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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民国时期医德建设的背景

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
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袁至民国时期袁西医影响日显袁
然而因医疗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袁医疗事故亦随之增
加袁医患纠纷不断遥 此外袁军阀割据袁社会纷乱袁社会
价值取向发生转变袁医师职业操守弱化遥 于是出现
了医师的社会地位已有改观袁但医师的社会形象却
没有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崇高的状况遥 社会民众
对于医师的负面评价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而增

多遥 医师被视为野商人冶袁对医师的指责也不绝于耳遥
一些医生唯利是图袁视行医为敛财之道袁对患者肆意
索取袁甚至坑蒙拐编袁给患者带来精神上和身体上的
痛苦袁也影响了世人对医师的看法遥
有医师指出院野即今之悬壶问世者袁惟以一得之

技术自眩袁而毫无道德观念袁动辄以索取金钱为目
的袁利欲熏其心袁日习与机械险诈袁以售其获取金钱
手段者袁比比然也遥 所谓见人之病袁如已之病袁不以
贫富而歧视袁不以病难而厌恶袁不以病轻而疏忽袁抱
完全救世宗旨袁治疗重任者袁实不多观遥 固无怪乎不
为世所尊敬也遥 冶咱员暂

这些负面的反馈也使医界明确认识到医师群体

的社会形象如此恶劣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医师
毫无职业道德的行为所造成的遥 野一般的医德没有修
立袁医师的人格在法律上便没有较优异的保障遥 冶 咱圆暂

基于这样的认识袁 医德建设便引起了民国医师
们及各个医学团体的重视袁 民国的医学期刊上出现
了一系列探讨医德的文章袁正是在各方的努力下袁医
学伦理学在中国一步步发展袁 构成了当代医学伦理
学的基石遥

二尧 医师的认识

渊一冤丁福保与叶医师之十德曳
丁福保渊员愿苑源要员怨缘圆冤袁江苏无锡人袁生于书香世

家遥丁福保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遥作为传统的中
国文人袁丁福保自幼熟读经史袁古文底子深厚袁在古
文字学尧佛学尧古泉学尧目录学等中国的传统文化领
域均有精深造诣袁 为后人留下大量有价值的学术专
著遥后来又先后进东吴大学尧东文学堂学习医学及日
本语遥 他又曾从赵元益学医袁潜心研究袁除对中医有
所研究外袁对西洋医学也有所体会袁后来通过两江总
督之考试袁并获派赴日本学习考察医学遥 回国后袁在
上海一方面设立医书局袁出刊医书袁传播西洋医学知
识袁另一方面又创办医院及疗养院袁后来又创办中西
医学研究会及叶中西医学报曳袁提倡中西医汇通遥他是
一位积极传播中西汇通思想的医家袁为西医东渐尧中
国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在医德方面袁丁福保也是民国时期的先驱人物遥

叶医师之十德曳 是他发表于 员怨员缘年的医德方面的代
表作遥在文中他指出院野医师之人格技术品位及德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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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宜竭力修养之遥 冶咱源暂并提出医师应有的十种美德袁
分别是慎重尧温厚尧谨严尧冷静尧果断尧爽快尧致密尧温
和尧自信尧谦让遥 至于为何是这十种美德袁他在叶医师
之十德曳中论述院野慎重之态度能令患者起崇拜之念曰
温厚之情谊足以安慰患者曰 谨严之风采是以增医师
之威权曰冷静之头脑能下明晰之批判曰果断之勇气能
坚患者信赖之念曰爽快之言动能与患者以快感曰致密
之思想足以减少错误曰 温和之容貌能使患者易于接
近曰伟大之自信力能生明断曰谦让之美德足以令患者
诚心敬服遥 冶
丁福保提出的医师十德袁从具体内容上来看袁更

