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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

不久前
,

我们 曾向部分读者
、

作者
、

特约编样征求 了一次意 见
,

许多同志 寄来 了热情的

建议与批许
。

从本期起
,

我们将摘要刊载若干
,

以 飨读者
。

一编 者

有进步 但还要努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李心 天

综观这半年来的
《
医学与哲学》 杂志

年 期至  !年第 期
,

感到内容比过去大有

进步
。

表现在 空洞性论述文章减少

对医学的某些方面发表了一些有独特见解的好文

章 发表了一些知识性的文章
。

如  !年

期中的社会医学
、

医学人物与医学科学进展述评

等 篇文章
,

期中的
《

本世纪医药公害
、

教训

及对策
》 ,

期的
《

从总体水平研究医学的学科

—
医学总论》 、 《药物应用中的治疗作用与心

理作用 ,  ! 年 一 期中也有一些较 好 的文

章
。

有些专栏
,

如医学伦理学
、

社会医学
、

医学

人物等栏的文章
,

读了使人很有启发
。

医学哲学

目前涉及的范围较宽
,

究竟应该侧重 在哪些 方

面
,

还有待探索
。

但医学心理学肯定是一个重要

方面
,

可惜过去发表的有关文章
,

质量不够高
,

个

别地方甚至有错误
。

如 年第 期 页中有
“
在一个两人的狱室却容纳了 名犯人” 的话

,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

刊物中有的文章显然达不到

发表的水平
,

这方面应严格把关
。

们还经常讨论刊物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

例如
,

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疾病的定义
、

免疫学的辩

证发展
,

以及医学科学方法论的一些问题
,

我们

都曾讨论过
,

并写了不少读书体会
。

在讨论中
,

我们一致认为 一个医务工作者

要想在医学科学上有所作为
,

对人民有所贡献
,

必须成为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
,

这是我们的根

本出发点
。

在学习中
,

我们还注意理 论 联 系 实

际
。

如在讨论医学模式转变这一题 目时
,

帮助我

们树立了良好的医疗职业道德
,

增强 了爱伤 观

念
,

认识到我们的工作
,

不仅是给生物体治病
,

而且是给一个个活生生的
、

有七情六淫的社会成

员治病 这就是说
,

医生不仅应关心病
,

更应关

心人
。

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

就是如何应用自然辩

证法来研究
、

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

提高

临床治疗水平
。

我们希望刊物今后应多发表这方

面的文章
。

建 议 与 希 望

洛 阳 医专附属医 院 席宗翰

我们的 玉及其活动

第四军 医大 学 罗玉福

我们年级很多同学对 《医学与哲学
》

有浓厚

的兴趣
。

半年前
,

我们 自动组成了医学哲学自学

小组 简称
,

即  

 
,

自学 自然 辩证 法
、

医 学 辩证

法
、

科学技术史
、

逻辑学
、

普通心理学等有关著

作
。 《医学与哲学

》
一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

我

通过阅读贵刊
,

确实学到不少知识
,

开阔了

眼界
。

我十分盼望贵刊多发表一些具有独特风格

的文章
,

如关于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我国中医学

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 有关气功科学 的一 些 问

题 , 许多文章都提到
“

三论
”

信息 论
、

系 统

论
、

控制论
,

能否就
“

三论
”

作一系统讲座式的

介绍
,

同时对生物全息
、

人机系统
、

智能模拟
、

医学中的数学模型方法等问题组织一 些 专 稿讨

论
,

向读者介绍现代医学发展中的新理论
、

新方

法
。

我的专业是神经内科
,

我很希望通过贵刊学

习
、

了解到一些国内外神经医学的新思想与新方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