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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收获在季。由北京大学

医学部医学人文系承办，卫计委主办的

ñ医院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

会ò与 2014 年 10 月 22 日上午，在北京

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 716 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医学人文学系主任甄橙教授主

持，卫计委直属机关党委鹿文媛副书记、

卫计委宣传司宣传处姜雯处长、北京大

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兼组织部部长戴谷

音、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张大庆院长和王玥书记应邀出席会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前党委书记

贺蓓教授、北京友谊医院执行院长辛有清教授、张家口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王玉萍、北京中康

时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细忠、天津宁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东柏、北京房山区卫生局

的领导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六位来自医院和卫生局的管理者就医院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研讨。

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辛有清院长结合北京友谊医院的历史和办院特色畅谈了ñ医院文化理论创新与

实践ò的问题；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王玉萍则以ñ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打造卫民服务品牌ò问

题，介绍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近年来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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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来自民营医院的北京中康时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唐细忠董事长以旗下的北京京顺医院为代

表，从企业管理入手，将企业文化与医院文化相结合，从京顺医院的文化建设细节为大家详解了如

何将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用到民营医院的文化建设中ò；天津宁河县人民医院李东柏副院长，从

构建和谐医院安全文化的角度，介绍如何控制和监管医院医疗不良事件，说明了医院文化建设在避

免医疗不良事件的重要作用；而来自北京房山区卫生局的代表张冰从医疗行政管理的角度，结合北

京市房山区卫生局的具体工作，阐述了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介绍了房山区卫生局在ñ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和谐医患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ò方面开展的工作情况。 

    研讨会主题报告结束后，北医三院的前党委书记贺蓓教授以“本分”为关键词，回顾了多年来

党委工作经历，以及她在医生家庭里的成长经历，并结合自身在“非典”中的亲身经历，畅谈了一

位医生对医师职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贺蓓教授的发言真切感人，强调了医生的本分，

直抵本次会议的主题之根本。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党委书记王玥教授也结合会议发言谈了自

己的认识和想法。最后，卫计委直属机关党委鹿文媛副书记对各位演讲者的发言逐一进行了评论，

并再次阐释了主办本次会议的宗旨，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在现实的医疗工作中，医学技术是医疗质量的重要保障，但医务人员的精神生活不可忽略。通过医

院文化建设，培养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和职业神圣感，增强医院的凝聚力，打造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和谐的医院文化是每一位医务人员需要付出实际行动的努力方向。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医学人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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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 月 7 日晚 18：30，第七届北京大学医

学人文周之微电影大赛在逸夫楼 209 报告厅举行。此

次比赛得到医学部各院系学生们的热情关注与积极参

与，活动组织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征集到同学们

精心创作微电影作品共计 15部。经过校内评委的初审，

四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最终的决赛展映环节。 

活动现场，能够容纳二百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

现场师生观众与评委嘉宾们共同欣赏了四部微电影作品，大家不时为影片中同学们的精彩表演报以

热烈的掌声，同时“演员们”诙谐幽默的角色演绎也不时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笑声。留学生拍摄的

《迷宫 Maze》中富有创意的记忆杀手，充满了悬疑元素；研究生的《神秘日记》把精神疾病患者复

杂的内心世界展现给我们，最后超乎寻常的结局让现场观众齐声叫好；医英各级联谊大片《寻找最

高级》讲述了大学生应该怎样务实而积极的奋斗自己的青春，手法诙谐幽默，引来现场一次次的掌

声，将活动推向高潮；最后 2013级医学英语同学制作的《心洞》将并不存在的形象架构在了现实生

活中，和谐又富含哲思，抛出了一道关于本心与欲望的严肃思考题，为整场大赛画上了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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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邀请到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制片人徐萌，中国内地青年电影导演、

编剧、电视剧编剧张琦，以及驻华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李莎（Patrizia ）女士担任此次比赛的评委。

本次大赛还特邀请了著名影视制作人张军安、《健康报》特派嘉宾记者魏婉迪等嘉宾。北京大学医学

部副主任王宪，医学部学生工作部常务副部长、教育处副处长李红，医学部团委书记焦岩，医学人

文研究院党委书记王玥，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郭莉萍以及石河子大学五位嘉宾老师均受邀出席。

来自北京大学 18个不同院系的学生会主席作为学生嘉宾全程观看了比赛。 

大赛评委从不同角度全面细致地对各部微电影进行了点评，为各剧组的成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评委老师们充分肯定了医学生们从生活中提炼思想付诸艺术的丰富表现能力，欣喜地指出参赛团队完全

