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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叫嚷“取消中医”
的用心何在

● 李今庸

　　关键词　五行学说　整体论　辨证施治　科学　中医

　　近阅《环球人物》记者路琰访
问何祚庥的二人网上对话，使我进

一步认清了何祚庥崇洋媚外而无理

攻击、毁谤、诬蔑我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中医药文化，以迎合西方文化

霸权主义的需要而暴露出其奴颜媚

骨、冥顽不灵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心

态。这里且就何祚庥否定中医的主

要观点及其为人作些剖析。

一、何祚庥说：“中医里的阴阳

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

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

的伪科学”，“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

阳五行的这套理论。这是中医的

核心，这是中医最重要的理论基

础。但是在我看来，中医里阴阳五

行理论是伪科学”。这里何祚庥对

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一则斥之曰：

“伪科学”，再则曰：“还是伪科

学”。然而科学的真伪，决不是依

何祚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的。

我们且看辞书对“科学”一词所下

的定义，中华书局 １９４０年版《辞
海》说：“广义，凡有组织有系统之

知识，均可称为科学；狭义，则专指

自然科学”，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版《辞海》说：“科学，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想的知识体系。……科

学可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

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科

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

造世界的指南”，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现代汉语”《辞海》说：“科

学：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

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中医药

学里的阴阳五行学说，既是中医药

学的哲学思想，又是中医药学理论

体系的组成部份，在指导中医几千

年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受到了实

践经验的严格检验，证明它是符合

医学科学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是

谓“科学”无疑，其何“伪”之有？

众所周知，阴阳、五行，是我国

古代的两个哲学派别，至我国战国

后期，邹衍才把二者合在了一起。

阴阳学说是阐明医学世界一切事

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我已在 ２００５
年撰写与何祚庥商榷的《“整体

论”是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一文

中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这是学

人皆知的思想。至于五行学说，

《中国教育报》记者张圣华有着客

观的评说：“五行是古人根据万物

各自最突出的特点，以整体归类的

办法把事物归分为五种类型，这是

一种但求其要、汇其同，不计其细

微之处的千差万别的归类方法。

在没有任何可依赖的科学仪器的

情况下，这种宏观归类法打开了人

们可以继续推演、思维的大门，这

等于打开了人类文明的大门，让人

们拥有了一种观察世界、分析世界

并展开推理活动的简单而有效的

办法。我们不能说五行说是完美

的，但它却闪耀着智慧之光。有人

说五行之论是一种假说，笔者不同

意这种说法。对世界万物的归类

方法有很多种，只要逻辑严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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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就像人可以分为好人坏

人，也可以分为男人女人、胖子瘦

子、大眼的和小眼的。如果用科学

把人分分类，那可就没边没沿了。

五行说是一种比较贴近日常生活

的万物归类法，常人也能够很快会

其大意。这样，大众之间可以很方

便地用五行说进行交流。中国古

人在两千年前的这个发明，对于中

华文明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五行之说就是放到今天也不可替

代，这种对世界万物的分类方式能

够把很多极端复杂的问题简洁化，

使问题一目了然，更容易处理。

把五行说正式引入中医，最早

见于《黄帝内经》……

事实证明，五行说绝非假说，更

非虚妄。把五行说引入中医是中国

人的一大创举（引自《中国教育报》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０日所载《对中医进
行文化拯救》一文）。是五行学说

乃古人根据木、火、土、金、水各自的

特性把医学世界万事万物按“以类

相从”规律分属于五行，使复杂纷繁

的医学世界简捷化，正是我国古人

智慧一大创造，并以其五行的相生、

相克规律论述五者的相互制约、相

互促进、保持着医学世界动态平衡

的发展，从而表明阴阳五行理论，赋

予了中医药学以辨证思维，标志着

中医药学具有东方文化的特征，而

成为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正是这

一特色，保证了中医临床治病的独

特疗效。现代生物学专家认为世界

各地人口的男女自然比例总是保持

相对平衡状态者，亦为阴阳规律支

配所使然也。我在近５０年传授中
医知识其中包括阴阳五行学说的过

程中，听课者有中医、有西医、有年

青学生、也有中年人和６０岁以上的
老年人，他们听得懂阴阳五行理论，

而独何祚庥说他“越听越糊涂”。

这是讲课人的笨于表达，抑是何祚

庥的思想冥顽不化？就这样一个何

祚庥还标榜他“这个人是讲究科学

的，没有偏见”、人家“只要能给”他

“证明阴阳五行的理论如何正确”

