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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

“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好！

王 强

作者简介 王强，*89"年"月生，山东淄博人。*8%8年毕业于南京铁道医学院医

疗系；*8:!年参加铁道部在太原举办的西学中班，并写出首篇论文“以中药药理反应

为线索探讨中医脏腑理论的形成和实质”，发表于《山东医药》杂志，从此走上中西医结

合之路。*8:8年入北京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师从傅骢远教授进行脉诊研

究。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发表“脉经二十四脉的雷达图与星座图”一文，首倡对脉象

“位、数、形、势”规范化和客观化的新途径。*8+!年获硕士学位，至今在山东省滨州医

学院附属淄博市中心医院工作，主任医师，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理论

研究。发表论文%#余篇，有代表性的如中医哲学的分化研究、中医“气”概念的一般性

和个别性、阴阳的本质是信息态的存在、“人化的天”与“天化的人”———中医理论构建

的虚拟性、中医“肺助心行血”与微循环的关系刍议、肺使百脉如潮脾主通调水道、三焦

是脏腑与经络之中介概念等。出版《王强脉学研究专辑》（中国人事出版社，!###年8月）一书。发明一体式

肛镜、肛瘘内口电子定位器获实用新型专利两项，治疗前列腺炎的栓剂获国家发明专利*项。*88*年被淄

博市卫生局授予“中西医结合名医”称号，*88+年被评为“市卫生系统首批学科带头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出

要“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笔者认为这一决定提得

好，提得及时！该提法意味深长，在表面似无多少变化

之中，寓有很大的创新。我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

业必将受此推动而得到空前发展。长期以来，我们许

多同志只注意到或只承认我国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

“三支力量共存”的现状，却对中西医结合仍存有许多

疑虑，对中西医结合是三支力量共同的事业认识不足。

所以，中央这一决定的提法很值得我们重视。

几十年来，努力搞好中西医结合，表面上似乎成为

中国医学界的共识，但实际上中西医结合的阻力还是

很大的。如最近有较大影响的杂志还发表文章说，中、

西医学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峙”，中西医结合

“这样的概念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其“对象不清，哪有

科学？”又说，中西医结合“是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

赛”，徒劳无功，要人们该“醒一醒了”。另一些同志则

片面强调中医学的“本土特色”，提出，中医要“独立自

主”发展，“让西医离开”，以避免中医“西医化”乃至“毁

灭化”。还有不少同志都曾发表文章说，中医“越要全

球化，越要本土化”，其依据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这样的“公式”。笔者认为，上述较普遍存在的模糊

认识应当加以澄清，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

合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过程，是传统科学现

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医特色也要现代化，而“本土化”并

不是自然科学立足的必有品质。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公式”，本为文学

艺术界人士的口头禅，实际上，民族性与世界性并非总

是正相关。有些学者喜欢拿此“公式”来套用中医学，

似乎并不利于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我们不能只强调

中医药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性及其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更要看到中医药学的自然科学性及其求真、求实、求创

新的固有品质。

中医药与京剧、中国画、民乐等都可以说是我们民

族文化的瑰宝，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又分属不同的学科

范畴。中医药属于医学范畴，虽然医学的社会科学性

早已受到重视，中医药学融汇的人文精神更具特色，但

一般认为，中、西医学仍同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例如著

名中医学家可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不是中国文联

的成员，就理所当然。从整体上考虑，中医学是植根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株奇葩，但如果只热衷于从文化学、

哲学、社会学领域料理中医，把中医学说成是“一种哲

学”，提出所谓“中医首先要姓中”，否定“无论中医还是

西医都首先要姓医”，即否定中医学最基本的医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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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果只会导致“中医不中”的局面。由于中医药属

