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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李永明

摘要#有关中医学是否科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尚无统一共识# 争论的混淆点之一是因为在

讨论中没有分清$科学%与$科学的%的区别# 本文认为中医学本身尚不能归入纯科学的范畴"但中医学的主

体是科学的"同时也存在部分未经证实的中医学说# 本文试将医学的科学水平分为
7

级&医学科学'科学的

医学'医学体系'医学理论'医学学说'医学信仰'医学迷信及医学欺诈# 中医学和西医学均可以在这个的定

位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前中医学科学水准还明显低于现代西医学"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高#

关键词#中医学( 科学定位( 医学科学分级( 中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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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科学性之争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国医学于百余年前首次

与西方科学相遇'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

西方传统医学经历了从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和现代医

学的转变' 现代医学的发展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

时汲取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市场和资本运作等动

力"发展成当代的西方医学"已经成为几乎全世界各国

和地区的主导医疗服务系统' 鉴于现代西方医学发展

同科学的紧密联系"一般人们对于西医的科学性没有

质疑"甚至认为西医是科学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中医

学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独立产生的传统民族

医学"其核心理论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基本完善"但与同

样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自然科学没有历史交融' 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两者曾各自保持独立发展' 但是

到了近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逻辑逐渐取代了传统

的哲学(经验与思维"科学教育被全面纳入了公共教育

系统"为官方和民间广泛所接受"科学被视为)真理*

或)正确*的代名词' 当从小接受系统科学教育的人

群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开始关注中医学同科学

的关系"寻找中医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甚至质疑中

医学的)科学性*'

学术界和民间有关中医学的科学之争直到目前仍

然没有共识' 其中比较极端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

中医学同科学毫无关系"除了未经证实的经验疗法以

外"其理论不过是一些过了时的古老哲学和主观臆测"

甚至包含了迷信内容"因而中医学只是)伪科学*'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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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则认为中医学本身就是一种完美的科学"成熟的

医学科学"或至少是潜科学"代表一种临床上行之有效

的系统医学科学"其思想及理论不但没有过时"很可能

代表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其他关于中医学与科学的观点大多在上述两种观

点之间'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医学不科学不代表不

正确+

#

,

&针灸能治病"这就是科学+

!

,

&中医学是古代科

学+

%

,

&中医药体系中有很多科学的成分" 中医学是复

杂性科学+

8

,

&中医药是东方科学+

[

,

' 还有的观点主张

要区别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医学理论是不科学的"

但中药能治病是科学"针灸经络理论不是科学"但针灸

临床疗效是科学的等等'

!

#科学的含义

其实"对于中医学科学地位的种种争论的起因是

多元的' 除了人们对中医学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有所不

同以外"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科学和医学的理解不同

而造成的' 也就是说"由于人们心目中)科学*的含义

不尽相同"也可以导致对中医科学性评估的大相径庭'

关于科学定义#科学是指一经发现"可以被重复检

验"并普遍运用的真理(定理和系统化的知识' 科学包

含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比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

物学和社会科学等' 科学研究包括观察(假设(检证及

严格逻辑推理等方法和过程' 达尔文给科学的定义

是#)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

-辞海.

#666

年版定义#)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

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

识体系*' 中国自明代始称科学为格致"即格物致知"

以表示研究自然之物所得的学问"近代则称为科学'

%

#科学与科学的

有关中医科学之争的一个混淆点是汉语表达的模

糊性所至' 英文词汇)科学* $

B.<5C.5

%和)科学的*

$

G.<5CD<E<.

%具有不同的含义' 除了前者为名词而后

者为形容词以外")科学*通常指具有严格定义的知

识(技术和学科"它们的建立和分科基本遵循西方学术

体系的标准"也可以说是狭义的)科学*' 而)科学的*

常用于形容事物符合一定科学原理"或者是系统的(合

理的(有逻辑的(有科学内涵的等等' 但在汉语中"

)科学*和)科学的*有时混用"特别是当把)科学的*用

成)科学*时"容易造成误解' 比如"常提到的)科学发

展观*"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科学的发展观*' 其中的

)科学*在英译时"无一例外地译成)

G.<5CD<E<.

*就是

证据'

在中医的科学之争中"很多支持中医者所说的中

医是)科学*"实质上是指中医是)科学的*"而并非指

中医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科学*' 比如"说中

医能治病"所以是科学' 说针灸和中药疗法临床有效"

所以针灸和中药都是科学' 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

)科学*的表述可以理解为)科学的*' 如果将这一点

澄清"中医科学之争的焦点会更加清晰"部分学者之间

的分歧可能会化解"大部分学者和公众可能会达成

)中医的主体是科学的*这样一个共识'

8

#医学的科学水平分级

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科学的内涵"会发现各

个学科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今日的科学可

能会成为明日的)非科学*或)伪科学*"有些科学的内

容在特定阶段是不确定的或模糊不清的"还有一些是

有争议的或无法达成共识的' 现代西医本身也是从传

统医学发展而来"有很多经验性的内容"至今仍然含有

很多未经科学方法证明的成分' 另外"无论中医学还

是西医"都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其中一些疗法或理

论的科学性要强于其他的"应当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所以"对一个复杂的体系给出一个笼统的科学评估是

