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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回眸与反思
吴敏姜宏魏国利徐荟徐颖杨夏勇

摘要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现实并存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发展和科学研究走向交叉综

合、系统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必然趋势。中西医结合医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自主创新，在临床、实

验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但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不成熟之处。对此，应该具备“和而不

同”的远见和胸怀，努力创建一套独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让中西医结合医学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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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话

题。它的早期雏形是以唐宗海、张锡纯、恽铁樵等为代

表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学派，而真正“中西医结合”

这一概念是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关于“把中国中药的

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

学新药学”的讲话后，逐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的。它

可以说是在“中西医汇通”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延

伸，同时给人们以方法论和科学发展观上的多重思考，

提出了中医发展的方向性、特色性和相容性等问题【11。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事业蓬勃发展、成

果丰硕，但也有不少人对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怀疑甚至是

反对。于此，我们也不禁审慎而思：中西医结合的初

衷、目的、内涵如何?它与继承、发扬中医的关系如

何?中西医结合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中西医是不

是真的能结合?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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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呢?

1 中西医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于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国三代领导人

都有过精辟的论述。现在有人把他们的论述归纳成4句

话：中医不能丢，中西医并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

合[21。

中医学和西方医学是在不同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差异。如此在观点、方法、手段等方面截然不同，从

理论到实践各成体系，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二者间关系

值得探讨。

1．1从认识论来看，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和真理的

一元性决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必然性。首先是中、西医学

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即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的健康与

疾病现象和发展规律的；其次是真理的一元性，即对统

一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只有1个，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真理

认识要统一为1个一元化的理论体系。医学科学理论的

真理性决定着中医学和西医学可以对同一对象进行不同

的研究，但最后对同一规律的认识必然要服从同一真

理，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真理认识要统一为1个一元化的

理论体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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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从中医学的发展来看，中西医结合的必然性

亦是中医学的独具一格和其创新的必需性使然。中医学

术自先秦奠基，经历了张仲景的实践升华，金元诸家的

争鸣强化，温病学派的大胆创新⋯⋯从临床医学角度

看，当时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但在历经百年文化冲击

后，中医一直被动接受西医标准的检验，亦步亦趋地追

随着西医学，试图以此来摆脱自身困境13I。首先，一种

医药学能与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科技、哲学等如此紧

密结合，并以其独特的传统绵亘发展了两千余年而经久

不衰，这绝非偶然。而且中西医两门医学并存了这么

久，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它的经验理论虽然没有

被完全证实，但也没有被证伪。所以，不可置否，中医

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必将振兴。而中西医结合就是

中医新发展的一个契机，它不仅符合当前国情和医学现

状，更可让中医学彻底摆脱瓶颈危机，在新世纪的发展

中涅磐重生。

1．3从当今医药学的发展来看，中医学和西方医

学两门学科的形成、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促进了二者

的结合。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学，受当时朴素唯

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整体观念为主导，

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以不断充

实、完善固有的理论框架为主，少了些突破与创新。而

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医学，受当时西方哲学和

自然科学，特别是哲学上“还原论”的影响，形成了解

剖、生理等各个学科，并不断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

果。而现今，正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一心

理一社会医学模式”14]，突出了心理、社会因素在致病

和治病中的作用，而对此中医已早有研究，如七情致病

和情志疗法就是心理因素致病和治病的典型。所以若把

中医学和西方医学结合起来，从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来

认识健康和疾病，不仅可以创新中医，亦体现了现代整

体医学的发展方向。再者，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

强，而西药不良反应比较大，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日益

增多，所以出现了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等“回归自然”

的研究趋势。而中医的诊疗方法主要就是自然疗法，如

针灸、推拿、拔火罐等非药物疗法以及丰富的天然药物

治疗经验，所以中西医结合不仅有着避免或减少药物不

良反应的美好前景。亦弥补了西方医学利用天然产物母

体或其衍生物少而局限、经验尚浅的不足。

1．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西医的经济代价与我国

经济现况也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现

在西方医学虽然在某些领域发展较快，但疗效提升不

显著，而费用却日趋昂贵。资料显示，2009年美国医

疗卫生支出将达2．5万亿美元，占CDP的17．6％。尽管如

此，却仍有近5 000万65岁以下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

疗卫生保障。而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

家，现今经济实力无法达到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标准。

即使有能力而为之，相信此亦非我们希冀的最终目标。

所以，与其盲目从之，不如另辟蹊径，利用我们传统中

医简、验、便、廉，不良反应少的优势，将中医学和西

方医学结合起来，发展中国新医学。

1．5从现今市场需求来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市

场潜力亦彰显了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可行性。现在已

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中西医结合医学。据2004年中西

医结合学会进行的全国性社会问卷调查显示，93．52％

的医务T作者认为要实行中西医结合，71．22％的患者

最喜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澍51。历史证明，任何新事物

的发展都必不可少地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为医学

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群体，医务工作者和患者

的支持均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必需性。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中西医结合不仅是

