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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患互动话语研究用以分析医生与患者在互动过程中的语言沟通现象及其规律，而开展此研究

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不同话语对互动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对西方医患互动话语研究最新动态和重要成

果进行疏理和分析，并对当代西方学者对医患互动话语模式、医患互动过程中的沟通行为、医患互动话语社会

文化因素和医患互动话语的微观权利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旨在对中国医患互动话语研究有所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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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沟通交流的过

程。治疗通常始于一段对话。许多学者都不断强

调沟通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南鲍姆通

过对健康服务管理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发现，即

使在当代医疗服务中，科学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临床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仍然是医生和病人

之间的谈话［1］。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学者米施勒

也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谈话组成了临床医学

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临床医学工作的重

心［2］12。医生和患者之间互动的质量决定了患者

对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同时，互动成功与否还

将影响医生诊断的正确性、病人对治疗方案的认

可与遵守，以及医生和患者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
因此，通过对医患互动过程的研究，可以找到互

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指导性

意见。
国外学者普遍重视社会问题与医学问题的结

合研究，他们既强调医学中社会现象的宏观研究，

也注意对医学中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而后者正

是国内研究人员容易忽略的问题和研究视角。国

内学者更多地重视对医患互动中问题的研究，而

对于医患互动过程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主要

对西方医患互动话语的研究动态进行深入分析，

其具体表现为: 医患互动话语的模式研究、医患互

动过程中的沟通行为研究、医患互动话语的社会

文化因素分析，以及医患互动话语的微观权利

研究。

一、医患互动话语模式研究

米施勒在哈佛医学院任职教授期间，从话语

的角度对医患互动进行了研究。米施勒把医疗门

诊话语描述成两种“不同声音”的对话，由于它们

来自不 同 意 义 域，很 有 可 能 会 导 致 互 动 的 冲

突［2］121。米施勒所提到的这两种声音分别指“医

学声音”和“生活世界声音”。西方医学和其相关

话语趋向于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框架下运作，这种

还原论的方法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

体，而且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

的生物学变量来说明。因此，医生的主要任务就

是向病人寻求疾病方面的信息，给出诊断并进行

治疗。米施勒认为，医疗培训经常强调学生的科

学技巧及诊断特殊疾病的能力，而不是把病人看

作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2］9。
医疗访谈中患者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生活

世界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经常被病人使用来

讨论与其在某一特定时间就医相关的生理、社会

和文化因素。医生经常认为这种“生活世界声

音”与诊疗是不相关的，并且试图忽视这种声音。
米施勒描绘了生物医疗模式下，“医学声音”的典

型话语结构。他发现医患访谈的最常见话语结构

由三个连续的话步( 一句话、一个短语、一个词、
一个 字，有 时 也 可 以 用 沉 默、手 势、眼 神 等) 组

成［2］90 : 医生的询问; 病人的回答; 医生对病人的

回答做出评价或确认。医生在评价或确认之后，

再进行新一轮的询问，于是下一轮的回合开始了。
作为每一个回合的第一个话题发起者和最后一个

收尾者，医生可以很好地控制互动访谈的内容和

进程。医生可以就病人回答的感兴趣的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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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却忽略其他医生认为不重要的信息。
米施勒指出医学声音最主要的目的是脱离特

殊的个体和社会背景来描述一个关于疾病的客观

事实。医生在医疗访谈过程中会通过提问的方式

引入不同的话题。这些话题都是针对病人的症状

或者是其发展阶段展开的。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

医生而言，这些问题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但对病人来说，医生的推理过程是非常难以理解

