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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教育"

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人文精神对现代护理理念构建的启示

刘 丽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骨一科!新疆 石河子 67!++6#

!摘 要" 通过对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人文精神的挖掘和整理!构建现代护理理念$ 中国儒家%道家%医学%佛学护理思想中蕴

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表现为&阴阳中和’%&恬静少私’%&天人合一’的护理理念!注重心理护理!但抑其太过!强调和谐统一!但缺

少科学精神!具有古代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 随历史和文化境界变化!护理理念会遇到不同文化形式的挑战$ 现代护理理念应

体现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的人文精神!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补原则!以人为核心!维护人的健康权利!肯定人的健康在其

生命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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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文化发展核心! 把人作为主

体存在的一种文化思想$护理以人及其健康为对象!
其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护理对人生命健康的关怀$ 建

立在中国人本精神及其深厚哲学基础上的传统护理

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文

精神$ 通过对传统护理理念中人文精神的挖掘和整

理! 对丰富和完善现代护理理念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 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人文精神形成的思想文化

基础

!"!# !"#$%&’() 在中国古代!&养生’泛

指现代意义上的护理$ 儒家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

看待养生!&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思想

集中体现了儒家对养生的认识!通过&立德%立功%立

言’获得社会对个体的认同!以实现&死而不朽’的生

命价值追求$在儒家看来!养生履行的是一种道德责

任!修德重于养体Y, Z$ 儒家从人社会生命健康的角度

规范养生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人自然生命的社会性!
表现出重视人价值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
!"$# *"#$%&’() 道家主要从人与自然

统一的角度看待养生!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老子+
二十五章,-的论题!阐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道赋

予人以形体和生命!人的意义就是养生!就是&保身%
全身%养生%尽年’)*庄子+知北游,-$孟子的&浩然之

气’)*孟子 8!=X公孙丑,-养生说!为历代气功养生

家们所重视Y ! Z$ 道家从人自然生命健康的角度规范

养生的意义!强调人自然生命的自然性!毁损和否定

了对人生命的宗教禁欲主义! 包含了对人异化现象

的深切感受和悲哀!具有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
!"%# +,#$%&’() 医学吸收道家思想形

成医学养生说!其代表作是*黄帝内经+素问,Y 7 Z$ 医

学养生学将影响身心健康的有害因素分为 &内伤’
)社会因素-和&外邪’)自然因素-两类!提出了&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的保健思想!正是强调主体状态与

主观状态对维持身心健康的主要意义$
!"&# -,#$%&’() 佛学从人的精神性角

度看待养生!追求超越生死!解脱成佛!以精神感悟

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佛学与道家思想结合后!
佛学中国化为佛学禅宗! 并形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

&魏晋风度’的&清淡玄远寄情山水!饮酒食药避祸祈

福’的养生观!崇尚嘉遁和隐士生活!鄙薄仕禄!以使

精神进入玄远的境界Y # Z$ 佛学禅宗尽管还没有完全

挣脱宗教性的神秘形式! 但事实上已经由神本主义

倾向了人本主义!特别是&魏晋风度’所表现出的对

!收稿日期"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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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的怀疑与对人性的觉醒! 促使人们悉心探索人

生的本性!促进了人们对形体养生的重视"

! 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人文精神的内涵

!"#$$!"#$%&’(()$*+,-./0 #阴

阳中和$是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维持健康的目标%中

国古代将人身体各器官组织之间的联系以&阴阳$概

念进行功能描述%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

命全形*+!将人体视为复杂的阴阳结构,&阴阳和戾!
疾病乃起$’(素问-生气通天*+!健康丧失的原因!在

于阴阳失调! &阴阳中和$不仅体现了人体生理机能

的变化规律!同时也体现了社会.自然界发展变化的

根本法则!西汉大儒董仲舒说/&能以中和理天下者!
其德大盛0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

道*+!以自然生命的合规律.协调和谐发展为生命的

价值追求%&中和$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主要强调人顺

应符合自然的一面!从人类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实际

上是我国古代哲人对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的人化$
这一客观历史现象的一种揣测和窥视! 它使人生命