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现实并存的必然结果，亦是科学发展

和科学研究走向交叉、综合、系统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的必然趋势【6】。

2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及发展现状

科学的内涵以及鲜明的临床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中

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应弄清中医

和西医治疗疾病各自的优势病种是哪些，对同一疾病的

不同阶段两种治疗各有哪些特色?在疾病的同一阶段，

中医和西医对不同的病理环节分别有哪些作用?中西医

药物同时应用相互之间有没有影响等?然后在中西医结

合最具疗效优势的病种上攻关，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及循

证医学原则，进行“病证结合”的临床研究，弄清该病

各在什么阶段采用中医、西医或是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

方可获得最好的疗效【7】。而这也是目前临床大多数遵循

的中西医研究方法。

所以，中西医结合并非有人以为的将二者简单相

加——中、西医并治或中、西药并用；抑或盲目否定、

机械照搬，用西医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进

行验证、解释、改造，把管理西医的方法照搬到中医

管理上来隅1。而是应当在加法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两者互相渗透磨合、从理论到实践融会贯通，从而

派生出一门优化结构新医学的过程。

如今，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亦已不容小觑，据初

步统计，全国获省部级以上的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已

达1 100余项【9I。如陈可冀等关于“血瘀证与活血化瘀

研究”，不仅首创用活血化瘀药防治冠心病介入治疗术

后再狭窄和心绞痛复发，使两者的复发率下降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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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引发了全球活血化瘀药的研究热潮。再如，青蒿

素及青蒿琥酯复方治疗耐药恶性疟疾，中药砒霜(三氧

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以及近来中西医

结合预防和治疗SARS和甲型H1N1流感等，均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蓬勃发展也对世界

范围内“结合医学”(也称“整合医学”)的兴起和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如日本结合医学、印

度结合医学、加拿大结合医学、韩国结合医学、美国结

合医学研究等u0】。而且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PUBMED)和SCI收录杂志也均开始介绍

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这预示着我们的结合医学不仅赢

得了国内外的公认，而且它在国际医药学界的影响也将

日趋深远。

3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及反思

当然在中西医结合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

必须认识到，中西医结合医学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或不成熟之处，需要我们去完

善、更新。

3．1 尚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 当前，对怎样才算

实现中西医结合的共识是：“仅有局部经验的结合而无

理论上的结合是绝对不够的。从实践经验到理论上的结

合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ll】但目

前我们对它的研究尚处于胚胎期，还未能打破中医、西

医各自的局限性而真正融会贯通起来，所以现在许多实

验和临床丁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机械地依赖于中

医、西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双重指导。而这种并协式的指

导，一方面，其合理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际工作

的开展，如“病证结合”模式的运用，但另一方面，它

们各自的缺陷在指导上所引起的失误和思维模式的混

乱，又极大地阻碍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i2l。所以，孕

育一套独立、系统、完善、成熟的基础理论体系将是中

西医结合工作的关键环节。

3．2 中西医结合人才匮乏现有人形容中西医结

合是一项被冷落的优势，说中西医结合人员老龄化，是

“一代完人”和“一代剩人”【l31。的确如此，虽然现在

我们的中西医结合队伍已日渐壮大，但人才匮乏一直是

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在200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

全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师

执业法规的提案中指出：截至2007年底，全国通过考

试和认定取得中医类别医师资格的共56．8万人，其中中

西医结合专业6．9万余人。虽然已有近7万人致力于中西

医结合医学事业，但相对于全国两百万左右的医疗队伍

和巨大的中西医结合医疗需求市场来说，其数目可以说

是微不足道。而且在这支有限的中西医结合医疗队伍当

中，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正确地采用中西医结合

临床思路进行临床工作，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所

以。培养一批杰出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师，不论对中国医

疗市场需求还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长远发展，都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基石。

4展望

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世界首创的一门新兴交叉

学科，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

先生研究表明，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

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有机程度越

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

现东西方的统一”1141。所以中西医结合如同任何新生事

物的产生发展一样，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以后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温总理曾提出用“和而不同”的观念处理问题，

这也应当是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事业发展中必须具备的远

见和胸怀：中医、西医，“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和

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当然，此处之“和”，我们可以

延伸至各种可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科技、哲学、

文化，如系统生物学、循证医学等。也许在几十年或者

几百年后，中医学和西方医学可以像“波粒二象性”一

样达到系统论和还原论的和谐统一：能够从宏观整体到

微观局部多角度地解析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并从中

升华出一系列新的医学理论，它既不是现在的中医，也

不是现在的西医，而是一门融合中医西医而又高于中医

西医的中国特色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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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森纳名著《医典》中文版出版

阿维森纳(公元980—1037年)，素有“中东医圣”、“阿拉伯王子”之美誉，与希波克拉底及盖仑并称西方传统医

学三巨匠。阿维森纳所著《医典》是其医药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医学史上著名的一本系统的医药学百科全书，它尝

试将希渡克拉底和盖仑的医学论著进行了综合整理，其中还包括亚里斯多德的生理学著作。同时吸收了波斯、阿拉伯国

家和地区、中国、印度等国医药学成就，汇集了欧亚两洲许多民族的医学成果，体现了当时世界医学和药物学的先进水

平。

《医典》是西方医学的经典，也是现代医学的摇篮，而其中所蕴合的宏观医学思想、寒热辨证、饮食疗法、水液代

谢疾病、草药方剂的配伍原则以及衰老理论等多个层面与中医药学平行；特别是在宏观医学体系和辩证思想方面的研

究。为东西方医药学在源头上找到共识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医典》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朱明教授主译，从英文版本首次译为中文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已出版，以飨广大

医学工作者。

(本刊讯)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