的。然而病人还是会试图回答医生的问题，可能

是因为病人认为医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去问这些

问题。医生提问的结构和内容正好反映了生物医

学模式下医生重视疾病的症状及不同症状之间的

联系，并以此来判断特殊疾病的过程。

巴里等学者在英国也做过一个非常类似的研

究。他们发现在医患互动过程中会呈现四种不同

的沟通模式: ( 1) 严格的医学模式，医生和病人都

只是使用医学声音。这种交流模式经常出现在急

性病的会诊过程中。( 2 ) 生活世界被限制的模

式，医生通过提问的方式使访谈的内容限定在生

物医学范围内，限制了病人关于生活世界的声音。

在这种访谈模式下，只有很少一部分生活世界的

声音得以展现。( 3 ) 生活世界被忽视的模式，病

人在互动过程中使用以生活世界声音为主导的声

音，医生却完全忽视这些声音，并且只是使用医学

声音。第二种和第三种访谈模式经常出现在慢性

疾病的访谈过程中。( 4 ) 互为生活世界话语的模

式，医生和病人都主要使用生活世界的声音。这

种 沟 通 方 式 主 要 出 现 在 心 理 疾 病 的 诊 疗 过 程

中［3］487。
巴里等人除了描述医疗访谈的四种沟通模式

外，还研究了不同沟通模式对会诊结果的影响。
他们发现，最好的结果是医患双方都只是使用医疗

话语( “严格的医疗话语”类型) 或他们都使用生活

世界声音( “互为生活世界话语”类型) ［3］501。有趣

的发现是，使用生活世界声音的医生也会使用医

学声音。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巴里等人提出，沟

通行为是由沟通情境决定的，或者是在互动过程

中共同建构的，而不是医生的固定选择。医生会

根据他们对病人身体或心理问题的理解来选择他

们的沟通策略［3］503。

对于“生活世界被忽视”和“生活世界被限

制”的沟通模式来说，他们的诊疗结果最差。这

些诊疗方式的病人一般都是慢性病患者。研究者

发现，许多情况下，医生忽视或者绕开病人提到的

生活世界问题，没有意识到每一个患者的状况都

是独特的。在四种类型中，“生活世界被忽视”的

沟通类型的问题最大。研究者在这种互动模式中

发现医学话语和生活世界话语之间的激烈斗争。

病人不断地提及他们生活世界中的担忧，医生却

不断地忽视它们。医生并不认为病人关于生活世

界的担忧和诊疗相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认为

病人的痛苦是生理上的问题，需要使用医学声音。

然而，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的生活习惯、经历及个

性可以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据。医

生提出的治疗方案也依赖于病人的同意和配合，

因此，只有对病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针对特定病

人的治疗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二、医患互动过程中的沟通行为研究

在医患互动过程中，医生除了使用各种沟通模

式之外，还会使用不同的沟通行为。研究者们对医

患互动过程中的沟通行为进行研究，并讨论了这些

沟通行为对病人满意度和诊疗效果的影响。
1． 医生的信息交换行为。在对医患沟通行为

的研究中，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医患沟通应该达到

三个目的: 创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达到信息的

交流; 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制定治疗方案［4］903 － 905。

因此，信息交换是医患沟通行为研究中最为重要

的方面。虽然精密的医疗技术设备可以帮助医生

做出诊断和进行治疗，但是，医生和病人在医疗沟

通过程中都有特定的交流任务需要完成。病人需

要描述他们的担忧; 清楚地向医生传递信息; 寻求

解释和同医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医生通过

交流要了解病人的症状; 对病人提供的信息给予

解释和进行回馈; 给他们提供建议，并最终了解病

人的需求等。信息给予和信息索取是医患沟通过

程中的重要任务。在医患双方不断进行信息给予

和索取的过程中，医生和患者的需求分别得到满

足。医生需要信息来对病人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提

出合适的治疗建议。病人的需求是知道自己到底

出了什么问题，同时知道自己的情况被医生了解

并且认真地对待［5］541。
研究显示，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病人都希望

从医生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然而医生似乎

总是低估病人对信息的需求［6］。医生更多的是

从病人那里搜集信息，而病人是更频繁的给予信

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做的研究发现，医患

互动经常是极其不平衡的，经常是医生在问而病

人在回答。研究发现，医患互动过程中，医生的参

与占 60%，而病人的参与占 40%［7］。医生只花费

很少的时间给予病人相关信息。同时，研究还发

现，医生的信息给予方式还同病人的交流风格和性

格特点有关系。当病人询问更多问题，表现得更加

担忧的时候，医生通常会给予更多信息［5］541。
2． 医生的控制行为。在医患沟通的研究中，

医生和病人的“控制行为”也备受关注。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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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高控制方式包括频繁发问、打断、言辞夸张

地进行强调，争论和不断使用手势。传统意义上

讲，医患关系中医生的强控制和病人的弱控制通

常是指医生采取主动，经常做出其认为对病人最

有利的决定。这种医生主导的沟通模式仍然是医

疗实践过程中最为普遍的模式。医生和患者在医

疗沟通过程中控制力的差异有可能是因为病人有

限的医学知识和他们强烈的不确定性、医生所掌

握 的 医 学 信 息 及 受 机 构 情 境 规 约 的 医 患 角 色

等［4］909 － 910。
3． 医学语言及日常生活语言的使用。一些学

者关注医患沟通过程中词语的使用。词语是沟通

过程中的构成要素。科尔施等学者把医学术语的

使用描述成医疗沟通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8］。

布里等学者把医生看成是双语使用者，他们不但

使用日常用语，同时也可以熟练地使用专业术语，

也就是所说的医学语言。而对于病人来说，他们

只是熟悉日常用语，对专业的医学词汇并不理解。
布里等人在加拿大的医院里做了一项关于沟通过

程中医学用语和日常用语的研究。在这个研究

中，医生认为他们在同病人的沟通过程中 23% 的

时间是使用医学用语，而病人却认为在沟通过程

中，医生 49%的时间都在使用医学用语。医生和

病人都认为医生更应该使用日常用语同病人进行

沟通，而且他们都认为医学用语的使用是造成医

患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9］。
4． 沟通行为对病人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生