于传统科学，所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明确地号

召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而对于京剧、国画、

民乐等，却没有必须现代化、全球化的要求或作为发展

方向提出，因为“本土化”是其固有品质。尽管过去也

有人对京剧、国画等作过“现代化”的尝试，但毕竟不是

主流；古色古香、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可以其永恒的魅

力征服世界。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不可超越的艺术大师

的作品产生，这些瑰宝不要现代化也永远是世界的。

而作为科学的医药学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前人，必须

创新，必须将传统与当代科学相结合，必须让传统与现

代社会的需求相适应，变为现代传统。中医药学作为

一个开放的体系，始终要按照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

的客观规律发展变化。科学的价值标准在于其客观

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和世界统一性，因

此我们的中医药研究也必须坚持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和

国际性原则。当前有些研究者提出“中医的事情我们

中医自己说了算，中医科研要以中医固有理论为标

准”，表面上在抬高中医，实际上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

关系，不利于中医的发展。笔者认为，先进文化是以其

文明程度来衡量的。中医药的传统文化特色必须通过

现代化的实践，才能提高其文明价值，才能在世界医学

之林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现代化不是“中体

西用”，而是与中西医结合并行不悖、互为体用的，我们

应当致力于构建中西医结合之体，以发挥中西医结合

之用！

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不是所谓“二律背

反”，也不是简单的正相关，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可以

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转化的条件是很重

要的。笔者认为，开放、交流、改革、创新是这种转化的

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物质、信息的交流，民族的不可能

成为世界的；若是没有改革和创新，传统的也不可能成

为现代的。世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人类的文化遗产消

亡了，其原因不是不具民族特色、不“本土”，而是缺乏

与世界交流的条件或缺少创新精神。例如南美洲印加

文化的消亡，非洲的南诸国、太平洋上的岛国塔斯马尼

亚的消失即其例。相反，如佛教虽源于印度，却流传于

世界；在传入我国后，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磨合，形

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诸流派，成为中华文明与文化

的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是有牢固的

根基的。中医药学又有着数千年来国人实践的土壤，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一定会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成

分，推动自身的发展。对此如果我们有坚强的自信心，

就应当大胆采用现代科学（首先最直接的是现代医学）

方法来研究中医；就不会对中西医结合存有疑虑而害

怕中医被“西医化”；就不会把中医药走向世界理解为

中医的消亡。

在我国，从总体上来看，中医学术的发展已不只是

中医学者们这一支力量的事情，中西医结合也不只是

中西医结合医生与研究者的事情；而是中医、西医、中

西结合医三支力量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学术；三支力量

并存，相异互补、和而不同，决非互相绝缘；对中医与中

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来说，需要而且可以形成一股和

而创新的合力。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它作为实践主体对

固有实践成果的辩证否定，是一个多视角的广泛的概

念。钱伟长先生曾通俗地告诉我们，“创新精神有一

条，要借别人的刀来杀自己的猪，所以对科学各方面的

进步都要很关注，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更多的创新精

神”。中医发展首先必须强调创新与开放。多少年来，

许多研究者一味强调“中医学寓发展于继承之中”，只

习惯用自己固有的“刀”杀自己的“猪”，即，用自己的固

有理论指导中医研究，却对五十多年来的中西医结合

研究成果视而不见，甚至轻率否定说“这不算中医药研

究”。事实上，外国研究者也已经用西医药学方法之

“刀”杀了我们传统医药的许多“猪”，占踞了中成药在

国际市场上大量的份额。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先生

曾经说过的话，“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时

代变了，我们认为，现在应强调的是，中医药的继承也

已寓于发展创新之中。“科学的本质是创新”，中医学

的本质也是创新！另外，采用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虽

是可行的，但都离不开现代医药学方法和知识，都必须

通过中西医学结合的桥梁，对这一点也要有清醒的认

识。近年有些同志一方面脱离实际条件，空谈用“量子

力学”、“粒子物理学”、“宇宙学”等直接搞“中医现代

化”，一方面却又主张中医学“独立自主”，与现代医药

学“离开”，其结果只不过制造了一些科学垃圾，有的则

成了伪科学的合伙人。因此，真心实意地搞中医现代

化，就必然首先要让中医研究回到医学科学研究对象

的主要层次，真心实意地搞好中西医结合。

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实践已

经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尤其是在战胜非典的斗

争中，中西医结合的成绩已为世界公认。中共中央的

最新决定，更为我们排除了对中西医结合的种种疑虑，

因此，进一步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已成为摆在我们

面前的重要任务。

（收稿：!""#$"%$"& 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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