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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现代化的哲学思考

□ 闻　莉

（湖北中医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摘　要　中医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也是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作为源
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立于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医，实现现代化首先要观念现代化，树立科学的

发展观。从哲学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医的科学性，准确揭示中、西医之间的关系，科学把握在中医现代

化进程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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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制定
的重要方针政策。但如何实现中医

现代化？我认为，作为源于中国传

统文化和建立于古代哲学思想基础

之上的中医，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深

刻认识中医学在科学中的独立学术

地位，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才能与

时俱进地推进中医现代化。

１　关于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这是实

现中医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楚的根本

性问题。

什么是科学？《辞海》认为科

学是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

知识体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中认为，科学是 “以范畴、

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

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

系。”等等。尽管这些表述有一定

的差异，但对 “科学”概念本质

的揭示基本是一致的。要判断中医

是否科学，必须从 “科学”概念

的知识性、规律性和实践性的本质

特征出发，从医学科学的根本目

的、实践过程来综合分析，作出既

超越中医学本身，也超越当代自然

科学的正确判断，从而全面系统地

认识和把握中医的科学性。

１．１　中医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系
统完整的知识体系　自商代甲骨文
有疾病和医学卫生记载起，中医至

今已有数千年，它是历代医家在不

懈坚持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的基础上，发扬 “医者仁

术”和 “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

神，不断创新而逐渐形成的一整套

独特而系统的诊疗疾病的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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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中医经过

数千年经验的、理论的知识积淀，

积累了由大量反映人体生命、疾病

状态的生理、病理现象形成的科学

事实、科学概念、科学定律，构成

了完整而科学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主要由阴阳五

行理论、藏象经络理论、辨证论治

理论、药性寒热沉浮和归经等理论

组成。其对人体的科学认识集中体

现在 “形气神理论、脏腑理论和

经络理论”等三种理论上。形气

神理论，从纵向的本质结构上揭示

了人体存在三个基本层次———形、

气、神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脏腑理论，从横向功能系统———脏

腑的角度阐述了人体功能系统的基

本构成及其活动的基本规律；经络

理论，则揭示了人体形气神之间、

脏腑之间以及形气神与脏腑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机

制，从而实现了中医对整个人体的

完整而系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中

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

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

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

辨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

１．２　中医学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
医学的客观规律　中医学是世界上
唯一有五千年历史、独立于西方医

学的医学。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年来的
医疗保健，一直依靠的是中医。以

中国的传染病史为证，中国自东汉

以来传染病流行次数不少，但象欧

洲１４世纪、１６世纪鼠疫横行，以
及１９１８年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亡人
数超过两千万者，从未有过。究其

原因，中医发挥了重大作用。可想

而知，一门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

出卓越贡献的医学，如果其不能反

映人类防病治病的客观规律，是不

可能发展延续至今，也不可能成为

中华民族的瑰宝。虽然理论还停留

在古朴的状态，但这些理论经过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反复实践

检验，证明其是真理，是科学，是

复杂性系统内的科学。只要能治好

病，就说明诊断、治疗符合发病和

治疗的客观规律。中医学对人类医

学客观规律的揭示主要体现在人体

和疾病一些整体层次上。

１．３　中医学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
检验的科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中医学之所以历经几千载

而不衰，在我国人民群众医疗保健

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当今人类疾

病的防治、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世界

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究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学的理论不

仅产生于长期的医疗实践，而且长

期的临床实践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

中医理论。实践是中医学生命源源

不竭之所在。

尽管中医学有几千年的临床实

践基础，但目前对中医一些治疗效

果还难以进行实验验证，而只能从

中医理论角度作出解释，因而使中

医陷入用理论验证理论的怪圈。但

这不能作为否定中医学的实践性的

客观依据。中医学在几千年的临床

实践中所接触和认识的许多复杂现

象和深层规律，不但超出了西方医

学的视野，也超出了现代科学的已

有视野。中医学的 “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问题，在西医和现

代科学却都是 “未知其然也不知

其所以然”。发现问题是进步的开

始，这对于促进中医的发展是好

事。当然，对中医学的实验验证，

还有待于医学乃至整个科学特别是

人体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２　关于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中医现代化不是中医西化。因

此，实现中医现代化，必须坚持正

确的认识论，科学认识中医与西医

两种医疗体系，摆正二者的关系，

赋予中医现代化科学的内涵。

２．１　中医与西医都是以保护和增
进人类健康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在
现代社会，认识的方法不同，认识

