者,肩负着保证人额民群众生命健康道德责

任,不忘初心、不负人民,在疫情前线实现自身精神的

追求。

2　新时代下“大医精诚”医德的继承发扬

孙思邈是我国传统医德文化的创始人,他所提

出的“大医精诚”医德不仅蕴含着“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行医准则,而且包含着

“精湛医术、仁爱怜悯”的崇高医德精神。“大医精

诚”医德中蕴含的“敬畏生命、以‘仁’为本、清正为

风、严谨求实”等丰富的医学道德规范,不仅奠定了

我国医德文化的基础,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深

刻影响着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导向。弘扬“大医

精诚”的医德医术风范,构建良好的医疗环境,在新

时代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仍然值得我们不断继承

和发扬。
2.1　“大医精诚”医德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了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8],提出坚持中

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规划方针。为了

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2019年全国

中医药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发展路径图,这为

中医药事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但由于现代医疗科学的快速进步和医学高新技术的

广泛应用,使得部分医务工作者表现出对传统医德

观念的不认同及对中医药信念的不坚定。因此为了

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需进

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继承中国传统医德精神,大
力弘扬传统医德文化。孙思邈所提出的“大医精诚”
医德精神,正是传统医德与新时代中医药事业建设

的结合。为了实现新时代中医药事业的推动发展,
以“大医精诚”医德精神作为的价值导向,可促进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2.2　“大医精诚”医德在新时代医德规范建设中有引领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

展,传统医德规范与现代新的医德观念也出现摩擦

碰撞,原本在道德层面约束的问题,也逐步上升到伦

理层面、法律层面,因此,对当下新时代医德规范提

出了更多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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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承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题中之义”。孙思邈“大医精诚”医德观既

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体

现[9],又涵盖了医学人文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怀的统

一,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优秀医德文化的传承。“大医

精诚”医德所提倡的医德规范及思想精髓,强调从医

者对病人的关怀与照顾,减少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

医患纠纷之间的矛盾,其所提倡的医德典范,与新时

代医德建设完美契合,对建设良好医疗道德氛围、改
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风气、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具有

强大的引领作用。

3　结语

2020年,全球均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硝烟的持久战争,“大医精

诚”医德是广大医务人员奋力在抗疫前线最有力的

精神武器,他们发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精神,同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以医者仁心的大爱情怀、精
湛过硬的专业素养、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

的探索精神,精心医治呵护患者,切实加强自身防

护,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相信,经过

这场疫情,“大医精诚”医德将会在新时代建设中不

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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