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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基础理论以藏象经络为其理论核心，藏象经络学说研究的进展决定其发展方向。其

理论体系的形成未以解剖学方法为主，是古人自觉运用古代哲学思想，概括当时对人体与疾病的认

识，融合当时多学科知识而形成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着种种误

区；其现代研究应当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为中医临床服务为前提，做到“继承而不泥

古，创新而不离宗”。

关键词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研究 继承与创新述评

1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谈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药学的理

论基础，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整

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

理论工具，以藏象经络为理论核

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理

论，此即其四大基本内容。藏象经

络理论的形成源于解剖知识，但不

以解剖知识为主，而是以整体观念

为指导、以阴阳五行为工具进行系

统归纳而形成的，是对人体藏象经

络的生理病理知识的高度概括；辨

证与辨病是密切相关的，证是在整

体观念指导下应用的对疾病过程中

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是对藏象经

络异常表现的归纳与总结。由此可

见，中医理论体系的四大内容是相

互关联的，其中以藏象经络尤为重

要，藏象经络的研究进展决定着中

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向。

中医基础理论发源于《内

经》。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期间的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

系统的医学典籍，其中较为详尽地

论述了中医学对人体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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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

的诊断、治疗、养生预防等基本知

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

了基础，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

标志。早在《内经》成书时代，

已经有“解剖”概念及相应的解

剖知识，如《灵枢·经水》说：

“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

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

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

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

多少⋯⋯皆有大数。”可见，当时

的解剖已经是医学家有意识的观察

与研究，且其解剖知识已达到相当

的水准。如现行藏象学说中的心主

血脉、肺司呼吸、肝藏血、肾主

水，以及六腑的形态结构、生理功

能、脏腑的相对位置等等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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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皆是在古代解剖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并确立的。这些解剖知识为中

医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藏象学说的

形成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中医学在其形成的过程

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解剖知识，

为何中医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藏象

学说未按解剖学思路发展，而且后

世解剖、形态学研究的新进展、新

成果亦未能影响中医学基础理论?

这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的的问题。

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认识。

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医

学未能按照解剖学思路发展，主要

是受封建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其

实，稍加分析便可得知，这种说法

是难以成立的。《内经》成书的春

秋战国时期，是“诸子蜂起，百

家争鸣”的时代，当时各种学派

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

家、阴阳家等纷纷亮相，而孔子所

建立的儒家学派只是其中之一，并

且不占主导地位。至秦朝，儒家学

说反遭禁止，当时的秦始皇推崇法

家，强调改革，反对守旧复古之儒

家，于是便有了“焚书坑儒”之

变。至此，儒家思想不仅未得到发

扬，反而受到压制。至西汉·汉武

帝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并在董仲舒的大力推崇下，儒家思

想才得以发扬与流传。后世在此影

响下代有发展，尤其是宋代之后，

经过以朱熹与二程(程颐、程颢)

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发展，医学与

儒家关系便进一步密切。如元代的

朱丹溪“稍长从乡先生治经，为举

子业⋯⋯翁以母病脾，于医亦粗

习，及闻文懿之言⋯⋯乃悉焚弃向

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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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翁传》)，并以医学而成名，其代

表作《格致余论》及所持观点，如

“格物致志”、“阳常有余，阴常不

足”等，皆为宋儒理学思想的体

现。他如唐朝《外台秘要》的作者

王焘，宋代《苏沈良方》的作者苏

轼、沈括，皆为唐宋时期著名的儒

学大师；明代著名的医学大家张景

岳及后世的众多医学家，亦深受儒

家思想教育。无怪乎，后世有“秀

才学医，笼中捉鸡”之说。可见，

中医学深受儒家思想左右，是在西

汉汉武帝之后。战国至西汉年间问

世的《内经》，其理论体系的形成

与发展未以解剖学思想为主，并非

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是另有原

因。因此探求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

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医学基础理论

的现代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启示。

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因探

析

由于万物的生长收藏皆受到自

然界的影响，作为“万物之灵”

的人类生长于大自然，“人生自然

之中，天地之间”，自然界的季节

变化、区域特点、昼夜转换等因

素，可影响人的生理特点；而自然

界的相应变化则会影响到人体，导

致相应的病理变化。为此古人特别

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强调天

人相参，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

与日月相应也”(《灵枢·邪客》)，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

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皆

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由于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是当时盛行的

哲学理论， “阴阳者，天地之道

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

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自古通天

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

问，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

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地。其生

五，其气三”(《素问·生气通天

论》)，且“阴阳者天地之枢机，

五行者阴阳之始终。非阴阳不能为

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中

藏经》)。阴阳五行学说认为，自

然界的事物与事物之间在共生共存

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同的运动规律

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物之问的

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事物的运动变

化的依据在于其内部相反的两种力

量的斗争，而这些普遍联系是难以

用解剖知识阐明的。由此医学家将

“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及与之相

关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中医学，强

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以及人

体自身完整性；说明人体的生理病

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养生预防、

药物的性味特点等，形成了具有

理、法、方、药特点的较为完整的

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形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

