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叁 孝道核心在乎“侍疾”
我国古代护理多由家庭成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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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千上万的医护工作者义无反顾地勇担重任、救助生命，留下了最美逆行的事迹。
在地球上，疾病与生命同时出现，人类繁衍发展、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包括一部与疾病斗争史。在这场不

见硝烟的战争中，人类对于同伴的护理也逐步成熟——从远古时代的同伴护理、数千年的家庭护理、社会组织
护理到现代医学护理，护理活动始终追随着人类发展的脚步。从护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护士职业，闪耀着爱心
与责任的关怀之光，重要性日益凸显。

护士 闪耀爱心与责任的关怀之光

希腊神话的护理女神
被看作是护士化身

在古希腊人的神话里，保护人类
生命健康的角色也多为女性。阿斯克
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医师，围
绕着他的家族女性成员多与护理有
关：他的妻子是抚慰女神厄庇俄涅，
他的几个女儿中有痊愈女神伊阿索，
医药女神帕那刻亚，健康女神阿克
索，以及协助阿斯克勒庇俄斯照顾病
人、被看作是护士职业化身的护理女
神许革亚。

医学科技曙光尚未照入人类疾苦
的时代里，早期的护理和医疗一样，
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古埃及、古
巴比伦和古印度的寺庙通常兼顾医疗
功能，祭司和僧侣会用巫术符咒来进
行医疗和护理。

在公元前 6 至 5 世纪的古印度地
区，婆罗门教的经典 《吠陀》 记录了
道德及医疗行为的准则。印度的 《妙
闻集》 记载了治疗过程中的四要素：
医生、病人、药物和男侍者。《阇罗迦
集》 也专门提到了对侍者护理工作的
要求：“侍者必须心灵手巧，必须具有
纯洁的心身，必须掌握药物配置和调
制的知识，以及对病人的忠心。”

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巴勒斯坦
省的基督教宣扬“神爱世人”，但只有
对救世主耶稣深怀虔诚信仰，并且

“爱人如己”的教徒死后方可追随耶稣
进入天国。由此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
中，照顾病患、帮助伤残、接济贫苦
的民间慈善组织随之兴盛，护理志愿
者的队伍也由此壮大起来。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护理事业
是从基督教发展中诞生，这基于两个
关键节点。一是在公元392年，基督教
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认可，地位上
升为国教，原有的护理慈善行为也因
此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为老人设立
的养老院，为残疾人、弃婴提供的收
容所，为旅行者建造的驿站，为麻风
病人特设的隔离院里，都有大量的医
疗救治与护理人员。公元6世纪，意大
利修士本尼迪克特创办了圣本笃修
会，首次在修道院里开辟医务室，由
修士们为当地病患提供医护救助。从
此，欧洲的修道院大多有了可以照顾
病患、伤残的医务室，修士和修女们
是其中的主力医护成员。

另一个与护理行业有关的关键节
点是十字军东征。长期远征和惨烈作
战之后是伤员累累与疫病流行，于是
十字军东征的队列里又有了十字军救
护团。此时男、女医护人员都有参
与，分工上男救护团主要负责运送伤
员、采取急救，女救护团则在医院协
调运行、护理伤病员。战争结束后，
一些救护团队仍然延续了下来，例如
1106 年伦敦新建的圣托马斯医院，就
是圣奥古斯丁兄弟会派男护士组建起
来的。可以说，十字军救护团推动了
欧洲医院的发展，其宣扬的博爱、奉
献精神也在医护工作者中得以传递。

“提灯女士”南丁格尔
创造护士职业并建起世界第一所护校

不过，中世纪基督教会的作用
对于护理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在教会对基督徒牺牲奉献
的宣导下，修道院和收容所里有专
职的修道士与修女担负起此项受世
人尊敬的工作。另一方面，神学控
制下的医疗水平在中世纪的阴影笼
罩中缓行，依附于医疗技术的护理
技术也裹足不前。虽然 1517 年马
丁·路德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使医
学挣脱了教会的束缚，人体解剖与
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让文艺复兴之
光也照入医学，然而，在宗教改革
更彻底的那些地区，如英国，与医
学开始割裂的护理业情况不但没有
好转，反而更陷入泥潭。

1845年，25岁的弗洛伦斯·南
丁格尔跟家人坦白自己想学习并从
事护理的志向时，遭到了父亲的反
对。剑桥出身的南丁格尔父亲难以
想象，自己贵族出身的女儿想要去
从事如此卑贱的职业——因为宗教
改革，慈善所数量锐减，医院的医
护工作者门槛也大大降低。低廉的
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只能招来贫
穷的老妇人。医院病房的传染和死
亡率极高，人们避之不及。整个英
国差不多都是这般光景，更不用说
前线的伤病医院。1854年克里米亚
战争爆发以后，英法战壕背后的医
院环境相去甚远——法国伤员背后
有天主教慈善女子修女会女护士的
精心照料，医院整洁有序；而英国
伤兵们的病床紧挨，病房脏乱污
浊，因在战场外感染疾病，以及伤
员缺乏适当的护理而伤重致死的原
因叠加，导致战争初期英国伤兵的
死亡率高达42％。

