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技、 求艺、 求道———这是医生

的三重境界。” 孙颖浩常常对刚工作的

医生们说， “求技让你成为医生， 求艺

让你成为优秀的医生， 而求道才能让你

成为真正的临床科学家。”
多年来奋战在前列 腺 癌 疾 病 治 疗

第一线 ， 孙颖浩看到当代医学 界 ， 往

往太过于强调技术上的进步 ， 却 忽 略

了人文层面的关怀 。 “医生 ， 始 终 是

帮 助 人 温 暖 人 的 职 业 。 ” 孙 颖 浩 说 ：
“有 100 个病人， 99 个都治好了， 只有

1 个没治好， 从这个病人的角度来看 ，
就是 100℅的不成功 ！” 他如此形象地

形容自己口中常常提到的 “仁心”， 告

诫年轻医生要对每个病人都尽百分之百

的努力。
唯有常怀仁心， 方能施以医道。
古拉丁语中有句谚语， 叫做“医学是

最高贵的艺术” （Medicine is the noblest
of all arts）。 艺术需要原创， 唯有原创

的艺术品才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孙颖浩

认为， 作为一名医生， 不能在各种科学

指标的量化考核面前迷失了自己， 甚至

丧失了医生应有的价值观， 那样就变成

了高级技工。 现代医学的发展呼唤医生

的 “原创性”， 要大胆地创新和突破， 才

能真正帮助到病人， 才能切实促进本专

业本学科的发展。
唯有不断创新， 方能得以永恒。
目前， 前列腺癌在我国以 12.9%的

增长速度逐年高发， 日益成为泌尿男生

殖肿瘤发病第一位的疾病， 临床上大批

患者以渴望的眼神看着医生， 期盼着诊

疗技术能够进步、 进步、 再进步一些。
“面对癌症， 手术并不是唯一的方

法 ！” 尽管拿了多年的手术刀 ， 如今 ，
孙颖浩却有所选择地以物理能量治疗代

替手术， “外科医生的伟大之处在于敢

在上帝的艺术品上动刀子， 这是因为我

们有着对人体解剖的深刻了解， 但是外

科手术却又是通过破坏解剖结构来实现

的。” 孙颖浩认为， 如何能够通过最小

的创伤达到最优的治疗效果， 应是当代

肿瘤外科医生普遍深刻思考的问题。
物理能量治疗， 就是通过电能、 热

能、 激光等方式， 针对肿瘤区域， 精准

进行靶向治疗 ， 具有创伤小 、 副 作 用

少、 恢复快等优点———这也就是孙颖浩

口中常讲的 “无刀胜有刀！”