健康在感性欲求和社会伦理道德中达到和谐统一!
使人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
!"!$$12345&’(()$*+,-./0 &恬

静少私$是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维持健康的方法%老

子主张&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的养生观!&致虚极!守

静驽$!&归根复合$’(老子-十六章*+! 不为物欲所

累!不为色情所忧0以淡泊虚明为怀!以清静无为为

境% 庄子主张&形神兼顾!抱神以静$的养生观 # $ %!超

越认识主体的限制!忘掉物我彼此的差别%(太平经*
认为安神的决窍在于静和安乐 # & %!&恬静少私$所体

现的人文精神内涵! 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当时在动乱

变革时期人们悲凉痛苦的境地!摆脱被&物$所统治

的异己力量!为保全生命.坚持节操开辟一条洁身自

好的道路0另一方面通过恬静少私的方法!使人超越

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 从中获得生

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意趣% 虽然这种方法不是主动选

择!以实际行动来取得个体的独立!但却是人性的觉

醒0 虽然这种方法不过是一种心理的追求和精神的

幻象!但只有经过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人

格的独立和追求%
!"%$$$16*789’(()$*+,-./0 &天

人合一$ 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

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健康追求的理想%
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养生是一个整体概念!北宋程

颐对传统养生思想有一段精彩的阐发/&推养之义!
大至于天地养育万物!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与人养

生.养德.养人!皆颐养之道也%动息节宣!以养性也0
饮食衣服!以养形也0威仪行义!以养德也0推己及

物!以养人也$’(周易-程氏传*+!养己.养人.养物三

者相关联!相互促进!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天

人合一$是要人以天地法则为自我法则!以天地间的

生命精神为自我的生命精神!&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

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传-乾*+% &天人合

一$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内涵!是要人超越自我生命的

局限性!在天地之间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这是一种

本于宇宙自然法则的自然人本主义精神! 是追求人

与宇宙生命系统和谐一致!是一个升华的精神境界%

" 传统护理理念的不足

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认为! 心身疾病或心理生理

疾病的主要特点! 就是存在着生活事件致使心理产

生重要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情绪变化!诸如焦虑.
抑郁.惊恐.悲观.绝望等情绪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当

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护理强调心理护理!追求

精神自由境界! 对引导人们寻求在现实世俗生活中

取得平和与幸福有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以恬静少私

作为养生的方法!强调排除一切欲望杂念!使情绪保

持稳定平和! 又使人的心理欲望常常处于抑其太过

的状态% 有没有&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划分生

物非生物的一个重要分野!其它生物的&欲$是维持

现有的生存!一般不会突破自身!而人由于具有创造

性和更新性的智慧!因而人的&欲$最大特点是不断

的超越!永无满足!正因为如此!&欲$是人类前进且

永无止境发展的原始动力% 中国传统护理理念强调

对道德精神的追求!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实际变革!在

对自然规律的经验性把握中缺少一种遵循科学的精

神!缺乏超越自然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

# 现代护理理念的构建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的

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在不断深化!并开始寻求新的

健康测量指标! 生存质量正是在这种客观健康水平

提高和主观健康观念更新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一

套评价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 尽管不同的人对生存

质量有不同的认识! 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生存质量

必须包括主观健康指标# ’ %% 主观健康指标关注人性

的自由和提升!注重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为人类的

心灵归属寻觅精神的家园! 这是当今人文精神的一

般文化主题%正是人文精神的这种一般文化主题!为

护理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上的最基本的依

据和各种定位!即护理必须以人为核心!维护人健康

权利!肯定人的健康在其生命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追求一种生命过程中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护理

理念与文化的关系中! 文化构成了护理理念的人文

基础%在现代护理理念的形成和构建过程中!护理理

念必须经过文化的设计和传递! 社会文化决定和影

响着护理理念中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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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普通头皮静脉针短暂留置的应用

