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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的进步和人类寿命

的延长，常常让我们产生一种幻

象，仿佛“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是天经地义之事，哪个医生做不

到“起死回生”，便是庸医败类。

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人

类约4000种常见病中，九成以上

是没有药物可治的。医学生的教

科书《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课

本上，常常出现的字眼是“病因尚

不明确”。

人体多复杂，疾病就有多复

杂。上个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

的兴起，研究者普遍相信还原论，

即不论什么样的疾病，只要找到

特定的致病基因或蛋白质，就能

对症下药。在这种乐观的预期

下，美国在1971年启动世界级抗

击肿瘤的“战争”。

44年后，美国肿瘤研究专家

温伯格在《细胞》杂志上用“一个

完整的循环”来形容医学铩羽而

归：“从最初面对无数难以理解的

病理现象的困惑，到树立了还原

论必胜的信念，最近几年再回到

重新面对肿瘤这个疾病无尽的复

杂性。”这种“鬼打墙”般的遭遇只

是医学万般无奈中的一种。医学

并非实验室科学，它融合了统计

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个体差异

大，经验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治疗同一种疾病，同一种药

物也许对A有用，对B没用，没有

唯一正确的答案。因而医生的治

疗是在了解病情的基础上，赌一

次概率。命运迫使病人和家属不

得不参与这场“赌局”。

抉择是痛苦的，意味着责

任。德国记者布莱克写过一本畅

销书叫《无效的医疗》，有人说这

本书号召“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

负责，医生只是我们的助手”。虽

然这贬低了医生的作用，但指出

了医患共同决策的重要。面对复

杂的人体，医患之间在充分沟通

的基础上，有权力共同战胜疾病，

也彼此承担风险。

当然，了解医学能力的有限

性后，在共同决策的基础上，双方

的理解就分外重要。信任是医患

相处的基础，如果患者处处怀疑

医生，对医生和医学精神缺乏必

要的尊重，医生时时提防患者，在

诊疗过程中步步惊心，甚至为避

免风险而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的防卫性医疗行为，那么医患

就无法共同战胜命运的转盘。

社会学家卢曼说，信任能将

社会中的复杂因素和不确定因素

简化成可信的和不可信的。在现

代大医院中，医生和患者是互不

相识的陌生人，对于患者来说，素

未谋面却要把身家性命放在对方

手里去“赌”，免不了犯嘀咕，更不

能容忍一丝失误。

沟通是信任的基础，但现有

条件下，“3分钟”的诊断时间，让

沟通变得机械和缺乏感情。医生

也不愿如此冷漠，可在一个患者

身上花费双倍时间，就意味着有

另外一个患者得不到诊治。

信任源于制度，而不是人性

和道德。一方面，患者看病难、看

病贵，另一方面，医生高强度、高

负荷工作却没有相应的体面收

入，在现有的医疗服务制度和收

益分配体制之上，医患双方很容

易将因为制度郁结的情绪发泄到

对方身上。治好了，你是天使，治

不好，你是魔鬼。

古希腊神话中医神阿斯克勒

庇俄斯掌握起死回生之术，一生

救人无数，最终却好心遭雷劈

死。因为他救了一些不该救的

人，遭冥界之神报复。这是阿斯

克勒庇俄斯的悲剧，可不要把它

变成自然生死面前，医学的困

境。 （中国青年报 杨 杰）

无边界吐槽，
太过入戏还是失去自律？

燕都融媒体评论员 刘采萍

信任医学，而非信仰医学

网络打破话语垄断，突

破了我们的身份限制和层级

观念，让无数人在释放思想

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片自由天

空。我们变得不畏惧碰撞，

不畏惧后果——既是面向别

人也是面向自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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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大会》这档很火的网络

综艺节目，已经第四季了，开始有

人议论它的创作者是不是快要江

郎才尽。不料，最近因为两位节

目嘉宾的表现，这档节目再次成

为是非流言的焦点，网上大小公

号和许多博主为一个关于“吐槽

文化”的话题展开了激辩——

什么样的吐槽会让你翻脸？

你会为别人的吐槽设置边界或者

禁区吗？如果有，这禁区的大小

是否与一个人的涵养气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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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起事端的嘉宾是郑钧和大

