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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兼评取消中医药论

冯国瑞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文章论述了中医药学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中医药为中华民
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后阐明了中医药的基本特点 ；最后指出了创建新形态医学体系应当走博取众
长 、综合创新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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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有人提出告别中医中药 ，要求取消中
医中药 ；有人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论证 ，认为
中医理论的核心 ———阴阳 、五行学说是 “伪科学” ，
中医毫无科学根据 。 一时间 ， 全国上下 ， 沸沸扬
扬 ，某些人大有对中医药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 。如
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 ，采取综合文化辩证
考察的冷静思考 ，那么 ，就有必要对中医药的历史
贡献和学术地位以及应采取的认识 、方针做一些深
入的考察 。

１ 　中医药学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瑰宝

　 　中医药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生相变 ，有着深
层次的内在联系 ，它的精华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重要瑰宝 。
1畅1 　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相互贯通

医学是研究人体系统 、治疗疾病 、增进健康的
科学 。如何看待人体系统在宇宙中的地位 、人体系
统的运行机制及其整体优化的动态过程 ，应当成为
医学研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
１畅１畅１ 　人体系统是小宇宙 　 这种认识不仅是中医
药的出发点 ，而且是古代世界医学的普遍看法 。

中医理论认为 ，人体系统是在阴阳 、五行交互

作用中运行变化的 ， 不仅有以脏腑为核心 ， 主藏
精 、气 、神 ，而且有经脉络脉相贯通的结构和卫 、
气 、营 、血等层次与相应的功能 ，构成复杂的交互
作用 。人体系统的运行过程与宇宙演化过程具有某
种内在的相似之处 。故可以把人体系统看作是小宇
宙的运行过程 。

古代两河流域留存下来的关于医学的泥板书就

有 ８００多块 ，不仅指出人体系统是一种小的宇宙系
统 ，而且提出了许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
法

［１］ 。
公元前 １ 世纪古印度产生了著名的医学著作

枟阿柔吠陀枠 （直译为 “长寿的知识”） 。该书不仅认
为人体系统类似于自然界的演化过程 ，而且提出了
内科 、外科 、儿科等许多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
法

［１］ 。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芒是古希腊

医学之父 。他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是大宇宙的
缩影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是最著名的医生 ，他提
出了人体系统的 “四体液说” ， 强调指出治疗过程
应当激活人体系统的 “自然能力” ，使其康复［１］ 。
１畅１畅２ 　 人体系统是复杂巨系统 　 中医理论认为 ，
人体系统不仅表现于脏腑 、经络等的复杂的交互作
用过程 ，而且内在根据是阴阳 、 五行的相生相克 、



承制亢害 （化生与制约） ，运行变化 。这种 “过程”
和 “变化” 是复杂的 、非线性的 。这种作用不只是
人体系统生理因素的变化过程 ， 更是一种心理因
素 、社会因素参与作用的过程 ，表现为精 、气 、神
的复杂交互作用 。
１畅１畅３ 　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 　 人
体系统不仅有脏腑 、经络等的复杂交互作用 ，而且
有七情 （喜 、怒 、哀 、乐 、悲 、恐 、惊） 和六欲的
复杂变化 ；人体系统的这种变化过程是在与周围环
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 ， 周围环境的 “六淫”
（六种致病因素） 可以使人体系统发生疾病 。 所以
中医理论认为 ，人体系统不仅要实现内部平衡 ，即
达到阴阳 、五行的动态平衡 ， 也就是达到活稳态 ，
而且要实现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内外交互作用过程

中的动态平衡 ，才能获得健康 。
1畅2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部分 ，它的
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
１畅２畅１ 　 以阴阳 、 五行的生克制化揭示人体系统的
运行过程与动态平衡机制 　中医药以阴阳 、五行的
生克制化来揭示人体系统的运行过程 、疾病机理和
治疗原则 。阴阳 、五行是不是唯心主义的 、是不是
伪科学 ？中国哲学史告诉人们 ， 枟易经枠 是把阴 、
阳两极当作两个最基本的 “对立” 势力看待的 ，以
阴 （ — — ） 、阳 （ — ） 排列组合成八卦 。 八卦选取
自然界中八种东西即天 、 地 、 雷 、 火 、 风 、 泽 、
水 、山与之相对应 。在阴阳 、八卦的复杂交互作用
过程中再生成六十四卦 。尽管 枟易经枠 原与占卜有
关 ，但它所揭示的宇宙演化过程仍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所以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 ， 枟易经枠
是一部 “宇宙代数学” 。 老子以有与无 、 姑与母 、
一与二 、阴与阳等等对立统一关系来揭示世界的统
一性和它们的辩证关系 ； 认为 “道 ， 可道 ， 非常
道 ，名 ，可名 ，非常名 。 无名 ， 天地之始 ； 有名 ，
万物之母” ； “道生一 ，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
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 冲气以为和”［２］ ； “人法地 ，
地法天 ，天法道 ， 道法自然”［２］ 。 老子以 “道” 为
核心的宇宙演化的思想 ， 受到了 J·D·贝尔纳 、 E·
拉兹洛等人的高度赞赏 。 贝尔纳认为 ， 老子的
“道” 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运动变化的动态系统 ， 并
由此可以获得启示去阐述对科学和科学学的理解 。
１９８８年 ４ 月 ６ 日与 E·拉兹洛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学
术座谈时 ，他听了笔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

