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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医结合方法论的思考

谢竹藩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取得

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不仅受到国

内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国外也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这似

乎不应该再成问题，但由于汉字

的特点，“医”可以有多种解释，它

既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医

治”，还可以是“医学”，所以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

中医生与西医生的团结合作，有人认为是合用中西两

法治疗。

中西医工作人员的团结合作当然重要，它是中西

医结合的先决条件，只有中医与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

习，取长补短，才可能有中西医学的结合，但单纯中西

医工作人员的团结合作不直接等于中西医结合。

合用中西两法治疗以求得到既高于中医治疗也高

于西医治疗的效果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做法。应该承

认，这种做法最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在国内，中西医

结合之所以受到许多病人的欢迎正是由于疗效，在西

方国家目前也出现类似情况。美国把西医以外的医学

称 为 替 补 医 学（<;/=’&/&6>0?@ 06A B’>&?60>1C&
D&A1:16&，<BD），主要包括草药、针灸、按摩、脊柱按

摩、气功、瑜珈等。据+""$年夏美国国家卫生院<BD
中心的报道，对美国*"个州成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

示，在+""+年!+个月中成年人有#)E"F用过<BD，

其中**F的人的理由是<BD与常规西医治疗合用能

增进健康。不过，中西两法的简单相加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中西医结合，但往往是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先导。

对中西医结合的正确理解显然是指“医学”而言，

因为中西医结合的提出是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

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论断有着密切联

系的，而且中西医结合的目标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

学新药学”。

中西医能否结合？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形

成和发展的，在观点、方法和手段上都有很大不同，从

理论到实践各成体系，于是便有人怀疑其结合的可能

性。在医学发展史上，确有不同体系无法结合的事例。

宗教化的盖伦医学与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西医学

便是彼此排斥、无法结合的，前者不允许后者存在，只

有淘汰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展。宗教化的盖伦医学

遵循的是经院哲学，充斥着迷信和愚昧，其结果是造成

烈性传染病的大流行和大批病人的死亡；而中医学则

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概括和总结了防治

疾病的实践经验。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是互补的，结

合在一起能促进医学的发展。

有人认为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所以不能结

合。因为中医研究的是“形上属性（证候）的人”，西医

研究的是“形下属性（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人”，这

两种研究对象是“不可通约的”。中医依赖系统方法，

西医依赖还原方法，这是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的必然

选择，这两种研究方法也是“不可通约的”。

这个推论关系到中西医学能否结合的根本问题，

有必要予以探讨。首先，它混淆了对象与观点、方法和

手段的概念。研究对象是指研究中观察和思考的客

体，它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客观存在的。至于观点、方法

和手段，则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哲学思想、

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同一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的

对象，同一对象也可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无论是中

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医学，总归离不开研究人类生命

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医学和西医学是相通的，

不存在因研究对象不同而不能结合的问题。其次是关

于系统方法与还原方法“不可通约的”问题。有人一说

到西医学便是细胞病理学、局部定位思想、微生物学和

特异性病因观念，一说到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便是系统

论，并强调在中医学中早已包含系统论的合理内核，是

世界上首先把系统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医学之中。其

实，现代的系统论源于西方，已在现代医学发展中起到

重要的作用。神经(内分泌学说、稳态学说、应激学

说、受体学说以及免疫学、环境医学、身心医学、社会医

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无不说明西医学已经越

来越注意系统方法的应用。

·,G!·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年#月第+*卷第#期<HI%JD，D0?:3+""*，K;’9+*，L;9#

万方数据



系统论是!"世纪中叶形成的，用于现代医学时间

虽不长，却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中医学研究中

运用系统论也至少有二三十年了，但迄今仍基本上停

留在阐述中医学中有系统论的“原始思想”、“雏形”或

“合理内核”，除了赞叹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之外，究竟

使中医学取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

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论

系统方法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

来对待，着重从系统的整体与组成系统的要素、要素与

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

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以达到全面、精确地了解对象，并

对问题做最佳处理的方法，是综合研究和处理有关对

象整体联系的方法。

还原方法是从高到低、向下进行研究的，其实质就

是分析。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通过实验方法，

特别是分析方法的运用。其特点是从部分了解整体，

从微观了解宏观，从低级运动了解高级运动，把研究对

象分解为若干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认识其细节，使

科学研究大为深化，走向精确和严格的道路。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还原论与系统论、分析和综

合，绝非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由还

原分析转向系统综合，仅仅是对还原论的辩证否定，而

不是完全抛弃。还原论与系统论都重视整体与部分的

内在联系，强调人体和疾病不脱离一般的物理、化学规

律，因而必须进行分解和还原。但还原论认识的重点

在部分，忽略整体性；系统论认识的重点在整体，强调

从整体出发认识诸部分。还原论过分强调部分对整体

的基础决定作用，片面强调“向下”的认识途径；系统论

则强调“向下”和“向上”两种认识途径，即一方面肯定

部分对整体的基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整体对

部分、环境对整体的支配和控制作用。现代科学的系

统方法是将还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系统综合以

还原分析为基础，没有分析，对组成整体的各要素没有

正确细致的认识，系统综合就无从谈起。

还原分析的方法打开了通往微观和细节的道路。

正是由于还原分析的运用，才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有

近代医学的出现。从!"世纪中叶引进了系统论、信息

论、控制论以及社会科学等方法，将分析与综合相结

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并通过多学科的渗透和新技术的采用，发展

了现代医学。

中医学虽然具有系统论的思想，但由于没能吸收

近代科学及其方法论的营养，没有发展必要的分析还

原研究，没有真正打开通向微观和从微观了解宏观的

道路，没有发展必要的实验研究等，其系统论思想只是

系统论的“雏形”或朴素的系统论。所以中医必须克服

上述历史性缺陷，才能上升到现代科学的系统论。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促

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这些成果如果用方法论来概

括，就是在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中引入了现代医学的

研究方法。由于这些方法不同于中医学的整体论和朴

素系统论的思想，有时会引起异议，认为中西医结合偏

离了中医药体系，担心“中医西医化”。这种顾虑其实

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用免疫学

来阐明中医所说的“正气”，用稳态学说来解释“阴平阳

秘”，却只字不提西医学，似乎免疫学、稳态学说等与西

医学无关。在这类研究中，对免疫学的现代成就和细

节、对稳态调控的具体机制（如信使系统、受体系统等）

都尽量避开，似乎一旦深入到具体细节，便有西医化之

虞。这种片面强调整体综合的做法，实际上是继续“述

而不作”，通过“条辨”的形式以求自我完善。中西医结

合要尽量采用现代医学的最新知识和技术，以不断获

得新成果和进展。

更多的非议是来自中西医结合中还原分析方法的

运用。如认为研究中药必须是复方，必须是辨证用药，

如果是研究单味药，尤其是分析有效成分，便不是中药

研究。但是青蒿素的发现却让这些人为难，既不愿承

认它是中药现代化的成果，又无法否认它对世界医疗

卫生事业的贡献。像这类问题，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

来看，十分容易解决。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创造新医

学、新药学，从中药中发现新的有效抗疟药，是中医药

学对人类的新贡献。当然，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不只

限于单味药的分析，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进行复方研

究和辨证用药的研究也都有成果问世。

总之，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

在于它有效地把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即分析与综合

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中。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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