多地指出其是医师应具备的专业素养或技术素养袁
如冷静尧果断等袁离专门的道德素养要求还有一定距
离遥 从范围上来看袁更多地偏向于临床医生的个人
责任及对患者及其家人的责任袁而对于医师的社会
责任则未有论及遥 但即便如此袁作为最早在医学期
刊上提出医师要重视医德修养的文章袁无疑为之后
的医德建设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遥 圆园世纪 猿园年代
以后袁此类文章越来越多袁其中尤以宋国宾的叶医业
伦理学曳最具代表性遥

渊二冤宋国宾与叶医业伦理学曳
宋国宾渊员愿怨猿要员怨缘远冤袁字恪三袁江苏扬州人袁曾

在巴黎学医袁获博士学位袁先后任震旦大学医学教
授尧上海医师公会主席尧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
主席等职务咱缘暂袁并主持叶医药评论曳杂志社的工作袁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知名的医学教授尧爱国学
者遥 宋先生著作等身袁比如叶医业伦理学曳尧叶医讼案
件汇抄曳尧叶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宣誓曳尧叶上海市医师
公会医师信条曳尧叶医师与律师曳尧叶医师信条十讲曳尧
叶巴斯德传曳等遥 其中尤以叶医业伦理学曳的理论价值
和社会影响最大遥 在近代医学界为推动医学伦理学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叶医业伦理学曳除野自序冶尧野引言冶外袁分四篇十六
章遥 第一篇野医师之人格冶袁第二篇野医师与病人冶袁第
三篇野医师与同道冶袁第四篇野医师与社会冶咱远暂遥从这几
方面内容来看袁已完全涵盖了当代医德关系所调整
的几种关系袁即医患尧医医尧医社关系遥
同时袁作者在叶自序曳中所说院野医师伦理云者袁医

示医师以为医之道也遥 其于医学之中袁实为独立之
科学袁将欲自尊其业袁舍此又奚以求钥 冶此认识较丁
福保又有所进步遥 医德尧医学伦理已不再仅仅是医
生的自我修养袁而上升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遥
在对野医师人格冶论述的过程中袁宋国宾指出一

个合格医师应具备的人格特征应包括野学术才能尧敬
业尧勤业尧仪表言辞冶四个方面遥 其中学术才能又包

括野判断力尧审慎力尧观察力尧推想力尧记忆力冶 曰对于
如何才能称为敬业袁文中指出需避免两种现象袁一为
野江湖手段冶袁一为野营业主义冶曰对于勤业袁宋国宾则
总结了勤业带来的野六乐冶曰至于仪表言辞袁则讨论了
仪表言辞对于医师的重要性遥 这些要求以今天的眼
光看来袁仍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袁特别是对野营业主
义冶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袁有些现象至今仍未完全消
除遥
在野医师与病人冶的关系上袁分别从应诊尧治疗尧

健康人事指导尧手术尧医事证书尧医业秘密尧医业责
任尧酬金几方面探讨了医师应有的道德要求遥关于应
诊尧治诊尧手术尧医业秘密等内容描述甚为详细袁与实
践联系紧密袁 很多内容早已成为今天医学伦理学的
指导原则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健康人事指导一
章袁讨论了改业与休业尧独身尧婚姻尧婚前性尧人工避
孕尧人工受孕尧置妾七方面的问题遥 很多内容已涉及
到了生命伦理学的若干问题袁 特别是避孕与人工受
孕遥 对于避孕袁文章持反对态度袁认为有百害而无一
利遥这与当时人口数量少袁因而没有关于计划生育的
观念有关遥而对于人工受孕袁文章认为可分为合理与
不合理两种袁 由于当时人工受孕的方法尚未发展起
来袁故言之甚简遥 总体来看袁这部分内容已完全不同
于传统的仅仅局限于仁义道德的讨论袁 具有了现代
生命伦理学的雏型遥
而对于 野医师与同行的关系冶及 野医师与社会

的关系冶上袁宋国宾也都有自己的新观点遥 在与同行
的关系上袁 他特别提及如遇医生的无意过失应该如
何对待袁即同行要给予理解和宽容袁因为野其名誉虽
有裂痕袁而其得来袁非不正当袁保持之权利固仍在也遥
揭其私而破坏之袁即为侵犯权利袁违背正义遥冶在对待
与社会的关系上袁他重点提出了三项任务袁疾病的预
防与死亡的预防袁 疾病发生后该如何治疗和补救以
及致死原因的深入研究遥 这已经隐约含有现代公共
卫生伦理的意味遥
整体看来袁 该书的特点非常明显院 一是有实用