国古代哲学中系统演化思想的介绍以后 ，认为老子
的 “道” 和解释 枟易经枠 的 枟易传枠 中 “穷则变 ，
变则通 ，通则久” 的思想 ，对他研究系统论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 。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 ，中国
的老子把世界看作是无限的 、永恒变化的 、永远新
颖的思想 ，对于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太重要了［３］ 。

再看五行 。 先秦时期 枟史伯论五材枠 中说 ：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 以他平他谓之和 ， 故能丰
长而物生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
与金 、木 、水 、火杂以成百物 。”［２］ 枟洪范枠 篇中也
指出 ：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
五曰土 。水曰润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从
革 ，土爰稼穑 。”［２］

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中的这些阴阳 、五行学说为
其理论基础 。而阴阳 、五行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中基
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怎么能认为这些学说到了中医
药这里就变成了 “伪科学” ？ 实在令人费解 。 持
“伪科学” 说的先生能否从思想渊源上给人们以清
晰 、确凿的论证 ， 也好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开开
眼界 。

其实 ，中国古代医学在继承古代学说特别是道
家和儒家的自然观 ，总结疾病特别是疫病流行和防
治实践与丰富经验的基础上 ，比拟天文地理生态物
候 ，经过思维抽象 ，而逐渐形成了以阴阳 、五行生
克制化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以指导治则治法 。这些
理论和法则注意研究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的辩证统

一 ，着眼于人体生理 、心理等多因素 、多层次的复
杂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统一 ，注意研究人体系统的整
体功能和整体反应能力 ，并从大量的观察及对观察
资料的探究来揭示生理 、心理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
势 ，强调人的心理状态对防病 、治病的主观能动作
用 。在中国古代医学的奠基性著作 枟黄帝内经枠 这
部医学经典中 ，集周秦到西汉初年我国医学实践和
理论之大成 。该书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
一个组成部分 ，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 ，
运用阴阳 、五行的素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
形成了一套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 ，并运用这种理论
来说明脏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互制约的关系以解

释人体及其平 、病 、安 、危等征象 ；认为人的生活
规律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密切相关 ，提出了 “天人
相应” 的理论和顺应自然的整体养生观 ，主张把自
然现象 、生理现象与精神活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
考察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 ，实行综合优化 ，制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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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辨证施治的治疗原
则 。因此 ，中医药学是以 枟黄帝内经枠 为基础而发
展起来的理论 ，它在古代正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为精神武器认识人体系统的科学理论 。 早在唐·宝
应年间 ，王冰校 枟素问枠 时就评论说 ： 枟内经枠 文
简义博 ，理奥趣深 。天地之象 ，阴阳之候 ，变化之
由 ，生死之兆 ，一一彰明 。稽其言有徵 ，验之事不
忒 。论述有根有据 ，指导临床 ，屡建奇功 。历代医
家如扁鹊仓公 、 华佗张机 ， 都得到 枟内经枠 的启
迪 、教化 。怎么到今天就变成了 “伪科学” ？ 其间
的变化根据究竟何在 ？
１畅２畅２ 　中医药的施治过程符合于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基本要求 　 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为其理论基
础 ，它的施治过程不仅内通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
中国古代哲学 ，而且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求 。

首先 ，中医诊治病人 ，要通过望 、闻 、问 、切
调查 、集病人的各种病象信息 ， 结合身体状况 ，
包括生理 、心理的变化状态及疾病发生 、发展的各
种信息 。这是认识世界的初步要求 。

其次 ，要审病察因 ，就是在望 、闻 、问 、切所
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进行去粗取精 、去伪存
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辩证思考 ，结合已知经
验 ，判断病人疾病发生 、发展的真实原因 ，从而达
到理性认识 。这是认识世界的深层发展 。