从牵头构建前列腺癌多层次早期诊

断体系 、 到创建开放 和 微 创 前 列 腺 癌

改良根治术 ， 再到创立前列腺 癌 围 手

术期危险分层评估体系 、 前列 腺 癌 物

理能量治疗中 心……一 系 列 孙 颖 浩 提

出的专业术语背后 ， 是他坚守 在 临 床

一线度过的 20 多载岁月， 是他在全国

60 多所三甲医院已广泛铺开的关键诊

疗技术 ， 当然 ， 还有 2 万余名 已 重 获

新生的患者。
医学有崖， 大爱无疆， 孙颖浩就是

这样一点点拓展着医学的边界， 改变着

患者的命运。 在小小的前列腺上， 让肿

瘤治疗绽放出最闪耀的光芒， 成就了一

个肿瘤医生的艺术！
“胸怀天下 ， 济苍生 ， 安黎 元 ”。

作为一名军医， 孙颖浩秉持着 “达则兼

济天下” 的愿望， 他反复自问： “我已

经在专业上取得了成就， 那么为国家、
为推动整个泌尿外科学科的发展， 我还

能做什么呢？”
在他的号召下， “扁鹊医师团” 应

运而生。 自 2016 年起， 孙颖浩带领医

师团走进全国各地的基层医院 开 展 义

诊， 积极帮助患者解决病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早在 2013

年， 孙颖浩就倡导并身体力行带领一线

城市的中青年专家走进基层， 将最先进

的手术、 治疗知识， 方法与更多的泌尿

外科同仁们交流 。 2017 年 ， 他推行的

“研究型医生、 研究型科室” 医疗模式获

得中国医院科技创新一等奖， 多项人才

国际交流计划启动 ， 分 享 的 果 实 沿 着

“一带一路” 走了出去， 更多的中国泌尿

外科人被推到了世界舞台上。 正如孙颖

浩所说： “没有中国， 世界泌尿外科不

会奏响学术交流的交响乐。”
在成长历程中， 孙颖浩一直没能忘

记， 研究生导师马永江教授曾对他说过

这样一段话： 当你对待别人的时候， 要

学会雾里看花 ， 看人家身上美 好 的 地

方； 而当你面对工作、 学习的时候， 就

要学会用放大镜、 望远镜去看， 看得越

清楚、 越深远越好。
医海泛舟数十载。 多年来， 孙颖浩

正是一手举着 “望远镜”， 一手拿着 “放
大镜”，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在山重水

复中打磨着自己的 “仁心” 和 “创新”，
演绎着一名人民军医的执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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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肿瘤放疗领域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
士、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 山东省肿瘤医
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委员

于金明：

一个医生的基本底色是善良
山东省肿瘤医院， 闻名遐迩。 一个

医生曾这样说， “过去中国最好的放疗

专 家 、 最 好 的 放 疗 中 心 是 在 北 京 和 上

海， 现在是在山东， 在济南， 在于金明

院长的山东省肿瘤医院。”
于 金 明 有 很 多 身 份 ： 科 学 家 、 院

长、 院士、 教授……这一切， 绕不开他

作为一个医生的底色 。 从 1983 年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肿瘤医院算起， 于

