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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从哲学思维角度初探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杨巧丽#

!

"郑好飞!

"刘"颖%

摘要"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一直是医学界争论的热点" 哲学思维是医学领域观察问题#研究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必要工具$中医学哲学思维的基础是%元气论&$以%整体观&为特点'西医学哲学思维的基

础是%原子论&$以%还原分析观&为特点$两种思维方式各有优势与劣势" 中西医结合的哲学思维方式$能综

合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优点并补其不足$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哲学思维'中西医结合'科学性'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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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学中的哲学思维

#

!

#

"中医学哲学思维的特点

中医学哲学思维最显著的特点是整体观"且中医

学具有'显哲学性(与'隐科学性(的特点)

#

*

+

中医学哲学思维的基础是'元气论("其将'气(

看作世界的物质本原"并由此解释世界的整体性,动

态性,无限性,普遍联系性,阴阳对立属性,万物的生

化规律等属性)

!

*

+ 中医学是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

特点的"有学者认为"中医学哲学思维的理论基础是

整体观"方法论是辨证论治"治疗理念是调和"治疗目

标是使人体阴阳恢复动态的平衡)

%

*

+ 也有学者认

为"中医学是以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硬核"以各

种生理模型,病理模型,病因模型,诊断和治疗以及

养生理论所组成的各种理论和假说为保护带"以活

的人体为生长点"科学的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

科)

`

*

+ 中医学哲学思维看待世界是有机的"其看待

健康的人体和生病的人体也都是有机的和整体的"

故而分析性差,针对性差是难以避免的缺点+ 但是"

中医学也具有经验丰富,治疗疾病病种广泛,不良反

应小,药物易得加工方便等优点"也得益于其采用整

体观的哲学思维+

整体观的哲学思维在中医学的治疗手段中亦有

体现"如中药不论是植物类,虫类还是矿物类"都是

以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有机体来治疗人体这一生物有

机体"即将一种或几种有机体作用于另一个有机

体)

#

*

"尽量保持自然界所有生物的整体性"并旨在促

进机体的自身恢复"故而治疗的不良反应小+ 而针

灸,推拿等物理疗法"亦旨在保护人体的完整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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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引导其身的恢复+ 除非必要的外科手术"中医

很少采用手术或者将外物介入人体的治疗手段+

#

!

!

"西医学哲学思维的特点

西医学哲学思维最显著的特点是还原论分析思

维"且西医学具有'显科学性(与'隐哲学性(

)

#

*

+ 西医

学的'显科学性(使其可信度高"说服性强"这也是现

代西医学迅速风靡全球"并成为世界主流医学的主要

原因+

西医学哲学思维的基础是'原子论("'原子论(认

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原子以不同的秩序和位置

互相结合"故形成各种事物"原子的运动产生了丰富多

彩的现实世界)

9

*

+ 根据原子论观点形成的机械论和

还原论决定了西医学哲学思维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

西医学哲学思维的理论基础是原子论"方法论是还原

分析"治疗理念是对抗疾病"治疗目标是治愈疾病)

%

*

+

西医学哲学思维看待世界是无机的"其看待疾病和人

体是分离的"其研究分析方向正在朝将人体和疾病分

为越来越小的单元发展+

比起经验的传承"西医学更注重理性的分析"故其

在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药化等方面有明显的优

势&加之物理,化学,分子生物,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的

飞速发展"其在疾病的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优势也不

容忽视+

!

"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

!

#

"中医学的科学性

中西医结合的首要前提是要证明中医学的科学

性+ 就科学知识的本质而言"其具有累积性,暂时性,

可重复性,创造性,公开性,可预测性的特点)

B

*

"而中

医学完全符合上述特点"故而是合格的科学知识+

就科学的核心内容而言"科学的核心内容包括

'理(与'用(两个方面"'理(是探索事物规律的规则与

框架"'用(则是满足各种实际需要的手段)

$

*

+ 中医学

强大的生命力证明中医学之'用(的科学性是毋庸置

疑的+ 中医学偏于'用(而轻于'理("全将中医之'理(

托之于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有实用性强且方便解释和

思考的优点"但因缺少还原分析和实验论证的过程"其

证据不足,可信性差的缺点在与西医学的竞争中日益

突显+

就源头而言"中医学知识是基于对客观事实丰富

的观察经验总结出的"中医学的医学思维过程是基于

正确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没有不科学的理由+

就疗效而言"中医学已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检验"目前在

与西医学的激烈竞争中"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

论治(的优势也日渐突显+

!