再次 ，辨证施治 ，就是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如
何改造世界 ，即在了解病人的病状 、病因的基础上
做出施治方案 。如果采用汤药治疗 ，就应当依据中
药配伍君 、臣 、佐 、使的原则 ，使汤药中的诸多药
物能够增进效果 ，减少毒副作用 ， 达到动态协同 、
整体优化 ，取得治疗疾病的最佳效果或满意效果 。

可见 ，中医药在认识和改造人体系统的过程
中 ，从整体着眼 ，深入考察身体内部诸多因素及其
与周围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 ，是自发地运用辩证法
思想的 。

２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
了重大贡献

　 　五千多年来 ，中医药在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仅在西医传入之
前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 而且在近代西医传入以后 ，
仍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着重要的贡献 。
2畅1 　中医药的的历史贡献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医药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几千年来 ，中医药在防
病 、治病 、养生等方面 ，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
下了汗马功劳 。中医药不仅在伤寒 、瘟病等常见病
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
的鼠疫 、霍乱 、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方面 ，也发挥了
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近年来 ，中医学家符友丰根
据文物 、文献所反映的历史蕴涵 ，经过多年潜心研
究 ，在本刊发表了涉及 “医源于疫” 的见解 ；认为
中医起源与疫病流行特别是与鼠疫流行息息相关 ，
受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肯定与好评 。 他指出 ： “回
顾中医在防治鼠疫 、 霍乱 、 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成
就 ，都是在不依赖还原论方法查找病原体和等待实
验结果前的早期治疗中取得的 ，对其立即投入宏观
辨证与论治的有效救治 ，为控制病情发展 、预防恶
化和挽救患者生命赢得最宝贵的分分秒秒 。”［４］

而在

６世纪的东罗马 ，鼠疫流行时死亡率达到半数 ； 欧
洲 １１ — １５ 世纪发生的恶热 ， 其死亡率也很高［４］ 。
一个是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中医药的治疗方法 ，在鼠
疫等防治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是以还原论方
法为基础的欧洲医学 ，在鼠疫 、恶热流行方面死亡
率很高 。仅就 １９世纪末年而言 ， 枟鼠疫概论枠 记载
１８９５ — １９０９年的 １５ 年间 ， 香港西医院报告的鼠疫
死亡率高达 ８０ ％ ～ ９７畅７ ％ 。 而 枟鼠疫汇编枠 记载
１８９４年乡村中医罗汝兰 （芝园） 治疗鼠疫疗效 ，
轻者 “可救十全 ， 至重至危之症 ， 可救七八” 。 同
年 ，罗氏族村感此证者百余人 ， “用之全效” （无一
人死亡） 与香港西医院的疗效形成鲜明对照［５］ 。 纵
观治疗历史 ，两相对比 ， 中医药在历史上的贡献 ，
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
2畅2 　中医药的现实贡献

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后 ，中医药在人们的现实生
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仍然在做着现实的贡
献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课题组指出 ：中医药
具有五大优势 ：经济学优势 、生态学优势 、预防学
优势 、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优势 、不可替代的
比较优势

［６］ 。 即以 ２００３ 年席卷全球的 “非典”
（SARS） 来说 ，符友丰教授指出 ： “回顾全球５ ３２７
例 SARS ，其死亡率新加坡高达 １７ ％ ， 而中医介
入 、中西医结合的广州则不到 ４ ％ ， 治疗费用也比
现代医院少得多 。”［４］

广州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在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１７日举行的 “新时期中医药发展战略
与政策论坛” 上作报告时指出 ： ２００３年治疗 S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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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的第一附属医院治疗 ，没有人上呼吸机 。
另外我们有三个零 ： 一是零死亡 ； 另外是零转院 ，
没有死人 ；还有就是零感染 ， 也没戴几套隔离衣 ，
１２层的口罩 。 … … 我们每个医务人员员工都口服
中药 。我们的预防药早于世界上正在研究的疫
苗”［７］ 。这不正是中医药在世界医学难题面前做出
的重大的现实贡献吗 ？！ 正因为中医具有如此的优
越性 ，所以 ， 枟北京青年报枠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９日 E８版
的报道中指出 ：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近公布
的数据表明 ， 中医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
４５ ％ 。”
2畅3 　笔者的治病经历

