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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

为创建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而奋斗

李 恩

作者简介 李 恩，#%&%年出生，河北武清县人。#%"$年毕业于河北医

学院医学系。曾任河北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室

主任、教授。现任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中西医结合博士生导

师、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导师组组长，河北自强中西医结合学院

院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骨质疏松专科门诊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

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基础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教

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三大”、“五大”代表，河北省科协常委、河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会长、河北省医学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第五、六届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学报》、《中医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

杂志》、《中国骨质疏松杂志》、《中国临床医生》、《中国全科医学》、《河北中医》

等杂志编委。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研究、基础理论科研与人才培养和中西医结合教育的研究。

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和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为“生物—自然—社会—心理—个体”医学模式；根据中医

肾本质有关“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进行了“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相关疾

病基础与临床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出版了《李恩

学术论文选———论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专著。

# 从热爱中西医到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 我在

读私塾时，就读了《药性赋》。我的私塾先生很喜欢中

医，每天大声朗读《国医砥柱月刊》杂志，也给了我一些

影响。现回忆起来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我热

爱中医，并把两种医学结合起来的想法，这也算是最早

的思想萌芽吧。

我中学毕业后上了医学专业大学。在大学期间，

我参加了“中医课外研究小组”，在教师指导下，还做了

些实验研究，如观察针刺足三里对白细胞的影响等，很

感兴趣。大学毕业后留校于生化教研室任教。#%"’
年，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又系统地学习了

中医，在实践中思考如何运用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医，促使中医现代化。从此走上了中西医结合

之路。

& 创办中西医结合学院，探索中西医结合教育体

系 有鉴于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来源，主要是靠西医学

习中医或中医学习西医班。要使中西医结合不断得到

发展，必须把人才培养纳入教育体系，才能成为有源之

水，有本之木。从#%’(年开始，我便积极倡导在全国

有条件的高等中西医学院校建立中西医结合系或西学

中系。曾向我省主管教育的书记和省长写过专题报

告，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亲自听取了汇报，但由于学

校认识不一，未能实现；后来又随季钟朴教授和多名中

西医结合专家去泸州医学院论证了该院建立中西医结

合系的条件；#%’$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在乌鲁木齐

召开了“中西医结合在中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研讨

会，湖北职工医学院的同志建议把该院改为中西医结

合学院，并与同济医科大学合并，发挥该院的特色，我

又去武汉参予了宣传讨论，上述历史机遇，均因种种原

因未能实现。

“官办有困难，走民办之路”。#%’’年我在石家庄

市以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名义，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

所“河北中西医结合学院”。回顾#!多年所走过的路，

虽不总是铺满鲜花，但是在全国广大中医、西医和中西

医结合专家的鼓励与支持下，全国##!位中西医专家

被聘任为该校顾问和名誉教授，他们为学校捐款、捐赠

仪器设备，使学校初具基本办学条件。#!多年培养了

&’!!多名大专毕业生，目前在校生有")!多人。学校

提出的战略口号是：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立足当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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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未来。并在具体工作中，以争生存、创条件、等机遇、

求发展的思想做好工作。学校教学安排采取了“先西

后中”（西学中之路），课程为“两个基础”（中医和西医

基础），“一个临床”（中西医结合）。并组织全国!"#多

位中西医结合专家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临床全书》，

包括!!个学科，"##多万字，填补了我国中西医结合

临床教材空白。

为了摆脱民办非学历教育的困境，$###年我又与

企业家、管理学家一起筹划“东方中西医结合大学城”，

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研究院、中药现代化研制中心，%
个组成部分，为实现“教学—医疗—科研—生产”为一

体的健康产业而奔波。

“民办促官办”。喜看今朝，河北医学院与河北中

医学院中西医两院合校为河北医科大学，为中西医结

合优势互补创造了历史机遇。学校在原有中西医结合

大专班的基础上，改为五年制中西医结合专业。经国

家教育部批准，于$##!年开始招收七年制中西医结合

专业，实现本—硕连读。该校为中西医结合一级博士

学科点，!&&&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为中西医结合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年中西医结合基础又被国家教育部

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经过’’年

的奋斗已初步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

士后”完整的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河北医科大学成立

了中西医结合学院，并向省教育厅申报了教育科研课

题“我国中西医结合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已

获批准立项。但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真正的成型，任

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去努力，我将珍惜有生之年，继

续为之奋斗。

’ 以中医“肾本质相关疾病”为结合点，探讨“肾

—骨—髓—血—脑”一体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 根

据中医“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

理论，开展了原发性骨质疏松、肾性贫血、肾性高血压、

老年性痴呆的研究。并以骨质疏松为切入点，以肾本

质为中心，开展了老年性相关的代谢性疾病如骨质疏

松、糖尿病、高脂血症、老年性痴呆，以及肿瘤等发病机

理和“异病同治”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与整体调节的关

系。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委和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课题，取得了一批理论性科研成果，发表相关

学术论文百余篇，培养了中西医结合硕士生、博士生、

留学生和博士后人才(#余人。研制了治疗骨质疏松

中药复方———补肾壮骨颗粒剂，已生产服务于社会，并

获得“中国药学发展奖———康辰骨质疏松研究奖”。

% 为中医药走向世界铺路架桥 传统医学与现

代医学结合已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自从

!&""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

后，医学模式正从“生物医学模式”向这方面转变，这正

好为中西医结合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说明西方医学

所追求的方向恰是中医的特色和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如何实现这一模式的转变，中西医结合是重要途径。

笔者根据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神统一的整体

观、辨证施治的治疗观（三观），对恩格尔的医学模式作

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生物—自然—社会—心理—个

体”医学模式，促进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系统）医学时

代发展。整体医学时代到来之日，也将是中西医结合

成熟之时。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学科要有一个确切的内涵或

定义：中西医结合是一门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两者

的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创建医学理论新

体系，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整体医学，简称为

中西医结合（医学）。从中医和西医产生的时代、思维

方式、医学模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个方面进行

比较，不难看出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二者结合正是取长

补短，发挥优势，也证明了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结合医

学的必然性。

我从多次参加国际传统医学大会或讲学中，深刻

体会到，要使西方医学者承认中医学，首先必须让他们

理解中医的内涵，这就必须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方法

进行研究，用现代的语言加以表述。实践证明，中西医

结合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医药学的一

支重要力量，是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和递体。因此，中

西医结合是在学习和提高中医和西医基础上，前进中

的结合、提高中的结合。为此，我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理

论研究中，为研究人员和博士生开设了中医经典理论

讲座和中医英语课，达到掌握中医的基础理论和思路

方法，掌握对外交流的表达工具，并通过中西医结合基

础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举办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讲

习班，以求得思路与方法的突破，把中西医结合推向一

个新的阶段，让中医药学在$!世纪再现一次历史辉

煌。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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