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2006年8月第5卷第4期

36 Traditip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中医药通报编辑部：

去年8月与贵刊文蓉主任南通一见，别来无恙。

贵刊数封约稿信皆收到，亦一直放在心上，只是诸事缠绕，

难于静心写作。另外就是怕原有的一些东西不一定符合贵刊的体

例要求和内容要求。我是比较闲散的人，喜欢兴之所致言之所致，

《思考中医》就是这样出来的。亦担心太闲散的东西会有辱贵刊，

这点还请谅解。

我这里有读者写的一篇文章，即“物理学的经典与现代”，

读后深感获益。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经典的传承，以为中医

的情况亦是如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医学人也应该了解一些

现代的学问以及古代的其它学问，这实际也是人文之所需。前些

时候教育部原副部长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演讲中谈到：

“没有一流的人文水平，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我觉得这个提

法很中肯。科学从哪里来呢?从人文中来，所以每一位有建树的

科学家人文精神、人文底蕴都是很深厚的，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很

鲜明的例子。为什么科学的造诣到达一定深度以后，写出来的东

西不但可以启迪本学科本领域，而且可以广泛惠及其他学科，这

就是人文的因素。本来中医这门学科是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但

是现在完全走偏了，现在搞科学的(包括中医)完全不注重人文

精神，以为强调科学就可以不要人文，拿现在的中医期刊看，几

乎都是千篇一律、干巴巴的，这与古人的风味相去太远。贵刊与

很多杂志相比，似乎能够走出来一些，这是可喜的，也是体现中

医药特色和本质的，望能够保持并发扬下去。

顺颂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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