的沟通行为会对病人的行为和健康产生影响。有

效的医疗沟通有助于提高病人的满意度，病人对

医嘱的遵从，病人对信息的回忆和理解，以及病人

的健康和心理结果［4］910 － 912。
就病人对医患沟通的满意度研究发现，病人

经常对医生提供的信息不满。一部分原因是医生

总是低估病人对信息的需求。病人的满意度同医

生的信息给予行为之间存在着强关联。病人的满

意度还和会诊的时间长度有关，时间越长，病人的

满意度越高。病人对主导型或强控制型的医生交

流模式更容易不满。同时，当病人的要求得到满

足的时候，病人的满意度会提高［4］906。
就病人对医嘱遵从的研究发现，医生给予

病人更多信息，进行积极对话，对病人表示同情

等行为可以促进病人对医嘱的遵从［10］。在谈话

开始和结束部分的沟通是最显著的，因此，也更

容易被病人记忆。病人对信息的记忆还同医生提

供的信息量多少有关，以及医生的信息给予行为

有关［4］911 － 912。

病人对医生的非语言交流也非常敏感，病人

经常寻求一些线索来判断自己的病情，如语调、动

作、微笑、面部表情、身体接触或身体距离等等。
医生不想告知的信息可能会通过非语言沟通泄

露。病人会对这些细微举动非常留意［4］908 － 909。

三、医患互动话语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社会文化因素是指医生和患者的性别、年龄、

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文化等一系列的因素。年轻

人、高社会地位和高学历的人更希望通过向医师

询问问题、寻求答案的方式主动地参与到医患互

动中。中等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倾向于把自

己定位为消费者并积极参与和医生的互动［11］。

随着病情的发展、就诊次数的增加、对疾病认识的

增强，患者就越希望主动参与到互动中。较低阶

层的人倾向于更顺从地将医生看作是权威人物，

自己控制健康问题的意识表现得较弱。这种情况

说明中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患者可能会尽量与医

生协商，并将他们自己作为合作者介入到对他们

医疗问题的决策中，而较低阶层的患者则或多或

少是专业性卫生服务的被动接收者。

对于不同类型的病人，医生与其互动方式也

会有所不同。如面对高学历和男性病人时，医生

认为他们信息需求更多，所以他们在互动过程中

会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解释。医生的这种偏见

和患者的被动做法使得较低阶层的患者处于双重

不利的境地。

在有关医患互动、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研究中，

玛丽豪格和贝比拉文发现，受过良好教育和较年

轻的成年人对医生治疗的动机抱有更多怀疑，他

们更有可能质问医生开具检查和提供服务的主要

目的是出于对患者的考虑还是出于赚钱的目的，

这些人强烈地反对在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中全部由

医生来做决策。

四、医患互动话语的微观权力研究

艾斯沃思·沃恩对医患互动话语中医患之间

权力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在医患互

动过程中，病人并不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把医

生看成是掌控所有权力而病人完全弱势的看法是

没有考虑到互动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医生和患者都可以对话语进行控制或对互动

结果进行控制。然而，医生基于同医疗机构更正

式的联系，他们更容易获得控制。医生经常具有

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为他们对医疗访谈的控制

提供了基础［12］。同时，在医疗互动过程中，医生

诊断和治疗疾病的社会角色也赋予了他们更多向

患者提问的权力。病人了解医生获得权力的基

础，所以病人经常需要显示出他们对医疗从业者

的顺从。医疗情境下的社会规范允许病人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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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但很难向医生提出治疗建议，因为医生

经常被看成是提出治疗建议的一方。当病人希望

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使用非常缓和的方

式。但是，不应该因为病人所表现出来的顺从态

度，就认为病人处于权力关系的弱势地位，因为病

人可以选择“逛医生”或者不遵从医嘱。

五、西方医患互动话语研究的启示

西方对医患互动话语的研究对于中国医患互

动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中国医患互动问题

研究只关注医患互动中的错位现象，并把问题常

态化，却忽视了医患互动的过程研究。因此，借鉴

西方医疗机构的互动情境研究，考察医患互动的

内在逻辑和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现代社会，医生专业知识的不断细化及医

疗技术的发展对医患角色提出了挑战。在医患互

动过程中，医生和病人持有不同的知识系统，并对

身体及疾痛具有不同的态度。不断细化的专业知

识加剧了医患之间知识类型的差异。同时，随着

健康常识的普及和教育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病

人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从信息被动的接受者转向

信息积极寻求者。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医生话语沟通成为

医患互动过程中的新问题。医生更多地使用医疗

设备对病患进行检查。在医患互动过程中，这些

医疗设备已经成为医患互动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一

部分。检测结果对于医生做出诊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也意味着医生可以掌握病人所接触不到的

信息，或者即使病人接触到这些信息后，如果没有

医生的帮助，也不可能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这

些数据或影像信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抽象，并且

并不容易用日常生活的话语进行表达，它要求医

生以合适的语言和方式把关于病人的信息传达给

患者。
西方学者对医患互动过程的话语研究为中国

话语分析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西方医患互

动话语研究深度挖掘医患互动过程中的言语行

为，探寻医患会话与医学信息的解释和传递方式、
医患会话中的医学叙事方式、医患会话与就诊结

果的关系、医患会话和医患角色等问题，为我们还

原了现实生活中的医患互动场景，不仅生动再现

了这一充满合作与冲突、控制与妥协的互动情境，

也揭示了医患互动背后所蕴涵的谈话双方的社会

关系、权利关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在

互动过程中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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