徐德静!高必秀!吉改银

"江苏省肿瘤医院 放疗科!江苏 南京 !,+++6#

! ! 虽然目前发达国家与地区已 用 留 置 静 脉 套 管 针 静 脉 输

液!但部分患者由于输液疗程短$经济原因$留置针致穿脱衣

服及洗漱不便$用过留置针未达到预期效果$心理 上 暂 时 不

能接受留置针等原因而采用普通头皮静脉针输液者仍较多%
我科为放疗科!患者会 在不同的时间段去放疗!或 有 部 分 患

者会在输液中途被通知做 78$9:;$< 超等检查!而反复静脉

穿刺会增加患者的痛苦!因此!对部分患者采用一次性 = >1
空针抽取肝素钠液固定于手臂封管以短暂保留头皮静脉针!
取得了较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 方法

对用头皮静脉针输液中因各 种 原 因 需 短 时 间 离 开 病 房

的患者和用抗生素等药需间隔 #?@ A 而无液体维持的患者!
采用一次性 = >1 空针抽取配好的肝素钠液 !?# >1! 连接于

头皮针并静推 ,?! >1!留 ,?! >1 于针筒内!用胶布将针筒固

定!无菌纱布覆盖针筒并再固定!输液卡上记录% 检查治疗完

毕!或者需再次给时间药时!观察局部有无渗漏$脱管$回 血

情况!正常后!重新连接输液装置!观察滴速并记录% 对 BC 例

患者共行头皮静脉针短暂留置 ##" 例次! 成功 #!! 例次!成

功率为 6=56!%

" 注意事项

!5, 仅适宜于各原因短时间离开病房但不离开医院的患者%
本组资料显示&留置时间愈短!成功率愈高% 留置 ! A的成功率

为 6#!!而 D A 仅为 CC!!离开病房的时间不宜大于!?D A%用抗

生素等药物需间隔 # A 以上的患者不宜外出! 及时巡视和观

察%
!5! 留置头皮静脉针宜选择手背或前臂有弹性$ 无感染$较

直的血管!避开关节处!以防活动时针头刺破血管%
!5D 针筒和头皮针的接头处一定要连接紧密并固定好!切不

可造成脱管% 针筒外用无菌纱布覆盖!针栓不可暴露!并嘱患

者保持局部干燥!避免污染%
!5# 为防止渗漏引起局部坏死或静脉炎! 使用化疗药物时不

宜用此法%
!5= 随时观察穿刺部位的情况!如有渗漏立即拔针% 有回血

时!推注肝素钠液 "5=?, >1%
!5@ 使用头皮静脉针短暂留置期间!加强健康教育!将目的$
意义$注意事项详细告知患者!取得患者的信任与配合!减少

不良反应!提高成功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不可抗拒

的力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新科技革命

的挑战! 科学技术所引导的社会文明变得越来越有

理性!技术理性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成了

社会的主导理性观念%然而!技术理性毕竟是一种有

限的理性! 虽然人类借助技术手段的提高扩展了自

己的生存能力!使人的生命进入一个更有保障$安逸

和主动的社会历史阶段! 但技术理性作为一种异己

的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尽管科学技术

以医学的方法和手段从生理上维护了人的健康!然

而技术理性本身并不能真正维护人的身心健康% 科

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对立是存在的! 但当科学价值

被视为人的价值实现的手段时!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是相容的! 科学对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的促进作用

也包括人类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 疾病是人类生命

健康的天敌!而科学则是各种疾病的克星!从这方面

看! 护理理念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维护人的

生存健康的追求是一致的%人的健康!自然躯体健康

是生物基础! 心理健康是促进自己躯体健康的必要

条件! 而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是可以有效地调整和平

衡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人处于最为理

想的健康状况% 人对生命健康的追求是以形成价值

结构为特征的!人既要真$又趋善$又爱美%求真的价

值使人有一个实在性的健康生命存在! 求善的价值

追求!使人在世界环境中$人际关系中$精神追求中

有一个和谐的生命存在! 而求美的价值追求则使人

有一个越来越完美$全面发展的生命存在E BF% 诸价值

在生命存在中统一为一体!一旦缺乏某一领域!人的

生命存在就成为有缺陷的!或者病态的%现代护理理

念应体现中国传统护理理念中的人文精神! 注重科

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补原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的历史和文化境界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护

理理念中人文精神在维护人的健康权力和人性的完

善中将会遇到不同文化形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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