金明从医已 35 年。
曾有记者问于金明： 在你眼里， 一

名 肿 瘤 患 者 和 一 个 普 通 患 者 有 什 么 不

同 ？ 他 说 ， 肿 瘤 患 者 只 有 一 次 治 疗 机

会， 如果首次治疗是规范正确的， 很可

能这个病人就能治好； 如果是不规范甚

至是错误的， 一旦肿瘤复发或转移了，
再行补救治疗， 那治疗成功的希望会变

得非常渺茫。 所以， 肿瘤医生要对自己

有更高的要求。
这是一个肿瘤医生对自己的定位。
1983 年毕业后 ， 分配到 山 东 省 肿

瘤防治研究院从事肿瘤放射治疗工作；
1988 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 放

射肿瘤中心学习 ， 1990 年 5 月被该 中

心 聘 为 副 教 授 ； 1993 年 听 从 祖 国 召

唤 ， 放 弃 了 在 美 国 优 厚 的 待 遇和工作

生活条件， 回到山东省肿瘤医院任放疗

科主任……从于金明的履历看， 他接受

过中国、 美国的医学培训。
也就在他留美归来的第二年， 1994

年起， 于金明在医院放疗科开始用英语

查房。 这样做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提高

科室成员的英语水平？ 这只说对了一半。
于金明的这个倡议还包裹着一个柔软的

想法： 避免对肿瘤患者造成恶性刺激。
这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医生， 也是一

个肿瘤医生的治疗艺术。
“大多数肿瘤患者内心其实是很恐

惧的， 我们需要比较艺术地规避一些刺

激。” 在他看来， 对很多肿瘤患者隐瞒病

情， 也许是一个肿瘤医生不得不面对的

事实。 面对一个也许根本治不好的患者，
医生仍然要鼓励患者， 要用一颗爱心、
一个微笑， 把希望与信任传递过去。

美国此前有研究统计显示， 肺癌病

人的治疗效价比是最低的， 一年花费几

十万甚至百万， 换来的是多活两个月。
这真的有意义吗？

临床上， 于金明也见过很多患者 ，
为了看病， 把果园卖了、 房子卖了， 倾

家荡产， 最终连一片可以遮风挡雨的屋

顶 都 没 了 ， 而 治 疗 的 结 局 却 摆 在 那

里———并不乐观。 为此， 医生应该扮演

什么角色 ？ 仅仅谈科学 、 谈技术 ， 只

追求多活两个月吗？
多年的临 床 感 悟 让 于 金 明 把 治 疗

肿瘤分成三个层次 ： 第一是病 ， 这好

比种子 ； 第二是病人所处的经济社会

与家庭环境 ， 这好比土壤 ； 第三是个

体 ， 就是患者本身 。 他总是不忘提醒

自己和学生 ， 永远不要忘记肿瘤是长

在人身上的 ， 这三个层次不可分离着

看 ， 医学本质是治人 ， 是治疗生病的

人 ， 而 不 是 那 个 病 ， 在 下 每 个 诊 断 、
制定每次诊疗方案时 ， 扪心自问 ， 这

真是对这个患者最合适的方案吗 ？
于金明说 ， 如果与肿瘤的相逢是

一场战役 ， 它不管你是医学博士还是

硕士， 会还以 “相对应的颜色”， 医学

是根本无法量化的 ， 它是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结合 。 也或者说 ， 医学是

一门艺术 ， 医生是一个艺术家 ， 而这

份对医学艺术的感悟 ， 需要多年的累

积与感悟。
过去半个世纪 ， 医学界对肿瘤治

疗 的 理 解 有 飞 跃 发 展 ， 期 间 有 过 停

滞 ， 有 过 瓶 颈 ， 但 总 的 趋 势 是 向 前

的 ， 肿瘤治疗经历了经验医学 、 循证

医学 ， 到如今的个体化医学 、 精 准 医

学时代。
于金明以前喜欢打乒乓， 他着迷于

打乒乓这项运动对精准的把握。 他说，
医学治疗何尝不需要这样的精准性。 于

金明看准了精准医学这个方向， 他是我

国现阶段开展肿瘤精确放疗新技术、 新

方法的开拓者之一。
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 于金明感觉

到， 要当一个好医生， 首先愿景与目标

要高， 如果定在 60 分， 努力努力再努

力， 也只有 60 分， 满足了； 而如果目

标是 100 分， 可能经历千辛万苦， 能拿

到 80 分乃至 90 分。 其次， 医者要脚踏

实地去推进自己的想法。 第三， 要有毅

力与情怀， 因为开拓的道路永远不是一

帆风顺的。
于金明很喜欢美国梅奥诊所的一个

院徽， 这是一个一体两翼的结构， 两个

翅膀分别代表科研与教学， 而临床就是

体， 就是医学之本。
“一切医学的探索与进步都是围绕

着临床， 围绕着患者的获益与幸福。 每

个生命都是不可再生的， 都只有一次，
弥足珍贵。” 于金明说。

医学人文的回归， 是对生命的尊重
中国医学名家谈肿瘤治疗的医术与艺术

孙颖浩：

仁心和创新
是医者的

永恒信念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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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 、 中国工程 院 院 士 、
亚洲泌尿外科学会前任主席、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
科分会主任委员、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泌尿外
科主任医师、 教授

秦叔逵：

医学是科学与
人性之光的结合

同是肿瘤医生，秦叔逵说起中美医生

的差异：中国医生往往“含蓄”告知病情，
为的是要给病人生的希望。 美国医生比较

直接，通常会告诉病人“中位生存期”。
“这 样 做 的 好 处 在 于 ，病 人 可 以 更

主动地安排接下来的生活， 坏处是，可

能就此击垮病人，说不定由此缩短了生

存期……这是两难。 ” 几乎半生与肿瘤

过 招 ， 秦 叔 逵 有 一 个 越 来 越 强 烈 的 感

受：对待肿瘤患者，人文关怀、树立信心

也很重要。
“医 学 包 括 着 艺 术 的 成 分 ，这 不 是

文人雅士的清淡，而恰恰是对人性的尊

重。 我们看病是在看人，不仅要把病看

好，更要关怀心灵。 内科医生常说，三分

靠药，七分靠精神。 大多数人谈癌色变，
对治疗充满恐惧，我们必须在治疗同时

辅以情绪开导、科学宣教。 ”他说，肿瘤

的生存期跟肿瘤的种类特性 、 患者个

体的意念与心态 、 经济条件等综合因

素相关，医生不是生命判官 ，生存期也

着实难说。
出身医学世家，秦叔逵从小立志学

医。 选择肿瘤方向，是因为他认为这个

领域有太多挑战、 难题需要去攻克，这

深深吸引着他。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手上的肿瘤

化疗药物不超过 10 种，而且药物低效、
高毒，病人副反应很大 ，以至于在病房

里听到化疗药物的输液车推来了，病人

就先开始吐了，心理阴影巨大。 而今，新
药层出不穷，并且高效、低毒，一大批患

者受益。 ”过去 20 多年，秦叔逵见证着

中国乃至世界肿瘤医学界翻天覆地的

变化：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等肿瘤治疗新技术获得突破

性进展，患者生存期延长了，生存质量越

来越好。由于带瘤生存成为可能，世界卫

生组织还把肿瘤与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并称为三大慢性病。
不过 ，秦叔逵也很清楚 ，对 有 些 肿

