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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13亿人的中国，5000年

来的卫生保健，一直依靠的是中

医。中国的传染病史足以为证，中

国自东汉以来传染病流行次数不

少，但如欧洲之14世纪、16世纪

鼠疫流行，及1918年西班牙流感

一次死亡人数过2000万者，未之

有也。为什么?中医之功也。2003

年SARS流行，世界统计，中国大

陆死亡率最低，广州的死亡率更

西方医学是当今世界医学的主 低。溯其原因，是广州中医介入治

流，它植根于西方文化。中医学是 疗最早之故。

世界上惟一有5000年连续历史的、 论文化，近四、五百年，西方

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它植根于 文化发展很快，造福于人类不少，

中华文化。西方医学传人中国不过 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估计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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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开始，将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

化相融合的时代。现在世界的诸多

难题，要靠推广东方文化去解决。

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论未来医

学，将是西方医学与中医相结合而

成为更加完美的医学。

1 “仁心仁术”是未来

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仁者爱人”，作为医生，对病人

有爱心，这是天职，故日“仁

心”。中医另一格言：“痫瘰在

抱”，就是说把病人的病痛看作是

医生自己的病痛，必然处处全心全

意为病人着想。绝不能为了搞科研

写论文甚至为了金钱就对病人多做

不必要的检查，随便给病人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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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谋利。若做人体器官买卖则更是

犯罪的行为。

如何表达医生的爱心?——要

求医生施行“仁术”，这是对医生

十分严肃的要求。现代医学是一门

生物医学，许多治疗措施与技巧都

是从动物身上练出来的。不少治疗

手段，看来对某一个病可能已解除

了，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例

如小孩发热，用抗生素治疗，热是

退了，但耳朵却聋了!据报导，中

国每年制造三万聋哑儿童；又如胃

溃疡潜出血(++++)，血止不

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又如糖尿病

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法却把脚

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这

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仁术”。

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

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中医

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

术治疗”治好。用“仁术”来考

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中医

学在公元3世纪《金匮要略》中

就已经用“大黄牡丹皮汤”口服

治疗“阑尾炎”，这一方法至今仍

可重复。用非手术法治疗宫外孕，

保住了生殖器官，治愈后还能生孩

子．这多好啊，“仁术”是未来医

学的灵魂。

2 医学模式将向“人天

观”发展

西方医学的模式原来是——生

物模式。20世纪后期才发现不对，

最后承认医学的模式应该是——生

物、心理、社会模式。这是一个进

步，但我认为仍然不全面。虽然已

重视了心理和社会对疾病的重要

性，还没有把人提到最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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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医与西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西医着重治病，中医着重治病

