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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季钟朴教授对中西医结合教材建设的贡献
汪桐

我有誊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季钟朴教授指导

下，作为助乎，编写过中西医结合教材．、对季教授全力

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应用现代医学知识发展中医药

学，重视中西医结台教育的发展有较深的领会，特别是

他身体力行，大胆探索中西医结合基础教材建设的实

践，感受较深。现谨以此文缅怀季教授作为一名医学

教育家的丰功伟绩。

1敏锐地洞察到教材建设的紧迫性在20世纪

90年代初，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r 87个硕

士点，28个博士点，30多位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委还批

准r两个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和一些博七后流动站。

为了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大力培养高级人才，壮大

中西医结合的队伍，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医学院校

办起了中西医结合系或专业，培养五年制的本科生。

面对中西医结台事业蓬勃发展的可喜形势，季教授敏

锐地洞察到编写中西医结合基础教材的时机已经成

熟。他曾对我说，在申报中西医结台专业时，一定会涉

及到所使用教材问题。编一套中西医结合基础教材是

当务之急，季教授不仅远见卓识看到编写的紧迫性，更

可贵的是他能身体力行，积极组织力量，筹划这套教材

的编写，并对成功充满信心。

2确定“■理”为摹础理论教材的支柱 中西医

结台专、IL基础理论学科的教材一部分可以直接使用西

医教材，如物理学和生物化学，解剖学和组胚学，微生

物和寄生虫学。能体现中医与西医两种基础理论结合

必要性的基础学科，主要是生理学、病理学与药理学。

这“三理”必然是中西医结合教育基础理论学科教材建

设的重点。

季教授高瞻远瞩看清了这’点，在90年代初开始

策划“三理”的编写，有计划地出版《现代中医生理学基

础》、《观代中医病理学基础》、《现代中医药理学基础》，

并建立编写班子，确定主编，逐步落实出版任务。他不

顾当时已是77岁高龄，亲自主持了《现代中医生理学

基础》(简称《基础》)编写任务，并使《基础>首先起步

(1990)总结经验加以扩展，在编写中多次召开编委会。

编委们无不为季教授勤勤恳恳，忘我工作而感动，无不

为其学风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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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唯物辩证法是编写的指导思想 中西医

阿种不吲的基础理论的结台，特别需要唯物辩证法的

指导，季教授成功地运用唯物辩汪的观点分析了两种

基础理沦的共性。提出中医与现代生理学都是以人体

生理为研究对象，都是探索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都足

为了防病治病保持身体健康，这三条共性就是中西医

基础理论结合的基石，同时，季教授认为，中西医由于

产生的历史条件，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不同，必然存在

差异。中医生理学偏重于整体综合观察和描述，是宏

观生理学，而现代生理学则注重实验，注重微观分析，

定性定量。可以认为中医宏观生理学与注重微观的现

代生理学各有所长，两种基础理论的结合恰好是取长

补短的一种互补结合。在结合中，发扬其科学的精华，

扬弃其不合理的糟粕。用现在科学技术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以阐明生命活动的规律，宏观生理学的微观化

与微观指标的整体化，有可能找到新的理论上结合点，

体现这种互补结合优越性。

在教材的编写中，季教授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观

点，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形态与功能统一，整体

与局部的统一以及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坚持从比较求

结合，这些观点，原则和思想方法无不是唯物辩证法指

导思想的体现。

4从《基础》看季教授对基础理论结合的思路

4．1从比较求结合在《基础》的编写中季教授

提出“比较结合”的重要概念，也就足从比较求结合。

强调反复比较足最唯实的方法，认为目前基础理论结

合处在探索尝试的初级开始阶段，只能是拼盘式的比

较结合的形式，因此《基础》既写了传统中医生理学，也

写了现代生理学，既阐述现代生理学的理论，也突出了

传统生理学的基本内容，让读者在熟悉两种基础理论

的基础上去分析比较。在比较中寻找共性与特性，然

后取长补短。中医宏观生理学需要从客观化微观化入

手，打开宏观整体的黑箱，进行微观研究，实现客观化

的定性定量分析，而偏重微观的现代生理学也应在宏

观生理学中吸取营养，加强整体的综合研究。

4．2从实践求结合季教授一直坚持实事求是，

实践第一。对基础理论学科来说，实践只能实验研究。

科学实验是解决争议的最好手段，通过科学实验求两

种基础理论结合足最有效的方法。从科学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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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然能寻找到结合点。因此在《基础》中有中医基础

理论的现代研究进展的内容。

针刺原理研究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实验研

究的结果不仅证实了中医经穴脏腑相关学说的科学

性，而且也填补了现代生理学体表一内脏相关认识的

不足，并丰富了痛觉与镇痛的生理学内容。

关1：经络，尽管各家说法不一，但经络是人体机能

调节系统、信息传递系统和物质运输系统，通过经络使

人体成为一个整体的观点是公认的，经络可决死生、处

百病、调虚实，也是公认的，在现代生理学巾有这种功

能的相应结构H有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町以确切

地说神经与血管屉经络实质最核心的物质基础。抓住

了经络系统与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共性就抓住了问

题的本质与核心。就不会在神经、心血管系统之外去

找经络细胞的特殊结构。20世纪经络实质的研究结

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说明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以求

得两种基础理论结合的重要性。在《基础》中把现代生

理学的神经系统和中医的经络均编在“中医整体论的

生理学基础”内，也正是这个道理。

4．3从发展求结合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

的思想体系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基础理论的结合是十

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因此季教授提出“基础理论上的结

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仅属于初级开始阶段．他

主张广开思路，采取多途径多方法去探索尝试，允许出

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结合。

两种基础理论巾有一部分目前无法取得共识内

容，可以求同存异，放眼未来，把期望寄托于时代的进

步上。从发展中求结合，把握时机，水到渠成，瓜熟蒂

落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现有的情况看，两种基础理论只能是主流的结

合，主要是在结合点上的结台。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

结合，任何事物都有。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在结合中必

然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吐故纳新，扬弃一部分内容，

扬弃的不是医遭，而是错误，这是坚持真理的需要。

季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

中医药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基础理论教材建设只

是～小部分。我们缅怀季教授，就是要学习他这种坚

定、执着的奉献精神。
(收稿：2002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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