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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

———再驳张功耀 《告别中医中药》

□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１）

　　关键词　张功耀　中医文化　文化自卑

１　告别文化自卑，正确
认识中医

　　我们认为，中医是中华优秀文
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

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

藏，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发明。

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汉学与医

学家曼·波克特教授，既熟悉西

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取

汉名 “满晰驳”，意为 “以饱满的

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

足”。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

“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

作了 《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

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

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

波克特教授还接受了 《科技

中国》记者的专访。他说：“我一

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

是我经过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

论。”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

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

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

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

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

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

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

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

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

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

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

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

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

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

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

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

回事”。

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

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

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

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

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

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

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

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

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

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

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

继续恶性循环。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

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

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

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

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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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

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

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

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

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

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

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

“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

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

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

２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
来医学方向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
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

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２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　中医学
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

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

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

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

通过 “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

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

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

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

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

观。

２２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
神　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
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

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

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

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

主宰。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

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

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

全是 “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

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

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中医建立

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

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

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

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

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

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

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 “人

的医学”。

２３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　
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 “健康”

与 “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

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

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

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

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

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

调的是可通的 “痹 （闭）”，而不

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

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

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

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

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

疾病观。

２４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
疗思想　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
医就可以根据证候 “辨证论治”，

并推崇 “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

学水平 “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

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

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

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

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

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２５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　生
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

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 ＳＡＲＳ时
期，没有一个抗 ＳＡＲＳ病毒的现代

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

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

若神明的 “特异抗病毒药”缺乏

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

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

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

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

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

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

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

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

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

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

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

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

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

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

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

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

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

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

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

倍爱护。

３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
关战略

　　３０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
文·托夫勒著 《未来的冲击》，他

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

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

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

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

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

症。”

其实，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

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

更猛烈、更强大。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医药通报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第５卷　第５期

３６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

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

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１９７４
年提出的 “四个现代化”奋斗目

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

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

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

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

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

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

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

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与 “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

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

低估的。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

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

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

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

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

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

否已经 “严阵以待”、 “我自岿然

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

并没有达到使中医免受冲击的作

用，也没有达到溶解西医、同化现

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

紧接着而来的 “中医科学化”，其

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 “中医理论

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

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 “封

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

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

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

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

是 “伟大宝库”、是 “祖国医学遗

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

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

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

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

人有时代的感觉。 “中医现代化”

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 “现代”，

而是处于 “过去”的、 “朴素”、

“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

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

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

“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

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吗？难道我们是 “第二个”考古

学专业？！

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

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

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

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

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

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

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

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 《灵素

商兑》提出 “旧医”的 “理论陈

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

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

上、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总会在

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

同立论根据提出来，就像那打不死

的白骨精一样，它会不时变换一种

面孔出现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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