张伟。两位都是在中国摇滚时代

留下过星光的歌手，又都不甘心

随摇滚力量沉寂而隐退，于是在

当下流行文化中重新找到了舞

台，既要挣钱又想发声，上节目的

姿态和各自粉丝群虽然迥异，但

其实在“耿直敢怼”这一人设上，

倒有点不谋而合。

一双狠角色吐起槽来，火花

四溅，网友形容为刀刀见血甚至

“毫无底线”。大张伟调侃郑钧在

摇滚圈地位不高时，对方还微笑

视之，待到这位毒舌同行讽刺起

摇滚愤青的虚伪做作，“地上有个

钱包都不捡，昂头踢着回家”，连

主持人都看出郑钧有点坐不住，

表情起了细微变化——大概这挂

吐 槽 ，就 是 踏 过 了 人 家 的“ 边

界”。郑钧虽然看上去性格沉静，

但一直以摇滚音乐人的锐利和清

高出名，这样的吐槽被许多粉丝

认为近乎人身攻击了。

实际上，作为观众，我们大可

不必对两位明星的“互掐”太过入

戏。《吐槽大会》这档节目从嘉宾

选择到话题安排，都有严格设

计。所谓的“槽点满满”，也不过

是幕后创作队伍精心推敲的段子

而已。至于看起来接近恼怒的嘉

宾们，收了节目通告费，就是走在

流程中的作秀艺人，排练、表演一

点都不会少，又何来“难以招架”

的焦虑与崩溃呢？

真正令人迷惑的，是这几年

从爽文爽剧流行荧屏，到 diss、吐

槽走红综艺，都能看出一种明显

的亚文化现象——“怼无下限”正

在大行其道。但是，机智等于露

骨刻薄的讥讽吗？触发极端情

绪，有助于成熟和包容的情感互

动吗？当“吐槽文化”不断向生活

渗透，在那些怼天怼地的发泄之

中，浮起的究竟是我们的“小任

性”还是“坏品性”，这倒让人有点

不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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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爽利的语言，也许包装

着犬儒弱智的观点。

“吐槽精神”，曾经是网络文

化一种自然而然的美妙伴生物。

网络打破话语垄断，突破了我们

的身份限制和层级观念，让无数

人在释放思想的过程中创造了一

片自由天空。我们变得不畏惧碰

撞，不畏惧后果——既是面向别

人也是面向自己的后果。

我们对语言的力量充满信

心，同时还相信语言其实不会真

的产生意义：别人吐槽得越狠，你

越要拿出无所谓的嬉皮赖脸劲

儿。我可以吐槽别人，表示我有

一种权力和能力；而我接受别人

的吐槽，表示我有强大的自信

——这也被看作迈向成功的必要

素质。若你不喜欢吐槽、禁不起

吐槽，那你很可能被看作是一个

缺少趣味、缺乏幽默、不够包容而

又没有宽广视野的人。

所以，像《吐槽大会》这样的

场景，很容易就由一个邀请嘉宾

开开玩笑、抖抖语言包袱以制造

“笑果”的节目，渐渐演变成所谓

“揭开名人、明星和大牌的角色伪

装”，制造越来越大的冲突以逼迫

他们“露出真实自我”——其实就

是失态——的竞技场。观看掐架

的人，往往也代入式地获得一种

成就感，似乎自己也正在“吐槽到

他底线”或“怼到他发疯”……

然而，“需要看到他人失败的

人，自己正是输家”。包容不仅是

种观念，也需要行动训练。在看

到舞台上的猎物被肆意摆弄却满

足了“怼死对方”欲望的时刻，我

们已经失去了以心比心和对自律

自控的坚持。

“吐槽”越来越被当作一个文

化标签，覆贴在了所有表达之

上。但有多少爱吐槽的人会想一

想：思想的开放是最困难的自控，

它几乎不可能在一个别人设计和

创作的段子集锦中真正完成；它

不仅需要语言的丰富，更需要语

言的自制，因为语言本来就是思

想的外化手段；放纵的攻击性语

言，本身就与沟通、理解和包容，

南辕北辙。

但愿“吐槽文化”能够回归它

的轻松和趣味，也让我们面对它

时心态别再继续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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