他“就相信这一理论是真科学”。

何祚庥怀着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

任凭人们对阴阳五行讲述得如何清

楚，他也是不会相信，拒绝接受。

２００５年６月我曾建议他好好读一
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泽

东的《矛盾论》等著作，以减少对阴

阳五行的误会。可何祚庥听不进

去，既不读书，也不听讲，顽固地坚

持己见，否定民族中医药文化，简直

达到了思想僵化得不可理喻，导致

了何祚庥的以管窥天，夜郎自大，把

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凡

是他不懂的知识体系，都被诬之为

“伪科学”。其对中医学里“阴阳五

行学说”的诬蔑就是典型的一例。

何祚庥说：“阴阳五行，玄而又玄”，

“越听越糊涂”，“我听不懂就是伪

科学”，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中医

阴阳五行的内容作过有说服力的理

论分析，只是简单粗暴、横蛮无理地

给扣上一顶不适宜的“伪科学”大

帽子，表现了一个“学阀”的态度，

装腔作势，以势压人。其实，他是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虽

然他崇洋媚外，但他并没有多少洋

知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中早已指出：“有些人对于自己

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

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

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这就是

对他这类人的真实写照。

二、何祚庥说：“中医的整体思

维是很笼统的，不作具体分析，他们

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

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

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

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

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

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

这里何祚庥用了“以是为非”和“以

非为是”的“颠倒黑白”手法，对中

西医的哲学思想作了非客观的无知

歪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

说过：“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

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

受哲学的支配”。中医药学的哲学

基础是“整体论”，西医药学的哲学

基础为“还原论”，这已是中外学者

的共识。然何祚庥出于讨好西方文

化霸权主义对我文化进行分化、西

化的需要，却昧着良心把中医“整体

论”对具体事物的“视之模糊”歪曲

为“言之笼统”，并斥之为“不作具

体分析”。中医如真不作具体分析，

它何以能做到辨证施治而治愈疾

病？《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

早已阐述：“中医是中国古代整体论

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集大成

者，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复杂科学的兴

起，全世界对中医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以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为基础

的中医不仅将大大促进全世界医学

的发展，而且它的系列思想和方法

可应用于探索生命现象等复杂现象

领域，甚至可以应用于解释整个宇

宙的诞生与演化”（见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版第２５０页）。是
整体论之为用大矣哉！中医认为，

“宇宙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

体，人体也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

机整体”，中医药学里蕴涵着真正的

整体论思想。西医学具有西方文化

的特征，为西方科学，它以还原论为

思想基础，长于分析而缺乏整体思

维，《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指出：

“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

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

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

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

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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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的灵魂”。（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版第５９页）
何祚庥却说：他“在美国看西医，人

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

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

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

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

思维”。何祚庥不论其治疗观念是

着眼于整体还是着眼于局部，仅就

这种“从头到脚”的检查一遍就美

化其为“整体思维”，足见何祚庥对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献媚和对哲学

的充分无知！据不久前报纸所载西

医专家、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中

医最大的特点是整体变化，而西医

则更重视局部系统和器宫。比如以

前西医治疗肿瘤一定讲消除，但现在

则追求人体如何带瘤生活得更好。

这种整体观就是从中医那儿学来

的”。钟南山实事求是地坦陈西医

治疗肿瘤学得了中医整体观。这无

异于给了在医学领域里崇洋媚外、抬

西抑中的何祚庥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何祚庥说：“我认为中医冒

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

就是把‘辨证施治’偷偷改成‘辩

证施治’。请注意这两个词有很大

差别。一个是‘辨别’的‘辨’，一

个是‘辩论’的‘辩’。早年的中医

的书里写的是‘辨证施治’，但是解

放以后，他们为了凑合共产党的唯

物辩证法，他们就把中医书上写的

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

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

……因为共产党提倡唯物辩证法，

他们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

来就是符合辩证法的。”当记者问

及“您在哪里看到这个‘辨’字给

改了？”时，何祚庥并没有拿出一个

证据，而只是空说了一句“太多

了”。接着又诬蔑中医“用一种很

不光彩的手法来推销中医”，并说

“这是伪科学鼓吹者常用的手法。”

何祚庥既拿不出中医改“辨”为

“辩”的真凭实据，表明何祚庥对中

医是在造谣中伤！这才是真正的

“用一种很不光彩的手法”来攻击

“中医”而欺世盗名！何祚庥以为，

他这样无中生有装腔作势一骂，就

把中医骂倒了，殊不知他搬起石头

砸了他自己的脚，使人们看清了他

的灵魂。谁都知道，在中医药学

里，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

在《黄帝内经》里，即可随手拈来，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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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必求于本”；“阳生阴长，阳