!

!

"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性及可行性

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和疾病"虽然

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但同一研究对象

注定了两者具有研究的重叠性和众多的可结合点+

中医学和西医学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延长人类的寿

命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西医学以针对病原体治疗

为主"打败病原体的同时自然有助于身体阴阳的调和&

中医学以调和人体阴阳为主"人体阴阳调和的同时自

然有助于驱除病原体+

我国医学工作者在中西医结合的实践道路上已经

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沈自尹教授等)

8

*便通过检测肾阳虚患者与健康人

尿
#$

羟值的变化"证实了尿中
#$

羟值的变化与肾阳

虚关系密切"首次证明了中医证候具有物质基础+ 近

年来其团队广泛采用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干细胞

研究的研究等方法"在肾阳虚本质,肾虚与衰老,肾藏

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原创性成果+ 现代医学研究中"

中西医结合研究在内分泌,神经系统,人体免疫等人体

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突破"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郝一

鸣等)

7

*筛选出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医湿证的尿液蛋白

标志物"构建出了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中医湿证诊断模

型+ 刘萍等)

#"

*认为可以从系统生物学角度阐明'肺与

大肠相表里(的代谢组学变化"为肺与大肠相表里寻

求物质基础和科学内涵"实现了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

胡凯文教授)

##

*亦提出恶性肿瘤'绿色治疗(的观点"

提倡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将现代微创技术纳入到中

医外科体系+ 由此也从实践角度验证了中西医结合理

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陈凯先院士将中西医结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

次是两种医疗手段的综合运用&第二层次是理论上的结

合"形成新医学和新药学&第三层次是思维方式的融合"

也就是哲学层面的融合)

#!

*

+ 目前中西医结合医学正处

于萌芽阶段"即'两种医疗手段的综合运用"并力求在理

论层面的结合上有所突破("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十

分艰巨+ 广大医学研究工作者应在哲学层面上对中西

医结合的发展树立坚定的信心+ 早在
#77#

年"就有学

者提出'中西医结合需要新的哲学(的观点)

#%

*

"这个新

的哲学"应当是涵盖了中医学和西医学哲学思维的优点

并能互补其不足的哲学&之后"有学者在总结中西医哲

学思维优缺点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元衡

论(

)

#`

*

+ 应当明确的是"哲学思维方式是一个广泛的概

念"具有海纳百川的特点+ 而中医学'整体观(的哲学思

维方式"和西医学'还原分析观(的哲学思维方式"两者

各有千秋"有利有弊"而将两者融合的中西医结合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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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维方式"其目标是综合二者的优点并补其不足"必

然成为医学思维方式发展的正确方向"故中西医结合的

道路是科学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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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男科分会
!"#8

年学术年会暨

第二届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高峰论坛征文通知

由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男科分会主办$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承办$浙江省性学会协办的中国中医药信

息研究会男科分会
!"#8

年学术年会暨第二届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高峰论坛#浙江省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将于
!"#8

年
`

月
!"

$

!!

日在杭州瑞立江河汇酒店召开" 大会将进行男科及性医学热点聚焦#专家面对面#经方(药)发掘与创新#男科品牌建设#性功

能障碍头脑风暴等专题报告" 现将征文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

#

)信息技术在男科学中的应用'(

!

)中医#中西医男科诊疗新技术#新方法#新进展'(

%

)男科疾病(男性不育症#前列腺

疾病#性功能障碍等)基础和临床研究'(

`

)性医学#生殖医学#心理学等男科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

9

)特色疗法治疗男科疾病的临床经

验和体会'(

B

)历代男科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继承'(

$

)其他与男科学相关的论文"

征文要求"(

#

)论文未公开发表$来稿应为
9""

%

#"""

字论文摘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内容$请勿写成过于简短的

%内容提要&形式$不要附图表$并写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

)论文一律用
*-2K

文档格式排

版$宋体$小 & 号字$

#59

倍行距'(

%

)参会论文均采用网上投稿$论文发送电子邮箱至
^??bb@RC#!B5D-0

(稿件收到会自动回复)$请在

电子邮件主题栏注明%男科征文&字样$征文截稿日期为
!"#8

年
!

月
!8

日(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联系方式"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泌尿外科$黄晓军$电话*

"9$#

$

89!88!$9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男科$耿强$电话*

"!!

$

!$`%!97!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王福$电话*

"#"

$

B!8%9#%`

'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男

科$俞旭君$电话
"!8

$

89!!7!8"

转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韩强$

"#"

$

9!#$B"`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