很难做到准确和公允的'

评估涉及到生命科学"特别是医学领域"科学的概

念远远没有数理化那么清晰' 为了客观地(历史地(相

对准确地表述中医和西医的科学水平"下面笔者首次

尝试将医学按照科学含量分为不同的水平分级' 如果

这个分级概念和方法能够得到大多数中西医和科学学

者的接受"那么所谓中医学的科学之争就有了一个共

识的评价标准"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

和证据"找到中医学在科学水平分级中的位置' 甚至

对某一种治疗方法"某一个诊断技术"某一个理论都可

以给出清晰的科学水平分级和评估' 医学科学水平的

八级分类法具体为# $

#

%医学科学 $

;5I<.,2 G.<

"

5C.5

%# 指部分医学理论和技术经过严格科学方法验

证"已经成为科学的一部分' 比如免疫学和预防接种

防治传染病及青蒿素的发现和使用' $

!

%科学的医学

$

G.<5CD<E<. ;5I<.<C5

%# 指部分医学理论和实践"虽

然在临床上行之有效"但还没得到严格的科学方法证

明"或机制不清尚存争议' 比如"针灸疗法治疗一些疼

痛病症' $

%

%医学体系 $

;5I<.,2 G=GD5;

%# 是指人

类经过千百年来同疾病斗争中形成的传统民族医学体

系"作为整体尚未被科学方法证明"理论上同纯科学逻

辑不兼容' 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将中医学和印

度医学归为)替代医学体系*' $

8

%医学理论 $

;5I<

"

.,2 D/51-=

%#指传统和现代医学中用于指导临床实践

的理论"未成完整体系"不一定或尚未经过严格的科学

证明"但有一定临床价值' 比如"中医的脏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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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学说 $

;5I<.,2 1W<C<1C

%# 指跟临床实践有

关的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研究证明"临床价值不肯定"

或有较大争议' 比如"五运六气学说' $

$

%医学信仰

$

;5I<.,2 S52<5E

%# 指将医学理论和疗法建筑于某种

信仰(文化传统或宗教的基础上"以信仰为主的医疗实

践' 比如"祈祷疗法' $

9

%医学迷信 $

;5I<.,2 .R2D

"

<G;

%#指排斥常规有效医学疗法"完全依赖或相信神

或巫术的力量' 比如"跳大神' $

7

%医学欺诈 $

;5I<

"

.,2 E-,RI

%#指有意或无意以无效的疗法或学说欺骗

患者或民众"往往以获利为目的' 比如"贩卖假药'

[

#中西医的科学定位和发展

有了对各种医学的科学分类方法和定义"便可以

将西医或中医学在医学科学分类中找到各自的相应位

置$图
#

%' 当然"不同观点的学者"根据掌握的不同证

据"对中西医的科学定位会不尽相同' 图中标明的中

医和西医科学水准仅为笔者的个人观点'

现代西医的主体是科学的医学"其中大部分是经

过验证的医学科学"还有一部分停留在医学体系或医

学理论的水平上$图
#

%' 也就是说"作为整体"尚不能

说西医完全都是)科学*"但其绝大部分是科学的医

学' 而中医的主体还是独立的医学体系"其中一部分

已经上升到科学的医学或医学科学"但尚有大部分停

留在医学理论或医学学说水平$图
#

%' 也就是说"中

医学作为整体不是严格定义)科学*的一部分"但中医

图
#

#中西医的科学定位

学的很多内容是)科学的*' 就总体来讲"中医学的科

学水准还同西医相差很多' 比如"在理论的阐述和机

制证明及临床试验证据等方面"中医学还有很多不够

完善之处' 这里所说的中医不并不包括打着中医的名

义的巫术和欺诈'

本文中关于医学科学水平的科学分级和中西医的

定位"旨在正确认识医学和科学的关系"尝试性地统一

评估概念和标准"从而客观认识某种医学或疗法的科

学地位"减少学界和公众对医学的误解' 同时"希望这

个分级的思路能够让不同的中医学理论(疗法(技术找

到目前相应的科学位置"有针对性地推动有关中医学

的科学性的研究"提升和推广中医知识体系中最科学

的部分"让中医学的精华部分得到传承"服务人类' 中

医学的科学水平的不断提升"还会促进医疗保险(立

法(管理等相应行业对中医的接纳"以及中医在全世界

的普及'

总之"中医学作为一个整体尚不能被归入狭义的

纯科学领域"其主体理论和常用疗法是具有科学性"或

是科学的"但是仍有部分中医学的内容是尚处在未经

科学证明的理论和学说' 近年来东西方对中医学的科

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揭示了中医的科学内涵' 相信坚持

用严格的科学标准深入研究中医学将逐渐消除人们对

中医科学性的质疑"进一步提高中医疗效"会让更多的

民众受益于科学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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