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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当前之路#融通协同

郑晓红#

$马伯英!

$$中医学伴随着中华文明而产生'发展!源于数千年

的生活和医疗实践!其理论体系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对人自身以及人与

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辨!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天人合一的

自然观'生命观及健康观!长于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与分

析生命和疾病!从时空动态的视角研究和解决生命与

健康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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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做出贡献)

#

*

(

近百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包括在中国的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

致力于推动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的结合!始终坚持

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将中医药与西医药放在同等重要

的位置!为近年的中西医汇聚和系统医学研究奠定了

基础(

中国的医学在发展!医学模式在发展!形成了当前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的医疗格局!逐步

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两种医学体系差异互补'优

势集成'协同创新!中医学的自然观'生命观'健康观与

现代医学的科学观'人体观'疾病观相融通!中医学的

生命时空变动之道与现代医学的人体结构功能之学相

融通(

#

$中西医融通协同的内涵

中西医融通协同!可以是中医学主动与现代医学

的融通协同!以发挥中医学整体观'生命观'健康观'疾

病观'养生及个性化诊疗等特色优势为原点!运用现代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

成果!在生命与疾病的认识思维'研究方法'辨治模式'

处方用药'技术手段'养生保健等方面中西医学优势集

成'融通协同&也可以是现代医学立足自身优势!主动

与中医学的融通协同( 无论是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

正不断形成主动互相汲取所长'融通协同的共识和

趋势(

这种医学体系富有包容性!人文与科技'传统与现

代'经典与前沿交相辉映!人文'学术'临床融会贯通!

与时偕行!既立足于历史!又着眼于未来!既高于传统

的中医学!也高于目前的现代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的高

级形式---新的体现于学术'教育'科研'医疗'管理'

医生的实质性的融通协同发展( 以临床疗效'人类健

康为目标!代表了整体医学及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是

中国特有的医学思想及体系!正在为中国医学科学发

展提供独特的动力!也必将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

业的特征和优势!为健康中国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

!

$中西医融通协同的历史必然

!

!

#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源流

公元前
$

世纪前后!.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

文集/构建的东西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医学史上两座

不朽的丰碑!成为天人合一的东方整体观医学思想与

科学理性的西方还原论医学思想决定性倾向的开端(

公元
!

世纪!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

学巨人#张仲景与盖伦(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整体

观念'辨证论治为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系统的中医辨

证体系&盖伦以解剖生理'观察实验为基础!著作了堪

称系统的百科全书!发端了分析还原实证的西方实验

医学体系(

明末清初!由徐光启到方以智!中西汇通的潮流已

经萌动!王宏翰以+天人合一,为汇通的出发点!成为

汇通事业的开拓者(

清代以来!王学权'王清任'王士雄'陈定泰'唐宗

海'张锡纯等一批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衷中参西'中西

汇通的探索(

近代中医!百年坎坷!以余云岫'俞樾等为代表!废

除中医的声音此起彼伏!予千百年来封闭发展的中医

以激烈冲击( 丁福保最早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

陆渊雷'时逸人'施今墨等主张借西方医学来实现中医

学的确切性和严格实证性!从此中医学走上了以西医

改造中医'为+科学化,而现代化之路(

新中国!迎来中医药事业新的春天(

#K$E

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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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提出将中医中药及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

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和新药学!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

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KEK

年!

周恩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
%

种形式!其中+第三种是

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

高级的,

)

!

*

!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

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

中国医学体系( 近
E"

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

动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

!"#%

年!习近平提出促

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

!

!

!

$中西医融通协同的现实基础

近
%"

年来!传统思想宝库与现代研究开发方法

手段的结合!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探索!青蒿素及紫杉醇

的发明!在以毒攻毒治疗思想指导下的砒霜$亚砷酸%

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确切疗效!+君'臣'佐'

使,中药配伍理论对治疗效果的影响研究进展!+病证

结合,诊疗模式'+菌毒并治,防治方法'肿瘤治疗的中

国模式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近年来!西方开始认识并关注研究中医系统论'健

康观的价值!系统生物学将现代医学推向一个新的研

究阶段!而健康已成为
!#

世纪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

近年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逐步认同中医药复方'多靶点'

协同治疗的价值!开始兴起一股追求天然中药疗法的

浪潮!使用了几千年的中药复方与现代西方追求的个

性化诊疗'回归自然的潮流殊途同归(

!