性袁可用于指导医生的日常实践曰二是有前沿性袁已
具备现代生命伦理的若干内容曰 三是针对的读者群
不仅是医师袁还包括普通民众遥

三尧 医学团体的认识

随着民国医师人数的日益增加袁 各地纷纷成立
了各种形式的医生组织袁 其中全国性的组织有中华
医学会渊学术组织冤与全国医师联合会渊职业组织冤遥
在医德建设中袁 中华医学会与全国医师联合会也作
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与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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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中华医学会及叶医师条诫曳
员怨员缘 年 圆 月 缘 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袁

是近代中国成立较早尧规模最大尧最具号召力的医学
团体遥 员怨员缘 年 源 月 员源 日袁中华医学会发布宣言书袁
详细地阐述了学会宗旨袁即野巩固医家交谊袁尊重医
德医权袁普及医学卫生袁联络华洋医界遥 冶 员怨猿圆年袁
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袁整合后的中华医学会尽
管对其宗旨做了重大调整袁但依旧保留野维持医界高
尚道德袁保障医界正当利益冶这一重要内容遥
学会对会员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袁会章中明文

强调袁会员如有不道德行为袁违背医界规范尧败坏学
会名誉袁经人告发后野当由书记专函知照袁使被告者
得自行辩护或由代表陈述于职员会中遥 如被告者不
能亲自或举代表申辩袁则由职员会公决袁不得以不到
迟延袁经职员 圆 辕 猿 之议决即行除名遥冶咱苑暂可见袁中华医
学会宗旨中野尊重医德医权冶一条袁并非流于形式袁而
是制定约束细则并要求会员谨遵照做遥

员怨猿猿 年中华医学会颁布了叶医师条诫曳第一版袁
并且分发给会员袁因此这是中华医学会在医师职业
精神建设上的重要一年遥 员怨猿苑 年叶医师条诫曳第三版
再版遥 叶医师条诫曳分十部分共三十七条袁分别为医
师之职司尧医业概要尧医师对于病家之责任尧医师得
享其他医师义务诊治之权利尧医师与其他医师所诊
病人之关系尧商诊尧业务纠纷之仲裁尧医师对于国家
之职责尧医师与护士之关系尧结论咱愿暂遥 这部叶医师条
诫曳较全面地论述了医学伦理学的规范袁内容涉及医
患关系尧医护关系尧医界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遥 与宋
国宾的叶医业伦理学曳相比袁叶医师条诫曳更加精练与
概括袁便于医师们牢记及传播遥 它对于医学会会员
在医学伦理方面的学习和医师职业素质的提高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渊二冤全国医师联合会及叶医师信条曳
员怨圆怨年底袁卫生部颁布叶医师暂行条例曳袁实行

开业医师登记制度袁遭到医界强烈抵制遥 上海医师
公会联络宁尧沪尧杭尧苏尧甬尧常尧锡等地医药团体筹建
全国医师联合会遥 同年 员员月 怨日袁全国医师联合会
成立大会在沪召开袁员苑个省 源员个团体的代表参会袁
余云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遥 同时宣布创刊叶医
事汇刊曳遥 该会章程规定在会员最多的地方即上海
设立总事务所袁执行委员以总事务所所在地之会员
充任遥
医师联合会的章程中明确指出了联合会的宗