笔者出生于苏北农村 ，小时候家里穷 ，有病看
不起 ，主要靠当地的草医草药 。有一次 ，因夏天劳
动天太热 ，出汗过多 ，两次跳入河中洗澡 ，结果晚
上就上吐下泻 、高烧 ，当地人叫发痧子 。请邻居一
位老奶奶用金针在膻中穴针刺 ， 很快就止吐止泻 ，
一个多小时就退烧了 。第二天又能下地劳动了 。我
们那里高温多雨 ，蚊子多 ，得疟疾的机会也多 。有
一次我得了疟疾 ，先是寒颤不已 ， 后是高热不退 。
再发作时 ，我父母请那位老奶奶为我针刺 ，寒颤很
快停止 ，人也逐渐恢复正常 。这个过程表明 ，中医
药在治病过程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几十年中 ，由于长期超负
荷工作 ， 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 ２６日晚 ８时许 ，突然心痛剧
烈 ，大汗淋漓 ， 喷射状呕吐 ， 四肢厥冷 ， 身体衰
竭 ，当时来不及转院 ， 只能在北大校医院就地抢
救 。诊断为临界心肌梗死 。经过抢救 ，病情慢慢好
转 。从此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 。 以后由于过分劳
累 ，或情绪激动 、生气 、悲伤 、惊吓 ，又发作过多
次 ， 每次都住院抢救治疗 。 ２００４年 ７月至 ２００５年 ５
月 ，符友丰教授为我诊治 ，主要采用中药汤剂 ，心
身并调 。 开始就感觉有效 ， 经过 １０ 个月的治疗 ，
取得了一系列的明显疗效 ：一是心电图由 T波倒置
变为 T波低平 。虽然 T波低平也仍不正常 ，但就我
来说 ，已好受多了 。二是血脂指数明显好转 ，总胆
固醇 、甘油三脂 、低密度脂蛋白都有明显的改善 。
三是过去不论是赤日炎炎的夏季 ，还是寒风凛冽的
冬天 ，我几乎天天感冒 ，服了符教授的汤药后 ，偶
尔才得一次感冒 。 四是以往一到 １１ 月份 ， 我的手
脚就冰凉 ，原因是心脏供血不足 ；服药后心脏供血
改善了 ，到 １２ 月下旬 ， 我的手脚还是温暖的 。 五
是过去每天夜里咳嗽不止 ，既睡不好觉 ，人又很难

受 ；现在夜里基本上不咳了 。六是以往动辄就浑身
出虚汗 ，现在好多了 。我现在接近正常人的工作状
态了 。这些变化充分证明中医药的现实贡献 。

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 ， 笔者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是该项目成果的副主编 。由于统稿定稿太
急太累 ，患感冒顾不上看医生 ，待稿子交到出版社
时 ，已转成肺炎 、高烧 ，急忙住院 。主管我的是一
位年轻的西医 ，她不告诉我给我用的是什么药 ，有
无副作用 ，每天给我输液 。出院后 ，我的耳朵逐渐
听不清了 ，后来连打雷也听不见了 。校医院老大夫
检查我的身体后问 ： “你打庆大霉素了吧 ？” 一了
解 ，住院时那位大夫给我输的正是庆大霉素 。遂立
刻转院到一家大医院 ，大夫说 ：药物损伤神经 ，无
可挽回 。 听力检查 ， 右耳是 Ⅳ 度耳聋 ， 即重度耳
聋 ，左耳是 Ⅲ — Ⅳ度耳聋 ，即接近重度耳聋 。大夫
让我配了助听器 ，她说 ： “助听器只能延缓耳聋的
发展 ，不是治疗 。由于你是药物损伤神经 ，最后你
将什么也听不见 。”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 从 ２００５
年 ９月至今 ，我到北大校医院针灸室请魏北星大夫
为我做针刺治疗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在行针时一
股气流汇冲耳中的 “铁幕” （我平时感觉耳中有一
道 “铁幕” 挡住耳道 ，阻止声音传入 ，耳朵是麻木
的） ，起针后 ， 突然听得非常清楚 。 可是 ， 由于信
息衰减 ，疗效不能呈线性上升 ，治疗过程中总有曲
折 、反复 。但从总的情况看 ， 效果还是好的 。 现
在 ，别人与我交谈时 ， 相距半米 、 声音在 ５０ 分贝
左右 ，我可以听见 ；如果戴上助听器 ， 在大约 １ m
距离 、 ５０ 分贝左右 ， 也能听个大概 。 这种在西医
看来毫无办法的病症 ，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 。尽管
不能完全康复 ，但只要有一些改善 ，病人的幸福之
感便油然而生 ，感激之情由衷迸发 。