杀阴藏”；“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曰阴曰

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驰

张，生生化化，品物咸彰”；“动静相

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

也”；《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故

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

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

藏气法时论》说：“五行者，金木水

火土也，更贵更贱，……”等等。再

说，中医辨证施治的思维方式，就

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原则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还

用得着改“辨”为“辩”而冒充吗？

即或是有改“辨”为“辩”者，也不

见得是存心冒充辩证法，“辨”、

“辩”二字本来就是可以互相假借

而通用的，如《吕氏春秋·慎大览

·顺说》说：“辨矣，客之以说服寡

人也”，《淮南子·道应训》载此文

说：“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作

“辩”；《荀子·议兵篇》说：“礼者，

治辨之极也”，《韩诗外传》卷四第

十章载此文说：“礼者，治辩之极

也”，作“辩”；《史记·乐书》说：

“其治辨者其礼具”，《礼记·乐

记》载此文说：“其治辩者其礼

具”，作“辩”；《史记·平淮书》说：

“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

《汉书·食贷志》载此文说“河东

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作

“辩”；《史记·封禅书》说：“群儒

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史记·孝

武本纪》载此文说“群儒既已不能

辩明封禅事”，作“辩”；《周易·系

辞下》说：“井以辨义”，李鼎祚集

释引虞翻注：“坤为义，以乾别坤，

故辩义也”，作“辩”。《素问·上

古天真论》说：“辩列星辰”，王冰

注：“辩列者，谓定内外星宫座位之

所於天三百六十五度远近之分

也”。是《素问》即用“辩”字为

“辨”也。今《辞源·辛部》字条，

亦谓“辨，同‘辩’。”是“辨”、“辩”

二字本相通，何祚庥不识，反诬中

医偷改，足见何祚庥对我国文字

“六书”之充分无知也。

何祚庥可以无中生有编造一

个中医偷偷改“辨”为“辩”的神话

来，他何尝不可另编造一个他的亲

人被中医治死的谣言来丑化和诋

毁中医？即使果有一位亲人被治

死，也得加以分析，是遇到了不学

无术的庸医的手中，还是被中医药

学所治死？一个两岁小孩，对一个

亲人病死了，六、七十年后还能说

明当时中、西医学不同的治疗水平

和亲人死亡的详细情况，这本身就

是值得怀疑的，更不能因为亲人死

亡的一己之私，迁怒并否定整个民

族的优秀文化，而无原则地美化西

方医学。西医治病不死人？（只能

做到不该死的人不死）。修建医院

为什么还要建个“太平间”？西医

滥用抗生素导致我国３０万七岁以
下儿童的耳聋，占总体聋哑儿童的

比例高达３０～４０％（见 ２００７年 １
月１３日《中国学生健康报》第 １０
版）。何祚庥对此视而不见，听而

不闻，却在那里装聋作哑，不置一

词。其医学理性何在？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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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再说，何祚庥亲人之病，他

不是指“走马看伤寒”而发于冬季

的中医所谓“伤寒”，而是指“化验

检查出了伤寒杆菌”而发于夏秋季

节苍蝇传播传染的西医所谓“肠窒

扶斯病”的“肠伤寒”。其病发生

在６８年前何祚庥两岁时的 １９３８
年左右，抗生素类药物第一种的

“青霉素”都还未用于临床，而何祚

庥却说“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治起来并不难。”试问当时西

医有什么办法会轻而易举地可以

治愈这个“伤寒病”？足见何祚庥

是在信口开河和无知得可笑！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４日《报刊
文摘》报导，何祚庥曾以范仲淹《岳

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自况，表

现了他又一次不恰当的自我标榜。

何祚庥为了出名，惟恐天下不乱，

不惜用惊人的话语向科技部、卫生

部、发改委、环保总局、北京市委等

部门“叫板”，并反对南水北调，叫

嚷取消中医，还对铁路建设说三道

四，指手画脚，搅得人心不得安宁，

而在自己的粒子物理专业领域里

不作为，拿不出一点像样的成果

来，这种不务正业的人，能和范仲

淹笔下描述的“忧国忧民”的“古

代贤能”相比吗？不配！实在不

配！何祚庥倒是和晋代大司马桓

温所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

当遗臭万年”的思想相切合。虽

“遗臭万年”也得捞上这个“名”。

这就是何祚庥为什么“言必称美

国，医必称西方”、诬蔑“中国传统

文化有 ９０％是糟粕”而到处搅扰
的思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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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视点　