人。中医学是把人放在首位，根据

宏观理论把人放在天地人群之间进

行观察、诊断与治疗的。中医学受

中华文化“天人合一”观的影响，

如果要找个中医学模式的话，应是

“天人相应”观，简称“人天观”。

即把人放在时间、地域、人群、个

体中，进行健康保健预防与治疗的

观察研究。中医诊治疾病，不单单

在追求“病”上，而是按“时、

地、人”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

体进行辨证论治与预防。比方

2003年SARS流行，中医无法追求

确认“冠状病毒”，而是根据当年

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与病人的证

候表现，确认SARS是湿邪为主的

瘟疫病。实行辨证治疗与预防，结

果取得较好的效果。

试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曾治

一个运动员的腹痛病，经广州市某

大医院治疗无效，为了把病确诊，

便进行剖腹探查，把腹部全部器官

全检查了，找不到病根，无从治

疗，然后缝合，腹痛如故。后来我

诊断为气血两虚、气滞血瘀，用补

气血药加活血药把她的病治好了。

这一病例说明西医要从腹部找病

根，中医则从整体调整治病人。

3养生重于治病

中医有句格言——“上工治

未病”。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它

包括未病先防，已病早治，重点在

于防病。西方医学也很重视预防，

讲卫生。两者比较西医是消极的，

中医是较为积极的。西医的预防讲

外部的防御，如绝对无菌、消毒，

而中医比较重视发挥人的能动作

用，发挥人的抵抗作用。中医养生

学，有几千年的积淀，内容十分丰

富。未来医学必将把养生放在最重

要的地位。富如美国也支持不了日

益增长的天文数字般的医疗开支。

一个高血压病人必须天天服药，药

物有副作用，便要不断更换新药，

新药新价格，价格越来越高，这才

符合生财之道。中医的养生术、导

引术既能防病又能治病。

根据现代的生产力，在合理的

制度下，一个成年人每周工作5

天，每年工作8个月，大概已足够

了。一年分两段，半年工作4个

月，两个月是养生、娱乐、体育、

美术及其它自己喜爱的，毫无忧虑

与压力地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这

样一来人的健康与寿命一定会更美

好。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仍要

靠中医的养生理论去教育那些纵欲

无度的亚健康者。

4未来医学之路

医学不仅仅只有重视微观的西

医才是唯一的医学科学，立足于宏

观的中医学也是科学。

对SARS的防治，西医千方百

计用电子显微镜抓到“冠状病

毒”，然后再找寻防治之法，目的

在于杀灭病毒。中医则根据时间、

气候环境、病邪的属性、个体差

异、证候表现进行辨证论治，针对

时、地、人这一宏观现象进行预防

与治疗。事实证明中医防治SARS

效果胜于西医，已可定论。中医用

药物预防，其优势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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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无力，西医研究了上百

年从微观着手，可谓已够深入，并

能做出动物模型。治疗方法也不

少，认为切除胸腺是一张王牌，但

其总的效果，多数治疗只能达到缓

解之目的，仍然会反复发作，能根

治者很少。中医对此病之研究才

40多年，我们没有走按神经学说

研究的路。按中医理论进行研究，

我们的结论认为是“脾胃虚损，

五脏相关”。我们的经验：凡病程

短又没有用过吡啶斯的明、激素、

胸腺切除等西医治法的患者最好医

治，更易达到根治的目的。

心脏搭桥围手术期的治疗，我

们才合作了数年，但已经可以肯

定，此法优于单纯手术之治疗。我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中医药的综合

治法取代手术治疗。

中西医学全面而平等的合作，

前途是光明的，共同创造未来的医

学，为人类的健康与幸福作出更大

的贡献，是可以做得到的。

5二十一世纪的希望

未来医学是循序渐进的，二十

一世纪前半叶我们的希望是：

(一)人类将摆脱化学药品的

副作用，摆脱创伤性的检查以及治

疗技术带来的痛苦与后遗症。医学

要讲人道主义，要达到“仁心仁

术”的职业道德最高境界。

(二)实行“上工治未病”，

医学将以养生保健为中心，使人人

生活过得更愉快、舒适、潇洒。

(三)医学将以“保健园”的

形式，逐步取代医院的主要地位．

医院将成为辅助机构。

(四)医学除了属于科学范畴

之外，将深入文化、美学、艺术，

使医学从人体的健康需求上升到

精神世界的美好境界。医学、文

学、美术、书法、音乐、歌舞、

美食、药膳、气功、武术、健康

旅游、模拟的环境、梦幻的世界

⋯⋯将成为“保健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接受保护健康，是快乐

的事而不是苦事。

(五)第三世界要摆脱贫困与

落后才能一起进入未来医学的世

【环球快讯】

界，而使第三世界贫困与落后的原

因是强权政治、种族压迫与掠夺战

争。抢救一个垂危的病人，十分艰

辛，但打死一个人，只要手指一扣

扳机!

要实现未来医学的美好愿望，

我们该怎么办呢?战争与医学，杀

人与救人，永远相伴吗?人类这个

万物之灵，总会觉醒的。解除人类

痛苦的曙光出现在东方。

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将在成都举行

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将于9月26日至28日在四川省成都市

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中医药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期还将举办中医药国

际科技博览会。

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

“回归自然”成为世界潮流，国际社会对传统医药逐渐认可，人们保健意识不

断增强，天然药物及其相关产业的市场和影响不断扩大。

他说，加快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

化进程，壮大发展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使中医药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

献，已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这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旨在汇聚国际国内中医药界名流，交流国际国内中

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果，共谋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推动中医药事业发

展。大会设置了中医药现代化高峰会议、高新技术与中医药发展、中医药理论

的继承与创新、中医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现代中药与健康产品研究开

发、中药安全性与有效性的临床前研究、中医药临床评价研究、民族医药的研

究与发展等分会。

本次大会是由科技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政府联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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