从我个人治病的经历来看 ，中医 、西医都有作
用 ，中药 、 西药也都可能有毒副作用 ， 但相比之
下 ，中药的毒副作用要小许多 ，所以 ，中医在许多
情况下有更大的作用 。这些难道不是中医对中华民
族现实贡献的生动体现吗 ？！

３ 　中医药的基本特点
中医药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具

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 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形成了自己一系列重要的特点 。 就其基本方面来
看 ，主要是整体性 、过程性和主体性 。
3畅1 　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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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既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

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的 ，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
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整体性 ，因而中
医药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注重整体性 。中医药的理
论认为 ，人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这种整体不
是由人体的各个局部机械地拼凑而成的 ，而是由阴
阳 、五行生克变化 、交互作用形成的系统的 、动态
的整体 。中医药的理论还认为 ，人体疾病发生 、发
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复杂演化的动态整体 。因此 ，在
治疗疾病的过程中 ，应当以人体系统的整体性为前
提和基础 ，实施动态协同 、整体优化的治疗 ，而不
能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枝节应付 ，零打碎敲 。

中医药的这种整体性的基本特点 ，与中国传统
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内在贯通 。这种整体性的
特点 ，不仅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充分肯定 ，而且受到
前沿领域顶级科学家的高度赞扬 。现代科学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 ，而以综合为主
的整体化趋势的发展 。因此 ，现代科学家们在科学
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愈益体悟到还原论方法 、分析思
维方法的局限性 ，而转向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 。 I·
普里高津认为 ，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
体性的自发性 ，研究协调和协同 。他预言 ：西方科
学与中国文化对整体性 、 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 ，
“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哲学自然观” 的产生［８］ 。
他在与 G·尼科里斯合著的 枟探索复杂性枠 一书的
中文版序言中指出 ：中国文化具有 “整体和谐” 的
特点 ， “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
平衡造成的” 。 枟探索复杂性枠 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
条件下 ，总结了 “非平衡条件下的物理规律的当然
结果

［９］ 。 I·普里高津和 I·斯唐热在为 枟从混沌到有
序枠 一书中译本做的序言中指出 ： 中国文化对人
类 、社会和自然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解 ，这对西方哲
学家和科学家 “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１０］ 。 通过这
种启迪 ，就可以把西方文化的传统 （注意实验和定
量表述） 与中国文化的传统 （具有自然的整体和
谐 、自组织的世界观） 结合起来［１０］ 。

协同学的创始人 、 德国著名科学家 H·哈肯教
授也认为 ，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 （holitic） 观点具
有重要的意义 。他指出 ：综合的观点是中国人思想
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观点 ，这个观点对研究协同学非
常重要

［１１］ 。他在为 枟协同学 ———自然成功的奥秘枠
一书中文版做的序中指出 ： “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

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在我看来 ，这一点西方
文化中从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直到如今 ，当科学在
研究不断变得更为复杂的过程和系统时 ，我们才认
识到纯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我们尝试超出系统的
部分特性来理解 、掌握系统 。”［１２］

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探索复杂性的过

程中 ，也体会到整体性思维和整体性方法的极端重
要性 。他们认为 ，还原论方法已经走进死胡同 ，研
究复杂性科学必须用整体的眼光看问题 ， 要把世
界 、事物看作是整个关联网 。比如 ，对人工生命的
研究 ，就必须用用综合的方法来进行 ，使其动态协
同 、整体优化 ，而不能把简单的零部件机械地拼凑
在一起 。

著名物理学家 、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
１９９３年 ５月 ２１日在北京大学做的一次学术报告中
指出 ：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促使人们
应当将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 ，应当将中国古
代文化中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见解同现代科学的发

展结合起来 。他认为 ，通过他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
究的亲身体会 ，应当扬弃西方科学文化中的以分析
为主的还原论的观点与方法 ，而要对现代物理学和
现代天文学的前沿领域如暗物质 、类星体 、对称破
缺 、夸克等等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 、不同过程的研
究做统一的处理 ，就应当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
国古代哲学中寻求关于整体性 、和谐性的理论观点
作为思想武装 。

钱学森院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 ，在揭
示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 ，总结了当代社会实践的新
鲜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 ，提出了系统科
学的完整的理论和方法 ，特别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的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等等 ，而且
强调指出 ： “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 。”［１３］

中国

学者这种以辩证整体观为指导的系统科学的理论贡

献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赞扬 。 H·
哈肯教授就指出 ： “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
较早提出的 ，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 ，并在理
解和解释现代科学 ， 推动其发展方面是十分重要
的 。”［１４］