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古代医家在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下，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论理工具，

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与疾病病

因、病机的认识，广泛涉猎并吸收

当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多学

科，如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

物候学、术数学、历法学、社会

学、心理学、军事学等等学科的成

就，将之有机地融为一体，用以解

释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人

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关系，经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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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共同努力，成功地编著成博

大精深的《内经》，为中医学理论

体系奠定了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中国

传统文化血肉相关，而《周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

之根，阴阳学说发源于《周易》，

中医学则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

下以整理客观事实为依据，以研究

人体的生理病理与疾病的诊断治疗

为目的的科学。“科学是运用范畴、

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

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

体系”(《辞海》)。科学主要包括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思维科学。《周易》之中八卦所

指天、地、风、雷、水、火、山、

泽，即是指自然界的事物；而其中

以阴阳的变化、六十四卦的演变，

推测人事变化，占卜事物的吉凶，

等等，则体现了其社会科学属性。

“它之所以是哲学，在于它把‘天

道’、 ‘地道’、 ‘人道’一统于

‘乾坤’、‘阴阳’、‘刚柔’的交感

作用，⋯⋯以它来解释‘八卦’，

从而解释一切事物：宇宙始源、万

物发生、人事规律；既知过去，又

卜未来；万物、时空和人事在

《易》中似乎具有一种相互牵制而

影响着的密切关系。”(李泽厚《中

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25页)。可

见，《周易》之中既包括自然科学，

又包括社会科学。由于人生活于天

地之间，故与其他动植物一样，有

其自然属性；而人在与自然作斗争

的过程中又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

系，并具备了高级精神、意识与思

维活动，因而人又有别于其他动

物，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因此

研究人体必须兼顾人的自然属性与

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于是古代医学

家汲取了兼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两种属性的《周易》，并与其中的

哲学思想——阴阳学说与五行学

说，阐释人体、解释疾病。可见医

与易是密不可分的，“易具医之理，

医得易之用⋯⋯然则医不可以无

易，易不可以无医”(《类经附翼·

医易》)。可见，《周易》是中医学

理论体系形成之源，“是以易之为

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

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故

日“不知医不足以言太医”(《类经

附翼·医易》)。

综上所述，中医学理论体系是

在综合、概括当时对人的自然属性

认识(包括解剖知识)及社会属性

的认识，并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

为论理工具，以取象比类、推演络

绎、察外知内等为主要研究方法，

形成的以解剖知识为基础，融合人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强调人与

自然协调统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3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

与误区

目前，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通

过古籍文献整理以及结合现代科学

技术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在病、证、症的规范，病证

的诊断逐渐规范化、客观化；阴阳

学说、藏象学说、气血理论、经络

学说、虚实寒热的本质；补脾、补

肾、疏肝、活血化瘀、通里攻下等

基本理论与治则治法的实质或作用

机制得到了深入研究与部分阐释。

如阴阳与环核甘酸(cAMP／cGMP)

水平；气虚症与能量代谢、免疫功

能紊乱的关系；血瘀证与血液流变

学异常、微循环障碍的关系等的研

究受到了重视。藏象学说中肺脏本

质的研究主要从肺系疾病进行，实

验指标涉及到肺功能、血气分析、

免疫学等；脾气虚本质主要从胃肠

疾病进行研究，指标有胃动力学、

胃肠道激素、各种消化酶、免疫学

等；上海医科大学主要从异病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功能性子

宫出血等)同证(肾阳虚证)人

手，研究结果表明肾阳虚证的实质

为下丘脑一垂体一靶腺轴的异常，

将肾阳虚的发病环节定位于下丘脑

等等，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纵观中医学基础理论研

究的整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基

础理论的现代研究中存在着种种误

区。如强调以西医理论与方法为标

准，中医学理论必须符合西医学，

即凡是符合西医学的理论即为科学

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临床诊断

治疗标准亦以西医的疾病诊疗标准

为依据；中医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进

行实验研究，尤其是动物实验研

究，等等。时时处处以西医学理论

与方法为检验标准，过分强调中西

医的认同性研究，以西医为主流、

以中医为附属，将中医药的研究结

果归属于西医理论的体系。为此，

尽管国家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了众多

的现代研究，却很少取得对于中医

理论发展及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有益

的进展，反而使中医学逐渐丢掉自

我，失去特色。

从中医与西医的形成与发展过

程可知，尽管中医与西医都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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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和疾病的学科，但由于两者形

