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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合作共存共建

——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事业
陈可冀

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历史，闪烁

着无比智慧的光辉，一种对中医

药学信仰的理念极其深入民心。

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不仅与世界

医药学的发展有关，也情牵业内

外人士的欢乐和忧虑，这是有中

华民族情结和社会责任心的人的

共同感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代医

药学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全球化以及信息

科学全球化的速度之快，使得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中医药学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如何构建全局意识，

审视自我，正确合理定位，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保有

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

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在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化中很

明确，我的理解可归纳为三句话，即“中西医并重”，“实

现中医药现代化”和“促进中西医结合”。我们不应当

现在还“找不到北”，或心中还“一团迷雾”。人才建设

是关键，我们不仅要做好继承性工作，培养一大批优秀

的中医药人才，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和传承中医药文

化及科学技术，以贡献于全人类；在安排上，还应该以

科学发展观加以协调，也注意培养一大批中西医结合

人才，协同工作，不可以只顾一头，丢了另一头，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3条还明确指出“中医西医

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应该培养造就中医药学

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方面军和后续队伍，协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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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有人问：“中医药现代化

和促进中西医结合何时是个头?”我的回答是：“中西医

结合没有终点，中医药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

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

在今天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为了

发展中国传统医药学，我们应当营造一种中医药学与

其他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交叉，

互相整合，取长补短的生态环境或学术氛围。这里没

有所谓的“世外桃源”，中西医都不可能“死守一点”。

中国传统医学只能在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

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妥百态的风格和魅力。最

主要的对手可能是“自己”，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工作

者必须保有自信心，不可以盲目自大或自卑。为了领

略昔日的灿烂，重塑今日的辉煌，必须适应世界文化和

科学技术和中西医学术进步的态势，而不断调整自己，

多元创新，有所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和多赢。

在发展中医药学方面，应该面对各种冲击，在传承

的基础上，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

挑战未来，脚踏实地地去从不同方面努力实践，提高疗

效，造福人类；这是决定中医药发展命运的杠杆。有了

更好的疗效，这种疗效评价符合中医标准和国际公认

标准，就能拥有更大的市场和学术上的主动性，所以在

刷新疗效水平的前进路上，任何平凡或细小的创新都

是有意义的；当然，如果能更大程度地张扬中医药个

性，取得大的效果的“标新”或“立异”，尤其是与传统中

医药优秀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

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了。在更新疗效或发展理

论研究中，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

一些“帽子”；大树也有枝枝叉叉，毕竟在事业上包括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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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更新上，想要跨越历史打造现代化品牌是很艰难和

苦涩的。

什么是“正品”?一切在继承与创新的历程中，发

展了临床疗效水平，那就是“正品”。中西医应当团结

合作，建立起共生存和共建设的密切关系，铺展出一片

广袤的学术的自由天地。我实在想斗胆说一句：没有

中西医的真诚团结合作，学术上的互相取长补短，很难

创造出高层次的国际认可的成果出来。说穿了，往昔

的“经典”也是源自古往的创新。我和大家一样希望我

们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

下。但为要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

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中医药学的经典著作常读

常新，不可小觑；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是创新的不竭源

泉，发展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信念更是一种力量的

保证；学术上的自我完善与时俱进则是进步的必然要

素。不要把继承和创新看成是格格不入的。“青山遮

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应该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

疑虑或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为实现中

医药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地

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

地洒脱前进!

千言万语，最后我还想强调一句，我看应用现代科

学包括现代医学和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传承、发展、

创新以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并为我国及国际医药

学界所共同接受，是我们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

合，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它是构建

“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

(收稿：2004—10—08)

实践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
沈自尹王文健

这次座谈会刚好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简称《条

例》)实施1周年的前夕举行，具

有很好的纪念意义。《条例》第3

条指出：“国家保护、扶持、发展中

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方针，

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

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

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

国中医药事业”。这一规定首次从法规层面上明确了

中西医结合的地位，同时也设定了中西医结合应该达

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需采取的途径和措施。

去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在《条例》的基础上制

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意见》

(简称《意见》)，也系统地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思

想、任务等作了较详细的阐述，这是非常鼓舞中西医结

合工作者人心的大事情。

有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含义不理解，常常问中西医

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甚至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

定义而争论不休。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

争议的，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将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主要就是两方

面内容，一是用现代科学，主要是现代医学的方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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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探讨其理论本质，阐明其作

用机理；二是发挥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在临床

实践中将中西医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达到提高医疗水

平，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医疗成本的目的。

几十年来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些中西医结合研究项

目，包括活血化瘀研究、肾本质研究、急腹症治疗研究、

针刺镇痛原理研究以及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机理研

究在内的成果，都．二应用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

来发掘、研究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典范。经过研究，有

些认识升华了，上升到理论，又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

例如在活血化瘀研究中，对血瘀证的血流动力学、血液

流变学、微循环改变等病理生理现象的认识，使我们能

够深入了解血瘀证的本质，亦得以应用这些认识来指导

临床使用活血化瘀治法，对血瘀证进行更加有的放矢的

治疗。在肾本质研究中，我们从“异病同证”了解肾虚证

的功能、形态以及代谢改变出发，经过不断的探索，发现

中医的肾和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节整合

功能有密切联系，肾虚患者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多

个环节存在功能的失调或者亚临床的病变，而中医补肾

治疗能改善这些功能异常。我们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

将中医补肾调节阴阳的治疗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防治

和延缓衰老，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西医结合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对传统中医药学

的发掘、整理、研究、阐述和提高，而且也是对现代医学

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中西医结合活血化瘀的研

究，就不会有血液流变学在临床医学中如此广泛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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