南丁格尔改写了这一数据，将
伤病员死亡率降低到了 2.2%。出生
于1820年的南丁格尔，很早就立下
了护理的志向。在南丁格尔所处的
时代，美国和欧洲已经出现了一些
护理学校，培训学生简要的解剖
学、生理学课程，专为医生培训助
手。16岁那年，南丁格尔不顾家人
反对，师从牧师西奥多弗里德尔，
在德国凯塞威尔斯城附属教会的女
执事训练所学习护理，后来又去撒
斯韦尔基督教女执士学校进行系统
学习。1853年她回到英国，任伦敦
患病妇女护理会监督。第二年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南丁格尔应前线召
唤，带领38名职业护士赶赴克里米
亚野战医院工作，成为该院的护士
长。利用游历欧洲时系统学习过的
护理组织方式，南丁格尔给战地医
院带来了战地急救的配套护理、病
房里通风整洁的环境、清洁的水
源、有助于恢复的健康食物。她在
1856年任军医院妇女护理部总监，
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因为每晚提
着油灯巡视病房，又被人尊称为

“提灯女士”。
南丁格尔的事迹让人们认识到，

护理绝不是低贱的工作，医护应当一
体并且享有同等的尊敬。南丁格尔的
身体力行，不仅提升了护理的形象与
社会地位，而且她率先建立护士培养
与工作规范，创造了护士这一崇高的
职业。因此，南丁格尔成为现代护理
业的第一人。1860年，她用南丁格尔
基金，在圣托马斯医院内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
学校。在世界护理史上，该校的建立
象征着护理教育制度的正式诞生。

为了纪念这位护理业和
护理教育的开创者，每年的
5 月 12 日被定为世界护士
节。1907年国际红十字组织
设立南丁格尔奖章，这是国
际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奖。奖
章正面印有弗洛伦斯·南丁
格尔肖像，反面刻有“永志
人 道 慈 悲 之 真 谛 ”。 截 至
2019年，中国已有80人荣获
南丁格尔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吴又可所著的
《温疫论》。时值崇祯十五年，《吴江县志》
记载吴县连年疫病，吴又可结合临床实践，
首次提出要把温疫与伤寒杂症区别对待，创
立“戾气”病因学说——“温疫之气从口鼻
入”，因此特有一套医疗护理方式。而现存
古代医学文献里，最全面论述护理知识的莫
过于钱襄的《侍疾要语》——除了生活饮食
护理，要语里既有药物加工、调制、饮用的
用药护理，也有“久病消瘦，皮肤或碎，须
垫以灯草圈则痛处不着褥席”的长期卧床防
褥护理，还特别强调了精神护理的重要性：

“当病之时，尤须加意体察，务求转怒为
欢，反悲为喜。”

与西方护理的精神核心一样，我国古
代的护理出发点也是基于仁爱的人文精
神，所谓“医者仁心”“医者，生人之术
也。”但东西方的护理发展差别在于，基于
基督宗教组织下的西方护理工作多发于修
道院、慈善所等社会组织，我国古代的医
护活动则主要围绕着儒家的仁爱、礼仪和
孝道进行，尤其是孝道。孝道的核心在乎

“侍疾”，“侍疾”的核心又在乎“侍亲”，
所以我国古代的护理工作大多数时候是由
家庭成员完成的。

从先秦到汉唐，对于家中病人的护理是
儒家礼仪规范的重要部分。“身莫离床，衣
不解带，汤药亲尝，祷告神祇，保佑安
康。”（摘自唐中期《女论语》） 北宋时候
起，司马光把护理列为居家礼仪重要事项：

“凡父母姑舅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
尝药饵而供之。”朱熹则更进一步，在《朱
子全书》的《家礼》里把照顾家中患病长辈
时候子、女、儿媳各自的分工予以明确。之
后出现的各种《家训》，家庭疾病护理的内
容越发详细，孝子侍亲“无所不用其极”。

现代医疗护理中，护士身兼关怀照顾
者、医患沟通者、多方协调者、病房管理
者、健康教育者等多重使命，更是个体生
命与尊严的保护者。护士所有的工作都源
自爱心和责任，这是护士职业由古至今一
脉相承的人文主义精神。 据《北京日报》南丁格尔南丁格尔（（中中））与护士们合影与护士们合影。。

奋战在武汉奋战在武汉““抗疫抗疫””一线的女护士一线的女护士。。

中国传统医学强调“三分治，七分
养”，“养”在实践中常常指向护理。这种
医、护、药一体的治疗文化，使得护理相
关的史料记载丰富翔实。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战国时
就有的热熨护理术。始著于秦，成于西汉
的四大医学经典之一——《黄帝内经》 详
述了对病人的生活和饮食护理、病情观察
以及护理诊疗。写于东汉时期、同列经典
之著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临
床护理理论的先河。而对于产妇及婴幼儿
的护理，则在唐代孙思邈的 《千金方》里
有着详细的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