!

%

$中西医学发展的困境挑战

中医学发展面临两方面困境#一是传承不力!主要

表现为中医思维弱化'中医学术泛化'中医临床退化'

中医科研异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中

医人才匮乏及中医养生泛滥浮夸等( 二是封闭停滞!

主要表现为缺乏理论创新'学术创新'技术方法手段创

新甚或偏差!临床服务能力水平下降等(

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永远跟着

疾病跑&作用靶点过于单一&不良反应&治疗方案的无

差别化&对一些疑难症治疗效果不佳等( 同时现代医

学以疾病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向微观层次发展!期望能

努力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并致力于直接对抗性地消

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最终实现治疗疾病的目

的( 疾病医学导致药物淘汰加快'病毒变异加快'环境

污染加剧'医疗费用大幅上升!并由此形成了世界性的

医疗危机)

%

*

(

!

!

7

$医疗健康事业的要求与医学发展的趋势

当前!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传统医学哲学和现代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理念日

益趋同)

#

*

( 西方医学发展趋势更加注重预防'自我保

健与环境的协调统一!更加注重个体化诊疗和系统化

治疗!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转

变!这与中医学千百年来坚持的+天人合一,'+治未

病,的理念相吻合!与其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本质特征

相一致(

*LI

在
#KKE

年.迎接
!#

世纪的挑战/的报告

中明确提出#+

!#

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

要研究领域!应该把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

方向,( 在这种大背景下!医学面临着从物理化学的

医学观上升为自然生命的医学观!从生物医学$动物

医学%模式上升为人类医学模式!从疾病的医学上升

为健康医学!从对抗医学上升为生态医学的发展走向(

医学的目的和本质功能要从专注于发现和确诊疾病'

征服和消灭疾病的疾病医学!上升为为人类生命活动

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健康医学)

7

*

( 中西医学在思

维取向'价值取向上具有密切关联和汇聚融通的趋向!

中西医学的融通协同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科学'现代西方医学研究的理论假设模型!只

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不是全部&基因科学'作用靶

点'单体研究等!是局部真理!而未来发展趋势必然要

面向现实生命活动的复杂性( 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中

药复方针对的是复杂的生命活体( 中医基础理论中蕴

涵的辩证法'系统论能够启发现代思维( +西方医学

已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它不能对个体机能失调做出

精确的特异的判断和治疗,

)

$

*

( 中医学整体观念'个

体化辨证施治已开始'也必将对现代西方医学形成强

大的冲击( 近年来中医学治未病'治慢病的优势以及

在重大疑难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逐渐被认识!为现代医药和健康服务的发展'医学

科学的演进提供了知识宝库'技术来源和思路方法(

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

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E

*

(

然而!并非所有的临床问题都可以用中国传统医

学的理论来解释!要实现两者真正的融通!必须要解决

一个问题#中医学的模糊认知'中药复方的疗效需要用

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来系统揭示!中医药的发展需要分

子生物学激活)

A

*

( 以中国的哲理作为根基!同时学习

西方医学!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这是中医学在
!#

世

纪能否成为中华民族特色医疗体系和理念的关键)

D

*

!