科学认识和理解中医“治未病”
———访中华中医药学会温长路教授

　　中医学以“治未病”构建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其科学认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表现出的优势，让人类看到了希望。“治未病”所表现出的
健康学和社会学问题，已成为当今医学研究的主题。

中华中医药学会温长路教授从中医“治未病”的历史渊源、基本含义、主要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引导人们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中医的

“治未病”说。

中医“治未病”历史源远流长
温长路介绍，中医的“治未病”是在长期医学实践中不断发展、进步，逐渐形成、完善的系统学说，代表着医学的前沿和方向。

中医“治未病”说，在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论述，开创了中

医对这一领域的独特认识和精辟见解。“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认识，突出了治在病先的主题。

张仲景发展了《黄帝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他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多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治未

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说，养生保健，均有涉猎；治则方药，一应齐全。孙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要求医生要“消未

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千金》两方中，他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喜养性者，治未病之病”，创造了一整

套养生延年的方法。朱丹溪对治未病也有高明的认识，说：“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叶天士未雨绸缪的

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的“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观点，是指疾病过程中要防变于先，采取主动。

中医“治未病”含义广泛深刻
温长路认为，它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病后康复三个方面。中医的“治未病”说，包括疾病微而未显（隐而未现）、显而未成（有轻微表

现）、成而未发（有明显表现）、发而未传（有典型表现）、传而未变（有恶化表现）、变而未果（表现出愈或坏、生或死的紧急关头）的全过程，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值得提及的是，把中医的“治未病”说和现代提出的“亚健康”状态等同看待的认识，是欠全面的。现代所谓的＂亚健康＂状态，仅是中医未
病中部分阶段的表现，即疾病微而未显、显而未成的时期，而不能包括中医未病说的全部。换句话说，中医的“治未病”说，针对的不仅仅是亚健

康状态，而是包括亚健康状态在内的、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大健康学说。

中医“治未病”方法简便验廉
温长路认为从以下４个方面入手。他强调，病未发，防微杜渐；病既成，把握进退；病痊愈，慎防劳复。
养精调神，铸就健康支柱。精神状态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首要标准。中医始终把心理调治作为防病健身、治病疗疾的第一步。医生

为患者解决的不仅是身病，而且是心病，强调心理调理，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更是医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医德。医者从了解患者的精神因素入

手，针对与病情有关的心理、情感障碍，应用开导、鼓励、暗示、转移等多种心理疗法，为患者开出可操作的精神疗法处方。在帮助患者消除精神

障碍的同时，再辨证地开出药物处方。

合理饮食，打造健康基石。“治未病”，就要抓住合理饮食、科学营养、强化机体物质基础、增强人体自身免疫能力和抗拒病邪能力这个基本

点。人之气血、津液、精血均来源于脾胃的生化。饮食合理则不病或病轻；反之，则多病或病重。因此，养生之要当以食为本。古人告诫人们＂
饮食有节＂以及主副搭配、荤素结合的思想，不仅很有见地，而且与现代倡导的健康食谱几乎完全相同。无论何疾何病，只要有饮食欠佳一条表
现，必重用调理脾胃之品，先使其胃气来复，再辨证论治，其效未有不如鼓应桴者。

强身健体，增添健康动力。“生命在于运动”。加强体育锻炼在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中的作用，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华佗的五禽戏、

孙思邈的导引术和现代的各种健身方法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和应用。运则立，动则健，机体正气的强弱、血液循环状况的良否、新陈代谢质

量的高低、抗病能力的强弱、疾病治疗和恢复得快慢等，都和运动息息相关。根据人的体质、年龄、性别的差异，可以制定出适应各种人群的运

动处方来，以适应健身和疗疾的不同需要。如跑步、打太极拳、散步、按摩脚心等。这些做法既有利于健康者健身，也有利于患病者身体素质的

增强，又能对药物治疗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科学用药，保障健康机体。以药防病、以药减灾、以药治病，都是中医得心应手的法宝。中医的防治原则，始终贯穿着“治未病”的思想，要

求医者在准（辨证准）、精（用药精）、廉（价格廉）、便（使用方便）上下工夫、做文章。在一定条件下，药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本质上看它是个危险

的朋友，“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人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中医对药物毒副作用和药源性疾病的认识，是非常

超前和科学的，同样是“治未病”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因此，科学合理用药，对保障健康非常重要。（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