结果也就不同，形成形态各异的科

学体系，这就是科学的多元性。中

医和西医虽然都是以保护和增进人

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

学，统属于医学科学范畴之内，但

是两者形成的地域、历史、文化背

景不同，认识问题的思维基点不

同。受东西方文化认知差异的影

响，中医产生的基础是直觉 ＋经
验；西医产生的基础是实验验证。

这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分别把

握着人体生理、病理的不同物质层

面，有各自的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

方法，所以，中医和西医是医学科

学中的两个不同性质的学科。

２．２　中医与西医的主要差异在于
方法论不同，但不是根本的对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方法一直是直

觉认识，英国 《自然》杂志的主

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在中国访问

时曾经说过，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

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

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

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中

医的哲学基础是以道家为核心的中

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是以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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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内经》为主的精气学说、阴阳

学说、五行学说，其核心内容是辨

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中医对疾病的

认识是通过 “黑箱理论”来进行

的。中医认为 “有诸内必形诸

外”，它不打开黑箱研究人体，而

是采用司外揣内方法，把握人体生

命过程中现象—状态的物质层面，

所研究的是现象层面的规律。同

时，中医研究生命现象的方法是实

践，总结概念，升华为原理，再运

用到实践中去进行验证，这种方法

适宜研究复杂事物。

西医根植于西方文化，其理论

基础是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它研

究人体是用还原论的方法。它所研

究的是现象背后的实体层面。把对

象看作是合成的整体，因而认为部

分决定整体，整体可以用部分来说

明。毫无疑问，近代西方医学在还

原论指导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但是，还原论的缺陷也日渐凸

现出来，它从本质上会导致信息的

缺损，在很多情况下已经缺损得甚

至不能做出近似的描述，要用细胞

的状态去研究整个人体，误差太大

了。因此，有些西医束手无策的

病，中医却能治好就不奇怪了。例

如：广州一位运动员腹痛，经广州

某大医院治疗无效，西医的办法就

是从腹部找病根，进行腹部探查，

把腹部全部器官全检查了，仍找不

到病根，无从治疗，只得缝合，腹

痛如故。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

授运用中医理论将其诊断为气血两

虚、气滞血瘀，从整体上对患者进

行调治，不日即愈。

２．３　中医与西医是殊途同归，具
备在实践中服务于人类健康的医疗

保健功能　中医擅长整体，西医精
于部分。整体 （中医）与合成的

整体 （西医），这两个层面之间是

没有因果联系的，但却有某种程度

概率上的对应关系，两者的结果是

殊途同归，即共同服务于促进人类

健康的医疗保健事业。必须强调的

是，由于中、西医认识基点的本质

区别，两者之间是永远不可能也做

不到真正的沟通，也就是说无论用

中医研究西医，还是用西医研究中

医，永远不可能从一方达到 （或

变成）另一方。从 《黄帝内经》

到 《伤寒论》，从金元争鸣到温病

诸家，中医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

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从细胞说到分子

论，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

程。西医的理论并不能作为检验中

医现代化的标准，中医、西医理论

的科学性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我

们真正要实现的是中医现代化，而

不是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化。

３　关于中医的继承与发展
实现中医现代化，关键是要树

立科学的发展观，要在继承中医药

传统和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科

学技术的融合，实现传统和现代的

和谐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的

优势和特色，实现对传统中医学和

当代自然科学的双重超越，解决影

响中医现代化的瓶颈问题。

３．１　中医现代化是在继承基础上
发展　 “传统”不是 “过去”、

“古代”与 “保存原样”的代名

词，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

它在时空的延续与变异中不断重

构。从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中医学理论和

方法在中医学的现代发展中仍具有

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理论价值，是中

医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中医学理论

和方法的现代发展不能脱离它的历

史和传统，必须是其历史和传统逻

辑演绎的结果。中医现代化首先应

当是继承了五千年传统的现代化，

尤其是对中医一系列独特的理论体

系、框架和内容要不折不扣地继

承。例如阴阳五行理论、形气神理

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六淫致

病理论、辨证论治理论、药物性味

理论等，都是体现中医特色的关键

和根本。我们要坚持以中医自身为

本体，同时使其理论和方法与时俱

进，而不是以事物需要发展、科学

需要突破为借口，摒弃中医这些特

色基础，对中医进行现代化改造，

如此 “现代化的中医”就会面目

全非，只能算是一种新兴怪物罢

了。中医学只有坚持继承传统，保

持和发扬自身的特色，中医现代化

才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３．２　中医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医自
身规律　中医的发展必须尊重中医
固有的规律，不能脱离中医理论框

架。如果任意突破这个框架，必然

容易导致违背客观规律。中医学理

论和方法的现代发展不能脱离它的

历史和传统，必须是其历史和传统

逻辑演绎的结果。必须是通过对传

统中医学的创造性转化来使中医学

现代化，而不是将传统中医学理论

和方法的逻辑的自然的发展，被新

的理论和方法所取代。因此，中医

现代化应该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正确的认识中医，理解中医，

只有在理解中医的思维方式下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