成于不同时代，其理论特点、哲学

基础、思维方法不同，故属于不同

的理论体系；两者分别从宏观与微

观不同层面，探讨和研究了人体的

生理病理，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

和防治规律；对人体与疾病的认识

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两者可相

互取长补短、同时并存，而不能互

相取代。例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至今，国家投入大量经费用于经

络实质的研究，结果按照既往分析

还原的研究方法，至今未能发现经

络的解剖及形态结构的实质之所

在，其研究方法的误区是不言而喻

的。须知，虽然中西医对于内脏器

官的称号相同，但对其功能的认识

却大相径庭，如站在西医立场上，

则永远也不会承认脾主运化。西医

强调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注重形态

研究，专心微观分析；中医则强调

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突出整体相

关，着重宏观调节。如对于三焦理

论的研究，诸多医家经过与西医解

剖组织器官的分析比较，提出了

“三焦为油膜、网油”、“三焦为胃

之匡廓”、 “三焦为淋巴系统”、

“三焦为人体微循环”、“三焦为人

体脊神经”、“三焦为机体体液平

衡调节系统”等诸多不同观点。

尽管以上研究从某些方面说明了三

焦的结构或功能特点，但由于其研

究脱离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论体

系，难以指导中医临床，也不能提

高临床疗效，因而对中医学本身的

发展无甚裨益。

中医的现代研究应当包括认同

性研究与差异性研究两个方面。若

抛开中医临床，孤立进行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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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分强调认同性研究，凡事以

西医学为标准，处处强调新技术、

新指标、新方法，其结果则会将系

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弄得支离破碎，

使之脱离了与临床的血肉联系，难

以指导中医临床。如此的中医现代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研究的

误区，而研究的结果则很难说是对

中医学的发展与创新。

4 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

新

任何学科研究都有其形成与发

展的过程。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

与发展亦是古今众多医家在长期而

大量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

行归纳总结，由经验上升为理论，

再由理论反馈到临床，由实践的检

验、总结而不断完善得来的。继承

与创新是辨证相关的，继承是创新

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没有

继承就没有创新，创新是在继承的

基础上创新。总结中医学的发展史

可知，中医学历代医家，凡是对中

医学理论有所贡献者，皆是在继承

的基础上，结合临床，不断发展而

实现创新的。如据考证《黄帝内

经》一书所引证的古代医著就有

二十余部；东汉张仲景的《伤寒

杂病论》是在“勤求古训，博采

众方，撰用《素问》、 《九卷》、

《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

药录》”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结

合自己的临床治疗经验与体会，

“并平脉辨证”而形成的(《伤寒

论·原序》)；著名的金元四大家

及温病医家提出的相应理论和学术

观点，皆是在继承《内经》以及

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

会背景、气候特点以及各自的临床

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并极大地

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由上可见，中医学的发展史，

即是一部不断继承，不断创新，并

由此促进中医学学术不断发展的历

史。而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每一次发

展，都是以临床实践的需要为目

标，在继承前人经验与教训的基础

上，开拓创新，总结经验而提出的

新的辨证论治的方法与规律，都是

对I临床新发疾病的传变规律及诊治

方法的概括与总结，都是对中医学

理论体系的发展，最终皆融入到中

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

学，其对人体与疾病的研究皆以临

床需要为前提，脱离了临床，中医

理论则毫无意义。因此，中医学基

础理论的现代研究，也应注意把握

这样一个方向，即要寻求中医自身

发展规律，不管是现代研究还是传

统研究，都必须以为中医临床服务

为前提，以证实和发展中医学基本

理论为目标，注意做到“继承而

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防止单

纯为研究而研究，以西医学思想指

导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方药的

应用。否则，没有继承，盲目创

新，其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要通过中医学的现代研究，

不断总结中医中药治疗临床常见

病、多发病、疑难病、新发病的规

律，提高以中医诊疗方法诊断疾病

能力，提高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疗

效，不断开拓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

领域，坚持中医特色，强调以人为

本，突出辨证论治，因人而异。通

过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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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肺宝丹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疗效并探讨其作用机理。方

法：(1)临床研究：90例中晚期NSCLC患者随机分为化疗加肺宝丹组(A组)与单纯化疗组(B

组)。观察近期疗效、治疗前后症状变化、治疗后骨髓抑制情况。(2)实验研究：正常小鼠与免疫抑

制小鼠各50只随机分为5组：生理盐水组，贞芪组和肺宝丹高、中、低剂量组。观察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结果：两组近期疗效无显著性差异，A组症状改善优于B组，A组骨髓

抑制较B组轻(P<0．05)；肺宝丹能增强正常和免疫功能抑制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结论：

肺宝丹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配合化疗可提高临床疗效，减轻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

关键词肺宝丹非小细胞肺癌 中西医结合治疗 巨噬细胞 实验研究

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我国的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根据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二十年变

化趋势和近期预测分析，今后几年我国肺癌的发病率

仍将呈上升趋势。大量文献报道中医药治疗肺癌可延

长生存期，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保护骨髓造血

。作者简介周宜强，男，主任医师，博=l：生导魉。串华孛医

药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院院长，

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功能。1996年1月～2001年6月我们对90例中晚期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观察及

动物实验研究。

临床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根据《中国常见恶性

肿瘤诊治规范》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诊断标准¨]。主要

步弄清中医学证候本质、中药方剂

治疗疾病的作用部位和作用机制，

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医、应用中

医，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疾病的

防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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