他还认为 ： “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系统科学
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 。”［１５］

中医药的整体性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

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内在贯通 ，也与现代系
统科学 、复杂性科学的整体性观点彼此一致 ，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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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医药的医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深刻体现 ，是中
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 怎么能说它是 “伪科
学” 呢 ？当然 ，中医药的整体性理论还是素朴整体
论 ，但它也是在深入分析人体系统 、疾病过程的交
互作用和辨证论治的复杂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

的 ，并不是只有抽象的整体而不做具体的深入分
析 。从科学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来看 ，应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整体观的指导下 ，综合吸取
素朴整体论 （以古希腊 、罗马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
为代表） 、机械整体论 （以 I·牛顿 、 P·S·拉普拉斯
为代表） 、 有机整体论 （以 C·D·达尔文 、 L·V·贝
塔朗菲为代表） 的有益思想 ，使中医药的素朴整体
观融通进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整体观之中 ，而不能
对中医药的整体观弃之如敝帚 。
3畅2 　过程性

中医药理论认为 ， 人体系统的运行是一种过
程 ，疾病的发生 、发展也是一种过程 。因此 ，治疗
时应当以过程性 、功能性为基本立足点 ，来认识人
体系统 ，了解疾病过程 ，确定治疗原则 ，而不应当
以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去考虑上述过程 。尽管中
医药理论并没有自觉地上升到把过程 、系统 、矛盾
相统一的高度去认识问题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 ，很
多中医特别是一些名 、 老中医是考虑到人体系统 、
疾病系统是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的 。中医药的过程
性的特点 ，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思想内在一致 ，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
关观点彼此贯通 。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理论
贡献时 ，概括出一个重要的观点 ： “一个伟大的基
本思想 ，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
过程的集合体 。”［１６］

毛泽东认为 ： “矛盾即是运动 ，
即是事物 ，即是过程 ，也即是思想 。”［１７］

正因为中医药以过程性 、 功能性为治疗特点 ，
所以在治疗实践中往往能收到令人惊羡的奇效 。笔
者 １９６９年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住院 ， 一位朋
友告诉我 ，他不久前生病 ， 在一家西医医院住院 ，
每天高烧 ３９ ～ ４０ ℃ ， 持续一个月 ， 其间院内外专
家会诊 ２９ 次 ， 查不出病因 ， 暂定为 “无名高烧” ，
无法对症治疗 。眼看人快不行了 ，他的夫人在广安
门医院当护士 ，赶紧把他转到该院住院 。当天 ，他
的夫人到了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家里 ，扑通一声跪到
蒲老面前 ，哀求 ： “蒲老 ， 求求您救救我丈夫吧 ！”
蒲老将她扶起 ， 问明缘由 ， 立即赶到病房 ， 通过
望 、闻 、问 、切 ，开了三副并不名贵的汤药 。服药

后 ，高烧奇迹般地退了 。蒲老又开了三副汤药 ，调
理身体 。蒲老的施治原则不就是过程性而不是实体
解剖性 、功能性而不是线性结构性吗 ？！

所以 ，中医药以过程性 、 功能性为施治原则 ，
不仅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且也符合于中国传
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生成论思想 ，并且
与现代系统科学 、复杂性科学具有某种内在的贯通
之处 。这样的既有文化 、哲学根据 ，又与现代科学
前沿领域相互贯通的思想 ，能说是 “伪科学” 吗 ？
3畅3 　主体性

中医药理论是以人为本 ，强调发挥人的内因来
战胜疾病 、增进健康的 。中医药理论秉持 “天地之
大德曰生” ，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 “与万物沉浮于
生长之门” ， 主张调动人的内在积极因素来防病 、
治病 。 枟黄帝内经枠 认为 ，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
“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中医药的这种医疗思想和
施治原则 ，不同于西医的以病为本 、对抗性治疗的
理论和方法 。因此 ，在医疗实践中 ，中医 、西医各
有优长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医更加符合于人体
系统和社会人群的内在要求 ，因而往往能取得更好
的医疗效果 ，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初期 ，
我的一位在部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 ，他的一位邻居
的母亲腹泻不止 ，急去医院求治 ，医生给她开了一
些药物 ，服药后 ，肚子是不拉了 ，可是二十多天解
不下大便 ，肚子胀得难受 。这位邻居又陪同老人到
那家医院 ，医生说 ，在治疗腹泻的过程中 ，药物把
制造大便的细菌也一同杀死了 ，现在应当引进制造
大便的细菌 。怎么办呢 ？这位医生感到很为难 。在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们去找中医 ，中医给老人针
刺两次 ，服了两副汤药 ，大便正常通畅 ，全家皆大
欢喜 。诸位看看 ， 这就是中医 、 西医的鲜明对比 ，
中医强调以人为本 ， 内因为主 ； 西医主张以病为
本 ，外因为主 。医疗实践的检验结果对比是如此之
强烈 。这能说以阴阳 、五行为核心理论的中医药是
“伪科学” 吗 ？

