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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旗帜鲜明地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
危北海

中西医结合是在我国既有中

医又有西医的特定条件下产生

的，是我国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

和特点。自1958年10月11日

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离职学习

中医”的指示以来，我国党和政府

为中西医结合制定了一系列的方

针和政策。40多年来，尽管中西

医结合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少的

艰难曲折，但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下，中西医

结合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光辉成就。时至今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我们究竟如何来评估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呢?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1 中西医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实践 自16世

纪明末清初中西医结合汇通思想的产生，发展到新中

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指引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

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已经历了350多年的时间，先后经

过几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尤其1956年毛主席发出

“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号

召和1958年毛主席“10．11”批示“关于组织西医离职

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

万西学中和多学科人员把毕生的心血献身于探索中西

医结合的研究，不图名利，不计艰辛，克服各种困难挫

折，不顾各种流言蜚语，在毫无经验借鉴的条件下，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样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经

历如此众多学者的坚持不懈的研究，难道不能称为是

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活动吗?完全可以说是史无前

例，难能可贵的。

2 中西医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创举 新中国

成立以后，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在继承、发

扬、整理、提高的指引下，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

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其目的有二：一是继承发扬中医

药学；二是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在现阶段

可以是一个新的学派或学科，是在两种医学体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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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者之长，相互渗透交叉，逐步融会贯通，达到极大

地促进医学的繁荣和进步，不断取得高于单一中医或

西医的临床疗效，造就新一代兼具中西医结合技能的

人才，发展有我国特色的结合医学。这难道不是一次

伟大的科学创举吗?在医学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两种

医学体系的有机融会，而孕育出一个崭新的既继承了

原有体系的精华，又在原有体系上推陈出新而大加发

扬的新事物。

3 中西医结合是一种伟大的卫生事业 这种事

业是在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她是全方位的，包括

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建设、学术的繁荣、人才的培育和机

构的完善等。尤其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的提高，为防

治疾病提供了高质量水平的服务，反映了我国医疗卫

生工作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也是我国整个卫生工作的

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西医结

合从根本上，首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其次要丰富现

代医药学，以出现一派“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

好”的蓬勃、生动的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我们判断一切事务的

基本指导原则。在医疗卫生领域内，建设具有我国特

色的医疗卫生事业，就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出

发点，来审时度势，坚持正确的卫生方针政策。在中国

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中国和

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当前的时代特

点和任务，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落后于时代。坚持

执行党和政府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就是医疗卫生事业

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中西医

结合研究所取得高于西医又高于中医的临床疗效，代

表了我国人民治疗疾病最大的、根本的利益。中西医

结合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思维和新疗法，其目的是发展

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科学，使其雄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成为一颗灿烂的明珠。可以说，这就是代表了我国先

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中西医结合在继承

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基础上，又充分运用现代科学，包

括现代医学的一切先进理论和方法，吸取两者之长兼

收并蓄，使其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具有

民族特点又富有现代气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代表了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由此可见，中西医

结合事业既经过历史实践的严峻考验和不断锤炼，又

 万方数据



主里空堕堕笙金苤查!!!i至!旦箜!!鲞箜!塑g!!鲨塑!』!!!!型!!!!!y丛；!，堕!．!

符合当代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我

国党和政府的重要卫生方针之一，是十分正确的，因此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由于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一个史无

前例的光辉创举，因此，在其产生发展进程中自然会存

在不少认识上的分歧、误解，甚至对立。这种认识上的

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发展，也

反映到管理领域，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政策上不够落实。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在学术领域

内突出反映的有两种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认为中医药学不够科学，已经过时；另一种是保守，固

步自封的观点，缺乏与时俱进的态度，认为应用现代医

学的方法，不能研究中医，甚至认为多年来中西医结合

所取得的发扬祖国医学的丰硕成果，妨碍了中医药学

的发展，对中西医结合研究抱有个人偏见，甚至对立的

态度。我认为以上这两种认识都是有偏差的，不够公

正，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数千年来我国劳动人

民与疾病作斗争所形成的祖国医药学是一个富含瑰宝

的伟大珍藏，数以万计的中草药更是举世无双的药学

宝库，中华民族无数医学先辈所取得的卓越理论造诣

和丰富临床经验更是令人叹服。中西医药学虽然是两

种医学体系，但都是研究同一事物，同一实体和同一目

的的，难道就不能找到共同语言，找到结合点吗?自然

科学范畴内，学科问的交叉融合，派生出新学科的实例

比比皆是，例如核医学便是核物理学与医学的结合而

形成的。这是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一个规律，何以断

言中西医就不能结合?更说不上中西医结合研究影响

了中医药学的发展?自然，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无比艰

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艰

辛劳动，也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更需要

中西医药学家和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若不

对中西医结合抱有偏见的话，难道对中西医结合所取

得的光辉成就，诸如青蒿素抗疟和氧化砷类药抗癌的

效果视而不见吗?这是中西医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并发扬了中医药学的明证。

中西医结合工作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所发动

和确立的，又经过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多次肯定，在政府

的规划和立法中，多次得到重申，被国务院确立为一门

新学科。历史证明中西医结合方针是正确的，中西医

结合的方向是坚定的，我认为必须旗帜鲜明地贯彻执

行，使政策落实，措施有力，把中西医结合工作做得

更好。

(收稿：2004 11 01)

谈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西化”问题
吕维柏

2004年10月11日是毛泽

东同志对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批语

批示46周年。值此之际，本人重

温毛主席的批语，就中西医结合

有关问题以及所谓中医西化等问

题，谈点个人看法。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西医结

合至少应该包括两点：(1)“把中

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

起来”；(2)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方法论是现代

科学方法，对象是中医学。这是处理两种医学关系的

重大问题。两种不同学科，通过互相渗透，产生一个新

学科，如免疫学和病理学结合后成为免疫病理学，原子

能学和医学结合后产生核医学，边缘学科的产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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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医学上两门大学科，互相

渗透结合，产生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医西化”和“西医

中化”，是两个学科互相渗透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虽然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但他站在

保护发扬世界文化的高度，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提出

了“西医学习中医”号召，得到了广大西医和中医的响

应和拥护，其效果是空前的，有目共睹的。

当前我们应该高瞻远瞩地处理中、西医学的关系：

我国有两支医学队伍——中医和西医，要搞好我国13

亿人口的医疗卫生工作，非要搞好中西医团结工作不

可。这是我国自1950年毛泽东提出“团结新老中西

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号召以来一贯的政策精神，

后来还被列为四大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第

一、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之一。

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发

展是不平衡的。前者虽然也是从希腊罗马传统医学发

展而来，但由于发现和应用现代科学手段如显微镜、X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