具备从事影视行业的潜力，从这些微电影中，我们看到了最纯粹、干净同时有营养的东西。 

最终《寻找最高级》剧组凭借高质量的制作一举夺得最具人气奖、最佳剪辑、最佳导演、最佳男主

角以及最佳影片五项大奖，《迷宫 Maze》荣获最佳女主角，《心洞》以其深刻的主题斩下最佳编剧奖！ 

北京大学第七届医学人文周活动之微电影大赛的参赛人员和观众涉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各个院系

的本科生、留学生和研究生。本次大赛不仅得到广泛关注，而且收获了评委、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和好评。微电影比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师生共同探索医学人文教育的形式，培养医学人文精神的

一次成功尝试。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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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晚，第七届医学人文周之医学人文电影赏析活

动在逸夫楼 702 教室成功举办，此次放映的电影是荣获第 36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最佳影片“火鸟大奖”和第十

届海参崴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 NETPAC奖”的优秀影片《杨

梅洲》。影片导演陈卓、影片女主角小静的饰演者尹雅宁应邀来

到现场，与现场师生共同分享、交流拍摄影片的台前幕后故事，

以及影片所反映出的深层次内容与意义。活动由医学人文研究

院副院长郭莉萍主持。 

影片讲述的是发生在湖南某临江小城，两个命运不同却同样在

命运中沉浮的女孩的故事。生性倔犟的小静自幼聋哑，早年父母离异，如今的她跟着外公和舅舅一

起生活。常年的不能与他人正常沟通异化了她的性格，小静逐渐变得令人难以琢磨，使她滑向了伦

理的边界。警官张昊阳自觉生不逢时，他已鰥居多年，与前妻离婚后一心想再要个儿子，尽管他有

一个聋哑的女儿。酒吧歌手小梅狂放不羁，在与母亲大吵一架后不再回家，但残酷的现实令这个涉

世未深的女孩深感迷茫，她不知如何走下去，只靠貌似坚强

实则脆弱的内心支撑苦苦挣扎，她不知道哪里才是温暖的归

巢，最后投入张警官的怀抱。在此种背景下，父亲、情人、

女儿，亲情与爱情，矛盾与牵绊，展开了一场纠结的搏弈。

剧中演员绝大部分都是非专业演员，用方言对白，最大程度

保留了现实生活真实的质感。影片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背景

下人性的错位、隔离、迷失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对医学生来说，电影《杨梅洲》也是人文思考的起点，它反映了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片中的小静

是聋哑人，对一般人而言，是他者。对于医生而言，病人也是他者。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片子是

医患之间的寓言。健全人不理解或者不愿去小静的世界，就像医生和病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而大

部分的医生也没有努力去理解病人的世界。  

观影结束后，导演陈卓、小静扮演者尹雅宁与现场师生围绕影

片内容、电影中的隐喻、特别是影片中反映出的人性、人文问

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讨论。面对同学们的积极提问，他

们逐一认真回答，并对同学们的深入观察与独特视角表示了赞

赏。陈卓导演介绍了影片的创作初衷，拍摄手法，执导理念，

以及反映出的人性、人文思考，同时分享了电影拍摄过程的一

些细节问题。演员尹雅宁也分享了自己饰演小静的心得感悟，

以及对于所饰角色的理解。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学生会、新媒社） 

http://baike.baidu.com/view/294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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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领略医学之美 感悟生命之真 ” 学生作品展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 这 是 100 年 前 

E．L．Trudeau 医师墓碑上镌刻的座右铭。

100 多年来，伴随人类健康需求变化，医学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以强调“常

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为医生职业重要特

征的这一座右铭，不仅影响力没有减弱，反

而被医界内外人士及医学教育界重提，并成

为现今医生的共同职业追求，“治愈”却依

然是偶尔为之的事情，值得深思！“帮助•

安慰”或许才是医学之本真。无论知识如何

在不同层面上的被解构或是被重构，医学之

本真却是恒定的、久远的。医学知识与技术

的学习与应用，应该始终以人类健康为中

心，专注于对生命的悉心体察和情感交流，

服务于人类美好的生活。 

医学要接近这一目标，医生就必须具备

体察生命、交流情感的理念、知识、能力以

及技巧，所以医学生接受与之相关知识的教

育与培训是医学教育的应有内容。 

对科学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物质世界的局限与可能。对社会的了解，可以使学生知道个

人如何在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时，仍然能克服负面影响，提高生活质量。而对艺术与美的了解，