决定着古老的中医学能否真正走向国际学术界!焕发

新的生机活力(

医疗健康事业要求!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

西方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和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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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促进中医学理论与技术的革新&另一方面!要

充分发挥中医学在生命观'健康观'医学模式'具有确

切疗效的草药复方'经穴针灸等方面的特色优势!为现

代西方医学提供更多的治疗思想和方法手段( 实践证

明!两种医学体系差异互补'优势集成'协同创新已成

为时代主题( 这一融通协同的体系和理念的形成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

%

$中西医融通协同的要素和特点

*LI

早在
#KAD

年就在.促进和发展传统医学/

的决议中指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合!有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有效的结合是用现代科学技

术将两种医学的优点加以综合,

)

K

*

( 中西医结合'中

西医融通协同首先是中'西医学间的优势互补'融会贯

通( 长期争论的过程!基本厘清了各自的优势不足!为

当前各取所长将两种医学的优点转化为融通协同要素

奠定了基础( 中西医学在世界观'方法论'认知方式'

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诊疗方式'治疗理念'治疗方法等

方面均存在融通协同要素( 从民众的需求出发!以临

床疗效为目标!正确把握融通协同要素!是中西医融通

协同发展的前提!也将是特点优势(

%

!

#

$在世界观'认识论上!中医学自然观与现代

医学的科学观的协同

伴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西

方医学的发展理念日益趋同'协同!中医学自然观'生

命观'健康观与现代医学的科学观'人体观'疾病观结

合!中医学生命时空变动之道与现代医学的人体结构

功能之学结合!已成为健康实践'临床医疗认可选择(

%

!

!

$在方法论上!中医学整体论与西医还原论

的协同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整体论是中医学的基本特

点!蕴含着系统论'控制论的思想!但+正因为他们还

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

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

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

)

#"

*

!人类医学进步'科学

进步的追求必然体现在对+说不清楚, +为什么,的不

断探索'还原( 精确分析的还原论是现代医学的重要

特征!集中了近代科学的思维!但+当科学家把整体还

原为基本的构成部分---无论是细胞'基因或基本粒

子!并试图用这些成分来解释所有现象时!便失去了认

识整个系统的协调活动能力,

)

##

*

( 恰如细分到钢筋'

水泥'砖块!便失去'无法得知建筑的形貌'风格和功

能( 整体系统与生命活动'功能现象相关!现代医学的

发展越来越强烈地佐证了这一点(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

步!量子论的发展!中医学整体论与现代医学还原论的

密切联系和融通协同趋势已经成为必然(

%

!

%

$在认知方式上!中医学注重察同与现代医

学注重察异的协同

中医学注重察同!致力于并较善于从自然万物的

普遍联系中寻找共性'规律( 现代医学注重察异!致力

于并较善于对自然事物分门别类的研究中寻找各类事

物的特点'特异性(

现代医学亦察同'中医亦察异( 中医学的阴阳学

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更注重

自然'生命的普遍联系与规律&现代医学实验'分析'病

原'靶点'单体等更注重形态结构功能的特点与特异性(

如人类历史上新的疫病不断发生!新的病原体也在不断

产生!对于突然而至的新的传染病'流行性疾病!西医学

致力于病原微生物的发现'疫苗的研制!在人类抗击疫

病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学认为!疫病的病

因!仅从病原微生物上认识是不够的!人体的抗病能力!

致病微生物的传染力和生物学特性与自然环境密切相

关( +上工治未病,!中医学注重调整天人关系!在与致

病微生物的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当病原体还未被世

界医学认识之前!中医药预防治疗已起作用!形成了体

现天人相应的中医本色的治疫特色(

中医学察同与现代医学察异都是对人体自然规律

的一种探索和把握!如能融通协同!必将丰富对自然规

律的认识!对人体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

辨治的思想方法手段更加丰富(

%

!

7

$在思维方式上!中医学直觉思维和现代医

学逻辑思维的协同

+医者!意也,!中医学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感悟

去探寻自然'生命的规律与奥秘!阴阳五行学说'脏腑

学说'经络学说'药性理论的建立!司外揣内'援物比类

方法的形成!源于直觉思维'形象思维( 现代医学的分

析'还原依赖于逻辑推演!实验'实证亦离不开逻辑思

维( 两者均源于自身的母体文化和历史( 直觉与逻辑

都是科学思维的组成部分!代表着思维路径的不同走

向!中医学直觉思维和现代医学逻辑思维的相互联系'

相互结合!既是两种文化'两种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思维科学客观的规律走向)

#!