旨袁即野渊甲冤砥砺医德尧研究学术以谋医学及职务之
进步曰渊乙冤 联络感情保障权利以发挥互助之精神曰
渊丙冤建议医事教育卫生行政等原则以适应社会之需

要曰渊丁冤促成完善的医师法遥 冶咱怨暂其中第一条就明确

指出了医德的重要性遥
与此同时袁员怨猿猿年袁医师联合会还颁布了叶医师

信条曳袁共有十条内容咱员园暂院
一尧不为夸大广告袁不营非义之财
二尧不无故拒绝应诊袁不歧视贫苦阶级
三尧不非法堕胎袁不滥施手术袁不使用秘方
四尧不徇私情发给不正确之医事证书
五尧不作非道义之竞争袁不毁谤同道
六尧应保守病家秘密
七尧应加入开业所在地之医师公会袁遇有纠纷袁

应报告公会处理

八尧应辅助贫苦病人
九尧应协助卫生机关袁报告传染病之流行袁及指

导民众以消毒隔离诸法

十尧应参加非常时期之救护工作
此十条信条袁较之中华医学会的叶医师条诫曳袁内

容上基本相似袁涵盖了医师与患者尧医师之间尧医师
与社会的关系几方面遥 但在语言上袁更加指向明确袁
省略了详细的论述过程袁高度凝练为几个野不冶与几
个野应该冶袁使得其在传播上显得更加便捷遥

四尧 民国时期医德规范的特点

纵观民国时期的医德规范袁 与传统的医德要求
相比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医德的大部分内容袁另一方
面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遥

渊一冤形式上袁从个人修养到职业规范
古代传统医德袁无论是叶大医精诚曳还是叶医家五

诫十要曳袁这些经典的医德著作袁首先从其作者来看袁
均是医家个人的理念集成袁 并非医学团体对所有成
员的规范袁因此更多地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遥而到了
民国时期袁出现了全国性的医学团体袁并由这些医学
团体提出了针对所有成员的职业要求遥另外袁从所提
倡的内容来看袁 古代传统医德关注的医家个人的仁
心尧仁慈等袁而到了民国时期袁无论是宋国宾的叶医业
伦理学曳袁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叶医师条诫曳袁亦或医师
联合会的叶医师信条曳更多地谈到了医师与病家尧同
道尧社会几个方面的关系遥 因此袁这是一个明显地从
个人修养到职业规范的转变袁 这也意味着医学伦理
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遥

渊二冤角度上袁从医德规范到生命伦理
如前所述袁以宋国宾的叶医业伦理学曳为代表袁尤

为突出的特点是袁 文中很多内容已涉及到生命伦理
学的若干问题袁特别是避孕与人工受孕遥它甚至已经
跳出了医师与几方面关系的讨论袁 将视角深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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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的认识与态度这一领域遥 虽然此时生命伦
理的概念尚未形成袁但这个领域的讨论无疑是对传
统医德的突破遥 因此袁这部分内容已完全不同于传
统的仅仅局限于仁义道德的讨论袁具有现代生命伦
理学的雏型遥

渊三冤理念上袁从无私奉献到平等尊重
传统医德向来认为袁作为一名苍生大医袁应该做

的就是无私奉献袁并且应当以救济贫病为己任遥 这
是一种单方面谈医生责任的理念遥但到了民国时期袁
这一理念被打破袁从单向奉献转变为双方的平等尊
重遥以酬金为例袁宋国宾指出院 野医者既有索酬之权袁
当思所以索酬之法袁为法至多袁要以不伤清廉尧 不害
慈善为主袁故最好令病者于诊病后随纳诊金遥 否则
诊病结束之后袁于最短时间开帐寄索遥 如病家不肯
照付袁则当请医师公会处理袁如仍属无效袁则虽诉诸
法院不为过也遥 冶咱远暂从此论述来看袁民国的医德规范
对病家的行为也进行了相应约束遥

渊四冤内容上袁从临床诊疗到公共卫生
随着公共卫生在民国时期的大力推行袁民国时

期的医德规范对医师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临床诊

疗袁而是将范围扩大到了公共卫生遥 在叶医师条诫曳
和叶医师信条曳中均提到了医师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
责任遥 以叶医师条诫曳为例袁其中第三十二条明确指
出医师应野襄助公共卫生事业袁医师以服从法纪及尊

重社会习尚为天职袁并为襄助推行公共卫生起见袁应
遵守一切卫生法规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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