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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叫“失去了金钱，则损失甚少；失去了健

康，则损失甚多；失去了勇气，则失掉了一切！”勇气

事关每个人的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担负着治病

救人神圣使命的当代医学生们，更加需要勇敢素

养。这关系着他们个人的成长、患者的健康、医学

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医学

生勇敢素养的内涵、外在表现、内在价值和培养途

径等方面展开论述，希望对其提升自身人文素养有

所帮助。

一、医学生勇敢素养的内涵

何谓勇敢，自古众说纷纭。一般而言，勇敢就

是无畏地面对困难和对手、坦荡地面对失败甚至死

亡的一种胸襟气度，是在危急和困难情况下表现出

来的一种意志特征。医学生的勇敢具体表现为不

怕艰苦，不怕失败，敢于怀疑，敢于创新，为追求真

理敢冒风险等方面。

要深刻理解医学生勇敢的内涵，必须首先理解

一般人群勇敢的内涵，而这又必须首先理解勇敢

与勇气的关系。勇敢首先是勇气，勇敢与勇气紧

密相连。我们必须承认勇气的价值。因为一切美

德都需要勇气。不过，“勇气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永

远是道德的。”这是因为“勇气可以为任何事情效

力”［1］，并不是所有勇气的行为都是真正勇敢的行

为。勇敢是高尚的，而勇气未必，此区别之一。医

学生未来的使命光荣，其“勇”更应该是高尚的。

医学生勇敢追求的目的不应是个人之私利与个人

之虚荣，而应是共同体的价值与荣耀，应该是维护

医学的圣洁与荣誉，应该是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

之完美。

勇敢是理性的，而勇气未必都是，此区别之

二。培根主张勇气有大勇与血气之勇之别，他认

为血气之勇是无识与卑贱的产儿［2］。这就是因为

勇夫之勇未必是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说道：“一个

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或害怕他所应为

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

的人，要把握有利的时机，按照理性的指令而感

受，而行动。”［3］一个人，不怕他应该怕的，其“勇”

就过了头。比如，有人不怕失业，但过了头就可能

会不努力工作；不怕生病过了头，就可能会糟蹋身

体；不怕坐牢过了头，就可能会违法乱纪；不怕死

亡过了头，就可能会不珍惜生命。医学生如果过

于“勇敢”，就有可能不好好学习、将来不认真工

作、漠视患者的健康等等。医学生未来从事的是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事业，责任重大，其勇敢更

应该由理性来驾驭。

其实，对于勇气与勇敢的不同中国古人也做过

许多精彩的论述。孔子崇尚勇，但孔子对于那种血

气之勇、蛮昧之勇是持反对态度的。孔子认为勇应

由智与仁来统领。关于勇与智的关系，克劳塞维茨

说：“以智慧做指导的勇气是英雄的标志。”勇气离

开智慧是鲁莽，将难有作为。同样，有智，无勇，智

慧之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勇与智到底孰轻孰

重？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应该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勇比智更重

要。人只要有勇气在心中，就有三分真本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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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须有一颗勇敢的心，才能有效应对求学和将来