*

(

%

!

$

$在研究方法上!中医学整体主观模糊认知

与现代医学局部客观精确分析的协同

现代医学客观精确分析'实验的研究方法!建立在

还原论基础之上!通过一定的实验条件有效揭示或验证

因果规律!科学实验便成为+证实,或+证伪,最有效的

实践方法( 由此现代医学建立与完善了一整套实验学

科和实验方法( 中医学主观模糊认知的'经验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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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太注重人体的结构'形态等客观实体!但这并不意

味着中医学研究方法没有科学性!有诸内必形诸于外!

表象'状态'现象有其内在的存在与变化的联系!建立在

整体论基础之上!运用思辨'类比'心悟等方法也可以感

知表象'状态'现象的内部客观存在与变化(

中医学整体主观模糊$相对的%认知的经验研究

方法与现代医学局部客观精确$相对的%分析的实验

研究方法!都是对人这一共同客观实在的感知!二者之

间的融通协同必将深化对人体生命与疾病的认识与

把握(

%

!

E

$在诊疗方式上!中医辨机辨证与现代医学

辨病辨症的协同

中医学辨证与现代医学辨病结合是目前中西医结

合最为常用的方式之一( .内经/中列病机十九条!再

而强调谨察病机'握机于先&.伤寒论/谓随证加减而

治之!抓的是主证!强调的是机变( 以某些疾病为突破

口!进一步加强辨症'辨病'辨证'辨机方面的总结和研

究!形成辨机辨证与辨病辨症相协同的最佳治疗模式!

对于中西医融通具有更为现实'直接的指导意义(

%

!

A

$在治疗理念上!中医学针对人的整体+调

理,观与现代医学针对病的局部+修理,观的协同

中医学注重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自身的

整体和谐发展!重视关系'关注功能!进而形成了治未

病'治病求本'综合治理'整体调理的治疗理念&现代医

学注重强调个人至上'以解剖为基础的分析还原论!重

视实体'关注结构!进而形成了个体微观精确治标对抗

修理的治疗理念( 结构与功能互相影响!并在一定层

面上互相决定( 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调'补'

治'养等+看不见的手,!如果能融合现代医学微观精

确的抗'修'补'摘等以及现代科学检查'诊断方法的

+看得见的手,!这种宏观和微观'调理与修理协同并

重的精神方法'知识结构'技术能力无疑将产生巨大的

整合力'竞争力和效验( 两者的协同方可超越各自的

局限!真正达到标本兼治(

%

!

D

$在治疗方法上!调理与修理的协同!整体与

靶点的结合!体内过程与体外表征的观照!复方与单体

的选择性运用协同

中医学宏观整体'看不见的手与现代医学微观局

部'看得见的手的优势协同!从理论体系到教育'科研'

医疗'管理'健康服务体系的融通!医者'临床的协同恰

当灵活运用!必将深化对时空规律'自然规律'生命规

律'疾病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开启新的中西医融通协同

的生态健康医学模式!提高临床水平(

$$综上!中西医融通协同的生态健康医学模式的优

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促进医学科学

的精深发展( 无论是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作为一门

自然科学!中西医融通协同必将促进其自然科学'临床

医学方面的精深发展'长足进步!临床水平及疗效的提

高( 同时!因其学术性'专业性'发展性'救死扶伤的人

文性!必然使医学临床'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社会民

众对其怀敬畏之心!有利于推动医学的不断精深专门

化发展( 医者自重'社会尊重!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

关系( 另一方面!表现在有利于提高人们自我养生保

健的意识'能力和水平( 中西医融通协同!科学与人文

交融!有利于促进人们健康养生的理念方法形成!推动

道法自然的健康观及科学的养生思想方法深入人心!

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让生活步

入生态健康医学之境'让生态健康医学融入现代生活!

形成中国独特的生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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