４ 　走博取众长 、综合创新的道路
中国医学如何发展 ，世界医学怎样创立 ，这是

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 。就中国来说 ，中
国医学如何发展呢 ？笔者以为应当走博取众长 、综
合创新的道路 。
4畅1 　中医 、西医应当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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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 ， 中医 、 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各有长
短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贯彻 “百家争鸣” 的方针 ，
实行中医 、西医优势互补 ， 尽量舍弃各自的弊端 。
应当看到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 ， 是把握事物 、
现象 、过程的本质与规律的理性认识之知识体系 。
西方经典科学只是发展着的整个科学体系的一种形

态 ，而不是它的唯一形态 。因此 ，不能把与西方经
典科学存在重大区别的学说如系统科学 、复杂性科
学 、中医药理论说成是非科学或者是 “伪科学” 。
其实 ，中医 、西医在认识和处置人体系统这个 “世
界” 的过程中 ，都有自己的科学根据 ，不能把西医
封为唯一科学的医学 ，认为中医药学是 “伪科学” 。
而且 ，应当考虑到 ， 西医是在解剖 、 实验 、 检测 、
计算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尽管它与现代的生物
学 、神经科学 、脑科学等等以及现代技术结合 、融
通 ，其发展趋势也颇令人欣慰 ，但是它的致命弱点
是实体解剖 、还原论方法 ，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它
对人体系统的认识和处置 。例如 ，不可能通过对心
脏 、大脑的解剖 ，从单个细胞的活动了解心脏 、大
脑的病理机制和整体功能 。 因此 ， 不能把实体化 、
定量化 、还原论作为唯一科学的根据 ，而应当把握
大科学 、大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从而采取中
医 、西医优势互补的方针 ，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 。
4畅2 　世界医学决不是西医的现成形态

世界医学的创立是一个综合创新的复杂过程 ，
世界医学是一种待创立的医学形态 ，而决不是西医
现成形态的简单扩大和线性延伸 。当然 ，在创建世
界医学的过程中 ，西医有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但
是 ，中医以及其他医学都是创建世界医学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那种把现在的西医说成是世界医学的
唯一形态 ，其实只是传统科学观的表现 ，是一种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 、只看静态既存不看动态发展的狭
隘的科学 、文化的见解 。我们应当站在大科学 、大
文化的理论高度 ，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在各种医
学形态的交会 、融通的非线性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
努力推动创建世界医学的事业 。
4畅3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 创建新形态的医

学体系

新形态医学体系的创立过程 ，是一个长期 、艰
巨 、复杂的过程 。 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下 ，综合吸收中医 、西医 、藏医 、民间医学以及世
界上印度医学 、阿拉伯医学等等优秀的文明成果 ，
经过综合创新 ， 逐渐创建出一种新形态的医学体

系 。在这种长期 、艰巨 、复杂的创建新形态的医学
体系的过程中 ，不能 “罢黜百医 ，独尊西医” 。 “罢
黜百家 ，独尊一家” 的做法 ， 在中国和世界科学 、
文化发展史上 ，有深刻的教训值得记取 。我们应当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有博取众长 、综合创新
这种学术大家的胸怀 、 眼光 、 气魄 、 风度和艺术 ，
经过艰苦努力 ，创建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 。
4畅4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置医学融合过程中的

重大问题

医学的融合过程 ，以至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
的过程 ，不仅现实地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处
理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重大问
题需要处理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 ，必须应用唯物辩
证法来加以观察和处置 。

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至少有如下这些方面 ：
１） 人体系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 人体

系统不仅组成要素丰富 、繁多 ，运行机制复杂 、多
变 ，而且与周围的自然环境 、 社会环境存在着物
质 、能量 、信息交换 。人体系统在这种开放的过程
中 ，一方面 ， 自己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 ， 一方面 ，
又经过自身非线性的调整 、协同 ，才能从混沌到有
序 、从低序到高序 ，即获得动态的内外平衡和内部
平衡 ，从而健康地从事各种事业 。所以 ，要创建新
形态的医学体系 ，走博取众长 、 综合创新的道路 ，
首先必须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高度和大科学 、大
文化的前沿水平上 ，科学地认识并处置人体这种开
放的复杂巨系统 。

