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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建立融合东西医学优势的现代医学体系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做斗争

的实践经验总结!其理论体系蕴含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

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深

刻思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

医药学也是世界医学宝库中独具特色的财富!并很早就通过

丝绸之路等对外交流渠道!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

注重%治未病&和遵循整体论'系统论的中国传统医学迎来了

新的发展!不仅对许多常见病'多发病疗效显著!而且在重大

疑难疾病和新发传染病的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现代

医药工业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医学科学的演进提供了知识

技术来源和研发思路$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西方医

学的结合!为近年的中西医汇聚和系统医学研究奠定了基

础$ 在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进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把中医

药与西医药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践证明两种医学体系优

势互补'相互促进!已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的显著特

征和优势!正在为中国医学科学发展提供独特的动力!也为

健康中国的实现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医学将为现代医学发展提供新的哲学理念和

应用选择"中国传统医学充满着古代智慧和哲学思辨!例如

中医提倡治未病!中国的预防医学就从中获益良多$ 中医把

人体看成整体!注重内在平衡的调整!相对疾病更加关注病

人!采用系统疗法!至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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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作为一名血液学工

作者!我本人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研究中就受到

启发!通过三氧化二砷和维甲酸的协同靶向治疗!将肿瘤细

胞转化为分化的细胞!效果优于用细胞毒方法单纯杀伤肿瘤

细胞!其中对三氧化二砷的使用则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以毒

攻毒的治疗思想$ 大家都知道的青蒿素的发明也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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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东晋学者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中国传统医学是宝库!这些古代智慧应该得到尊重并应

用于现代医学体系!可以说东西方两种认知交汇!能够为现

代医学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广的视野$

中国传统医学哲学和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理念日益趋同

当前!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都在发生深刻的转变!西方医学发

展趋势也更加注重预防'自我保健与环境的协调统一!更加注

重系统化治疗和个体化治疗!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

转变!这与中国传统医学千百年来坚持的%上工治未病&'%天

人合一&的理念相吻合!与其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本质特征相

一致$ 中医认为人的健康和自然相互关联!并受其支配!人要

和自然保持和谐!人体内部是一个系统整体!各主要脏腑间的

关系可以用五行来描述!健康取决于阴阳平衡!中国传统医学

通过这一系统论引导医生预防和治疗疾病$

然而!不是所有的临床问题都可以用中国传统医学的理

论来解释!现代西方医学的新概念'新突破!有时也难以为中

国传统医学理论框架所接受$ 因此!要实现两者的交流汇

聚!迫切需要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翻译成现代生命科学的

语言!中国的几万种方剂大多是按照%君臣佐使&原则配置的

复方!这种复方的协同作用可以在增强效果的同时减少毒副

作用!但如何用系统生物医学的语言解释%君臣佐使&!进而

揭示他们在一个复方中各自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如何对免疫

系统'肠道菌群'人体自我调节能力产生影响是关键所在$

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对于帮助中国传统医学真正走向国

际学术界!进而在未来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医学体系的构建需要东西方医学的汇聚相长"即

使是在中国!对传统医学的态度也处于两个极端!有的人认

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予以取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拥有几

千年临床实践的中医!臻于完美!对其进行所谓现代化只会

扭曲其精髓!病人和医生有时会陷入这两种极端$

中西方医学的目的都是最大程度地保护健康!我们应该逐

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一方面我们

要充分运用现代西方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和多学科交叉渗透

的思路和方法!加快传统医学理论与技术的革新*另一方面!我们

要充分发挥传统医学在生命观'健康观'医学模式等方面的特色

优势!为现代西方医学提供更多的治疗思想和方法手段$ 这方

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多中心临床研究以确定疗效!标准化以确

保安全'质量和结果的可重复性!以及监管的强化$ 在疗效基础

上!阐明中医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

我以为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融合东西医学优势的

现代医学体系!这种医学体系富有包容性!既不固步自封!又

兼收并蓄*既立足于历史!又着眼于未来*既高于传统的中

医!可能也高于目前的西医$ 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哲人有言

%如果分担挑战!挑战将分之*如果分享成果!成果将倍之$&

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维的思考'更开放的心

态!在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这一神圣事业面前!门户不同'学

派相左都不重要!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医学和西方现代医学的

汇聚!不仅会让我们比单纯应用其中一种获得更好的健康效

果!造福人类福祉!而且!将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打开

一条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促进经

济的转型升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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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院士医学论坛上说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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