行医道路上的种种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

此外，勇敢是多样的。按照“作战”的对象分为

三种：克难之勇、胜敌之勇和自治之勇。对于医学

生个体而言，锤炼品性，永不言弃是一种勇；艰苦奋

斗、发奋忘食，是一种勇；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同样

也是一种勇。勇敢也是有差异的。《荀子·性恶》有

言：“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

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

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

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

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

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

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

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在荀子看来，勇敢有上勇、

中勇、下勇之别。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有一

类似的表述：“英勇诚然是各式各样的。动物和强

盗的胆量，为荣誉的英勇和骑士式的英勇，都还不

是英勇的真实形式。有教化民族的真实英勇在于

准备为国牺牲，使个人成为只是多数人中的一

个。”［4］因而，在诸多的勇敢之中，我们认为只有为了

民族、国家之大义的勇才是最纯粹的至勇。对医学

生而言，通晓自己的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手段与方

法以及在困难基础上的一种坚韧与努力是一种了

不起的勇敢，但只有志愿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医疗

卫生事业的勇敢才是至高至上之勇。

二、医学生勇敢素养的表现及价值

医学生的勇敢素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不怕

困难，不怕失败，敢于怀疑和敢于创新。具体来讲，

医学生的课业负担极重，医科大学常有医科高中的

“美誉”就是鲜明的写照。学生的课程多，大量的理

论知识需要记忆。而绝大多数医学生都是理科出

身，对背记知识并不擅长。因此，医学生面临的挑

战极大。此外，医学生的课程有很大的特殊性，要

上解剖课、做实验。医学生的学习年制很长，少则

四至五年，多则八至十年甚至更长。漫漫学医路，

充满着辛苦。医学生的勇敢素养之一就表现在不

惧课业负担的沉重、求学过程的艰辛和时间成本的

高昂。只有具备这一素养，医学生才能应对求学过

程中的种种挑战，为将来救死扶伤打下坚实的理论

基础。

学医的道路上不仅困难不会少，失败也不会

少，如考试的失败、实验的失败、人际交往的失败

等。人们普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往往意味着名利

权情等方面的损失，失败后不放弃就意味着必须要

在同一件事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医学生

勇敢的表现之二就是不怕失败，敢于承担失败所带

来的种种后果。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发现失败并非

毫无意义，就会具备不怕失败敢于担当的品质。而

这种品质，对他们日后救死扶伤，意义重大。如果

在求学期间锻炼出不怕失败敢于担当的品质，在日

后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时，他们就敢于下结论、做

诊断，而不会过于担心诊断失误有可能带来的医患

矛盾纠纷等后果。只有具备勇敢担当的品质，医生

才不会在工作中因为“选择恐惧症”而痛苦，患者也

不会因为医生的优柔寡断而耽误治疗。特别是在

面对急难危重患者时，医生只有不怕失败，敢于承

担抢救方案失败的后果，才能在关键时刻当机立

断，为抢救患者的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在这种情况

下，“勇敢”是可以救命的，而生命是无价的，由此可

见医生的勇敢素养多么重要。而医生所必备的勇

敢素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锻炼出来，需要在学生

时代就注意培养。

医学生勇敢素养的表现之三是敢于怀疑。敢

于怀疑表现为批判性思维，即医学生敢于对所学的

知识、观念和思维方法的真实性、准确性，大胆地进

行评判和怀疑，进而运用可靠的方法去检验自我判

断的正确性，并在分析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形成自己

独特的见解。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医学生或医

生经常面对的是没有唯一结论的临床问题，在当今

信息社会中，他们还要面对各种患者，面对各种新

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各种不断涌现的研究论

文和著作，敢于怀疑的医学生或医生更能取得好的

成绩，更能立足于现代社会。敢于怀疑还能促进医

学的发展。科学就是在不断的接受和怀疑中向前

发展，没有怀疑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有新

的发现。对前人的和现在所谓权威专家的结论，都

可以去怀疑它、验证它，并且敢于提出自己的观

点。盖伦曾提出关于血液经左心室经小孔流入右

心室的概念。后来，比利时著名的解剖学家维萨利

对此提出质疑，到1543年，他最终发现“在心室的中

隔上没有从右心室通往左心室的小孔”，才使人们

认识到血液不是从左心直接进入右心，结束了盖伦

统治西方医学长达 1 400多年的历史。近代生理

学、解剖学和胚胎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哈维（英国）敢

于怀疑加仑关于血液在血管中来回流动的说法，终

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规律。可见，敢于怀疑的精神对

医学的发展多么重要［5］。

敢于怀疑是敢于创新的基础。医学生勇敢素

养的表现之四是敢于创新，即在学术上敢于提出新

的观点、在临床上敢于提出新的治疗方法等。医

学，相较于数学等学科而言，是一门更具有不确定

性的学科，在医学上，或许你永远找不到准确答案，

这就需要医学生或医生有胆识，不拘泥于前人经

验，在发展的社会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永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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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比现在更好、对患者伤痛更小的方案。这就需

要创新。而创新是需要勇气的，要敢于承担失败的

风险。医学需要医学生或医生勇敢来推动自身的

发展。

三、医学生培养勇敢素养的途径

当今很多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是清楚学医

的辛苦和医患矛盾尖锐的现实的，但其还是选择了

学医，可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说明医

学生大都具有一定的勇敢素养基础，但是还存在很

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他们普遍害怕困难、畏惧失败

和风险。这不仅使其自身生活难以幸福，学业、事

业难以成功，而且不利于患者的康复、医学的发展

和社会的和谐。那么如何提高他们的勇敢素养呢？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勇敢素养与天赋有关。美国

艾奥瓦大学的科研人员在出版的《生物精神病学》杂

志上报告说，将实验鼠体内一种名为 ASIC1a的蛋白

质剔除或者通过化学方法抑制其作用，实验鼠那种

天生的惧怕感就会降低。人的勇敢素养与其自身

的基因也是有关系的。

此外，医学生的家庭教育环境、高校育人环境、

社会道德风气和后天成长经历等也是重要影响因

素。如果父母在医学生小时候，肯放手让他们去面

对一些人和事，独立地去做些决定，指导他们而不

是事事包办，发扬民主而不是家长独裁，那么医学

生们肯定勇敢者多，怯懦者少。高校对已成年的医

学生也不应管得太严，要引导其独立勇敢地面对生

活。教学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有利于提高医学

生勇敢素养的课程纳入教育计划。教师应在教学

中灵活穿插有利于培养医学生勇敢素养的内容，同

时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传递勇敢素

养正能量，发挥导向和模范作用。研究还证明，开

放性人格与勇气正相关。所以家长和教师都要积

极引导医学生“对外开放”。我们的社会也要积极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

道德舆论环境，对医护人员诊断的失误、救治的失

败多一些宽容和理解，让医学生在学医和日后行医

的过程中少一些压力。

勇敢素养与医学生的天赋和后天成长环境及

经历等有关，这些因素都是外因，是他们无法完全

做主的。个性怯懦的学生不妨暂时“听天命”，先接

纳自己的性格弱点（接纳是改变的开始），然后再充

分地“尽人事”。勇敢品格的养成中后天的历练更

重要，需要解决一系列主观方面的问题，如意志力、

自信心、智慧和理想信念等。这些精神能力的提高

则是医学生自己完全可以做主的。

勇敢的内核是意志。勇敢是压力下的“优雅”，

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能抵御和把握住恐惧，能忍着

痛苦去做自己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情。其中一个

人的意志力就很关键了。意志坚强这种精神能力

的培养需不断地战胜自己。而自胜最难，所以意志

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痛苦、脱胎换骨的过程。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医学生每战胜自己一