则可使学生体验到人具有怎样的情感，学会体谅别人，宽容别人；从而更清楚人性的善恶、美丑，

并懂得如何扬善惩恶，绽放人性之美！ 

    美学是专注于人的情感与美感研究的学科。审美活动是依据生命活动，把自身澄明地交付出去，

同时又在交付出去的作为中，把世界带入自己的眼帘，并由此而建立一种与周围世界的生命关系。

通过审美活动，人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变得亲近、热情、融合，我们能够更完整地认识自身所处的

这个世界。 

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美学及医学美学选修课 10 多年，尽其所能给予学生审美思维的训练，帮助

学生以审美的视角观照医学、体验生命。从 2010 年起，课程负责人韩英红老师倡导同学们尝试用有

别于“理性陈述”的“诗性语言”表达生命、健康、人体、医学以及周围世界，并递交作品作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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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学习成果的重要形式。作品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周期间展出，反映强烈。 

2014 年的第七届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周期间，以“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

“领略医学之美 感悟生命之真 ”学生作品展，作品是从 2014 年选修医学美学课程的学生作业中精心

挑选出来的。我们欣喜地看到，同学们对“诗性表达”由不熟悉到熟悉，作品种类由摄影占绝对多数到

画作数量增多，还有诗歌、歌词等形式的创作。单就摄影作品来说，并不是为了摄影而取景，景中有意，

包含了思想、想象与创造，从技巧到内容，都有较大的进步。本期学生的每幅作品，因为配以中英文对

照的题目与文字阐释，使主题的表达图文呼应，情理交融，便于观者走进作品，产生共情与共鸣，完整

地感受作品所要呈现的意境。 

学生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创作过程需要综合使用知、情、意的心智能力，他们慢慢学会了“知

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多向度思考，虽然开始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只要用心激发，我们就会接

近培养学生“用脑分析、用心体验”的育人目标。学生作品（包括没有参加展出的作品）我们看到

了学生对生命、医学的完整理解与情感体悟的萌芽，让我们信心倍增。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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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过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梦蹉跎， 

疑惑失落，犹豫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éé 

    《青春大概》的旋律响起，短剧大赛距离正式开场只剩几分钟。2014年 10月 31日，深秋的夜

晚凉意袭人，逸夫楼 209报告厅内却暖意融融。从比赛团队，到工作人员，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核

对信息，排练动作，互对台词。嘉宾、评委、观众陆续入座，决赛，开始。 

八支队伍，不同专业背景，相同医学情怀。医疗卫生的思考，公民健康的忧虑，社会热点的讨

论，通过英文短剧的独特形式，加之戏剧冲突，浓缩在小小的舞台。参赛演员个个拿出看家本领，

表情动作夸张又不失分寸，道具制作简单又十分传神。ñ演员ò们生动而精彩的演绎不时赢得现场师

生的阵阵掌声。 

    中场时间，外教 Lesley 带领口语角的同学合唱了<Lean on me>与《青春舞曲》的英文改编版。

动听的歌声，优美的旋律，将现场气氛推到了新高潮。 

    短剧表演完毕后，几位评委老师分别就短剧的不同方面做出点评，他们对于同学们在表演中表

现出的活力、创造力、不断尝试的热情以及专业的水准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各组短剧的选题都具

有很强的现实性，并且都有自己的思考，这对于同学们今后走向社会，实践医学具有很好的帮助。 

    本次大赛评委有对外经贸大学 Daniel Vuillermin,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

晔，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以及香港大学赵欣怡。我们还邀请到了匹兹堡大学

Michael Zigmond，教育处副处长续岩，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琦，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红梅，医

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公共教学部党委书记王玥，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郭莉萍以及公共教学

部外教 John Davy。各位嘉宾不仅在百忙中到场，全程认真观看了短剧作品，更为参赛队伍的剧本

以及演绎做出了细致地点评。 

经过评委们对表演技巧、语言和主题的认真评分，各项大奖实至名归。一等奖剧组《Let me 

go》、《Mistake》，二等奖剧组《A special form of life》、《What am I supposed to do?》，三等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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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Doctor, is it a boy?》、《Kill or cure》、《Heal the world》、《save or not》，感谢他们赛前精心

的准备和辛苦排练，为我们献上如此精彩的精神食粮！ 

    本次医学人文周系列活动之英文短剧大赛在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公教部学生会的共同努力，

以及各参赛队伍的认真参与下圆满落下帷幕，为医学人文周活动精彩收尾。非常感谢到场观赛的各

位同学，短剧一舞台，社会大视角。 

医学人文周，我们来年再相会。期待更新更高水准的作品！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学生会 张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