２） 疾病的发生 、 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开放的复
杂巨系统 。疾病的发生 、发展不仅与人体系统的生
理因素 、 心理因素 、 精神因素 、 社会因素直接相
关 ，而且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
系 。因此 ，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 ，结合现代科学前
沿领域的最新成果 ，真正认识疾病发生 、发展的原
因 、途径 、机制 、规律 ，做出正确的判断 ，采取科
学的施治方案 ，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取得良好的
人体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３） 治病过程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 治
疗过程应当考虑到人体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
特别是人体是由生理因素 、 心理因素 、 精神因素 、
社会因素非线性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 ，
还要考虑到疾病发生 、发展的原因 、途径 、机制和
规律等等 ，以人为本 ，调动内因 ，对症治疗 ，动态
协同 ，整体优化 。这样 ，就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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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的多参数 、多变量 、多层次 、多系统进行
具体的 、动态的 、复杂的分析和实施 ，从而尽可能
获得综合优化的医疗效果 。

不仅如此 ，而且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发展中
的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 ，实时地或前
瞻地处理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使创建
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工作能够与时俱进 ，日益完善 。

综上可见 ，中医药学是一门复杂性科学 。它在
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

用 。而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
艰辛的创造性的过程 ，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
导下 ，走博取众长 、综合创新的道路 。为此 ，各种
形态医学的各方面人才 ，应当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团
结起来 ，优势互补 ，各展所长 ，相互学习 ，共同进
步 ，为中国医学的创新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
设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应有贡献 。

致致致致谢谢谢谢 ：：：：符友丰教授审读了本文初稿 ，并提出了许多
很好的修改意见 。

参考文献

［ １ ］ 潘永祥主编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 ．北京 ：北京大
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２４ ，３５ ，１１６

［ ２ ］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 ，北京大学哲
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 ．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
秦编（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２４５ ，２４６ ，３０ ，３３

［ ３ ］ （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 ．复杂［M］ ．陈 　 玲译 ．北
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４６４

［ ４ ］ 符友丰 ．光照世界史坛的中医起源之谜［J］ ．中国工
　 　 　 　 　

程科学 ，２００６ ，８（９） ：１ ～ １２
［ ５ ］ 符友丰 ．脚气本义与腺鼠疫史话［J］ ．南京中医药大

学学报 ，２００６ ，７（３） ：２５ ～ ３０
［ ６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课题组 ．中医药的五大优

势［N］ ．世界华人报 ，２００６ － １２ － １８（１ － ２）
［ ７ ］ 邓铁涛 ．中医的本质与发展［N］ ．世界华人报 ，２００６

－ １２ － １８（３）
［ ８ ］ （比）I·普里高津 ．从存在到演化［J］ ．自然杂志 ，

１９８０ ，（１） ：１４
［ ９ ］ （比）I·普里高津 ，G·尼科里斯 ．探索复杂性［M］ ．罗

久里 ，陈奎宁 ，等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 ．
Ⅰ ～ Ⅱ

［１０］ （比） I·普里高津 ，（法） I·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
［M］ ．曾庆宝 ，沈小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１９８７ ．１ ，５７

［１１］ （德）H·哈肯 ．协同学讲座［M］ ．宁存政 ，李应刚整理
翻译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７ ．２

［１２］ （德）H·哈肯 ．协同学 ———自然成功的奥秘［M］ ．戴
鸣钟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１３］ 钱学森 ．创建系统学［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 ，２００１ ．１７９

［１４］ （德）H·哈肯 ．序言［A］ ．许国志主编 ．系统科学大
辞典［M］ ．昆明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４

［１５］ （德）H·哈肯 ．（中译本） 序［A］ ．协同计算机和认知
［M］ ．杨家本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南宁 ：广西
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５ ．２４４

［１７］ 毛泽东选集（第 １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２１９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Great Treasure House
——— Discussing the Argument of Cance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eng Guorui
（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１００８７１ ，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think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great treasure house ．First ， it expounds
that the crea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rar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multiplication and prosper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n ， it clarifi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Finally ， it points out the way of learning widely from
others’ strong points and synthesizing innovation for establishing new form medicine system ．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Western medicine ； human body system ； treating process ；
materialist diale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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