次，哪怕稍微克制一下自己，意志力都会增强一

分。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飞跃，持之以恒，终能

炼就顽强意志，为成为一名勇者和一名优秀的医生

奠定基础。

勇敢来自于自信。有强烈自信的人相信自己

的一言一行都能获得周围人的高度评价，所以说话

做事往往胆量十足。反之，则显得懦弱。懦弱的根

源是自卑，而自卑的根源是对成败和自我认知的错

误。人们常以成败论英雄，因此，许多医学生对失

败敏感，常将之归结于自己的无能。殊不知，失败

是成功之母，失败的次数自然比成功的次数多得

多。《菜根谭》中的格言为：“知成之必败，则求成之

心不必过坚！”失败并非就是耻辱，懦弱无刚才是真

正的最大耻辱。对自己无法完全做主的事情，若勇

敢地竭力为之，虽败犹荣；反之，在挑战面前畏难畏

败，即便侥幸取胜，胜利也是不光彩的。树立正确

的成败荣辱观，有利于培养自信无畏的品格。另外

要自信，还须深刻认识到并牢记自己的优势。“天生

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能成为不可替代之人。因

此，每个人都应自信，未来将从事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事业的医学生更要自信。

智能生胆。在此特别澄清一个误区，俗话说

“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仿佛智慧与勇

敢并无关系，甚至无益于勇敢。但这种“勇敢”不是

真正的勇敢，而是鲁莽。真正的勇敢须在智慧的指

导下。所以，医学生要不断学习，增长智慧。智慧

来源于四个方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和

高人指路，其重要性依次增强。书本知识是前人经

验的总结，是医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可在最短时

间内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所以，医学生要珍惜时

光，多读医学专业书和经典人文书籍，这有利于打

下坚实的专业理论功底，有利于提高自身人文素

养。扎实的理论知识有助于医学生更勇敢地面对

求学和未来行医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但

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恭行”，“读万卷

书”，更要“行万里路”，即实践，对医学生而言主要

就是多去医院见习和实习，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只有亲身经历过一些事后才会对书本上学到的知

识有更深刻的理解，才会有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体

悟。“行万里路”又不如“阅人无数”。所谓阅人无

数，即多与人交往。天地间人为贵！大学有道德高

尚知识渊博的学者，有天资聪颖志向远大的学子，

有许多值得去交往的对象。与人交流也是学习，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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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更重要的学习，许多灵感的火花都是在思想碰

撞中产生的。所以，医学生要多向教师同学请教切

磋、交流思想，这极有利于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提高。“阅人无数”又不如“高人指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高人难得，遇到是幸

运，遇不到是命运，遇高人不可交臂失之。每年在

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都会举办各种医学领域的

高层论坛。医学生要主动地抓住甚至创造机会向

医学界德术兼备的前辈请教，求得指点。总之，智

慧的获取是多元的，医学生若能从这四个方面去努

力，加上多思考多总结，定能成为智者，进而成为真

正的勇者！

无私者无畏。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

中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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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疾厄来

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

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

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

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医学生若能达到这种无私

的境界，那么为了实现“普救含灵之苦”的誓愿，定

能精勤不倦，求医之路上的所有艰辛和失败都将毫

不足惧。学成之后，医学生在行医之路上也不会

“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而害怕艰苦和风

险，医患矛盾几乎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无惧，因

为心底无私。故立志干番事业的医学生应不断地

修身养性，无限接近、争取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

终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勇者。而达到无私的境界是

需要极高智慧的。所以若想无私无畏，与获取智慧

的途经一样，同样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

和得高人指路。

坚定的理想信念促生勇敢。即便一个人在干

某项事业之前没把握成功，前进的路上有许多的困

难和失败在等着他，但是他胸怀大志，有强烈成就

一番事业的愿望，那么就会有勇气去做并坚持下

去。医学生如果能够立下献身医学、救死扶伤的志

愿，那么就能不辞艰辛、执着追求，学医和日后行医

之路上的所有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也就不足惧

了。所以，立志极为重要。首先要有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价值观；其次要有自知之明，确立适合自己的

志向；最后，要有“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的决心和行动实现之。立下坚定的理想

信念后，勇敢常常随之而生。

总之，医学生培养自身的勇敢素养，除天赋的

因素外，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为其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更需要医学生自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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