瘤患者 ，比如晚期肿瘤患者 ，是治不好

的。 但医生、医学，什么都做不了了吗？
并不是。 人文关怀、心理抚慰有可能改

善治疗结局 ，这包括延长生存期 、提高

生活质量。
从医 45 年，秦叔逵看过不计其数的

病人，最难忘的是老师马永泉教授。他是

我国近代内科学创始人之一， 老湘雅毕

业，肿瘤专家，自己也是一个肿瘤患者。
上世纪 80 年代，老先生被查出结直

肠癌，属较晚期，做了手术。那个年代，药
物很有限，他在治疗后反应很大，硬是挺

了过来。 到 90 年代后期， 老先生 80 多

岁，又被查出肾癌。这次手术没法做到根

治，当时也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手术

后靠化疗和中药联合治疗。 老先生一直

活到 95 岁，三年前去世。
“老 先 生 有 很 好 的 科 学 素 养 。 比

如 ，他 学 过 中 医 ，也 喜 欢 中 医 ，但 中 医

讲忌口 ，他并不唯信 。 他认为只有相对

忌口 ，比如拉肚子时要少吃 荤 腥 ，并 没

有 绝 对 忌 口 ，为 此 ，他 还 专 吃 鸡 肉 ，他

说 ， 如果不 加 强 营 养 ， 化 疗 怎 么 扛 得

住 。 另外 ，他很风趣 ，崇尚运动 ，平衡饮

食 ，还把乐观的心态传递给 病 友 。 ”在

秦叔逵看来 ，面对肿瘤 ，老 先 生 是 科 学

与人文结合 的 典 型 ， 他 以 自 己 的 亲 身

示范告诉患者 ，也提示着医 生 ，在 关 注

肿瘤医学进 展 的 同 时 ， 也 要 不 忘 关 怀

患者的心灵 ， 这 可 能 是 给 绝 望 患 者 的

另一颗救命良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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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消化系统肿瘤诊治专家、 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 全军肿瘤中心主
任、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 中国临床肿
瘤协会副理事长

良医修良术！ 在人类与肿瘤 “过招” 的百年历史上， 一代代医学专家拓荒前行， 从外科手术到化疗、 放疗、 靶

向治疗、 免疫治疗……人类取得过很多彪炳战绩， 但走进今天， 谁也不敢说完全征服肿瘤。
当肿瘤逐渐成为一种蔓延全球的慢性病， 今时今日， 我们当如何看待肿瘤， 如何面对肿瘤患者？ 是应该相信依

靠技术能消灭所有疾病乃至肿瘤， 还是对生命保有敬畏之心？ 是信奉 “技术至上”， 还是承认医学技术的局限， 以

医学人文之光来拓展救治病人的边界 ？ 1964 年 ， 美国大学医学生在 “希波克拉底誓言 ” 中加入了这样一段话 ：
“我要牢记， 医学既是科学， 又是艺术， 温暖、 同情和理解， 可能比手术刀或药物更为有效。” 可见， 高尚的医德与

对人性的关照是全球从医人共同的核心品德。
融医学之严谨， 于治疗之匠心， 3 月 3 日， 一场医学与艺术的大戏 “CSCO-赛诺菲肿瘤治疗艺术高峰论坛” 将

在上海拉开帷幕。 作为业内最高水准的肿瘤学术交流平台， 名医大家将共聚浦江， 畅谈中国的肿瘤学进展与热点，
探讨肿瘤治疗的医术与艺术。

于金明

秦叔逵

孙颖浩

肾癌细胞

卵巢癌细胞

乳腺癌细胞

肺癌细胞

显微镜下看肿瘤细胞，
画风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