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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教育的当代省思
———由认识论角度反思中医基础教育

● 梁　茼

　　摘　要　中医是我国的一门国粹，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份瑰宝。而中医基础教育作为培养后继人才
的重要环节，在中医事业的继往开来上起着固本延真、启蒙开新的作用。文章通过阐述中医理论传承和

基础教育的相互关联，结合当前中医基础教育面临的背谬和困境，尝试探讨中医教育的应变思路和调整

策略，希冀藉由当代认识论的认知视角，深刻反省中医基础教学存在的不足，以获得中医基础教育固本

强基、与时俱进的启示。

　　关键词　中医基础教育　理论传承　认识论问题　认知研究

　　中医基础教育是中医理论传
承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它在中

医事业薪火传延、承前启后的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步入现代，

中医教育事业在迅猛的学科分化

大潮冲击下，正面临教学理论与临

床实践日益脱节的尴尬局面。如

何既能保持自身特色、积极创新，

又能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从

而实现中医教育理论和中医基础

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乃至实现中医

事业的繁荣与腾飞？这已经成为

祖国中医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理

应引起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

重视。

１　中医理论独特传承方
式与中医基础教育发展状

况的矛盾

　　与现代西医学迥然有别，传
统中医学在理论传承和学科教育

上独树一帜、经久不易。这便是

中医颇具特色的“以师带徒”和

“口传心悟”。有道是“师傅领进

门，修行在个人”。学问做得是否

扎实，技艺练得是否娴熟，很大程

度在于工徒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参

透领悟。

历史上诸如扁鹊、华佗、张仲

景和孙思邈等大医，其致力求知、

拜师习医的曲折经历，每每给后人

留下不少神奇感人的传说、佳话。

当今国内中医领域的著名学者，如

任应秋、邓铁涛和刘渡舟等老先

生，同样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往

昔峥嵘。授业解惑的教师，尤其从

事中医教学的老师不仅得学富五

车、循循善诱，还要慧眼识珠、适时

提点。一位医术高明、桃李芬芳的

老中医，正如望穿秋水、可遇难求

的导师贤哲，以身体力行之风范，

立泽被后世之功业。有鉴于此，医

家的师承及家派业已成为了解其

人其艺的重要窗口。

任何一门理论或学说，都离

不开固有的方法论（按：关于中医

教育方法论和中医人才培养问

题，李致重教授已经作出切中肯

綮、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论述。参

见李致重：《中医教育的三个重要

环节（１）———兼论中医人才成长
的一般规律》，沈阳：《辽宁中医学

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８３－
８５页；《中医教育的三个重要环
节（２）———兼论中医人才成长的
一般规律》，同上刊，２００３年第 ３
期，第１９６－１９８页。）和认识论基
础，中医基础教育也不例外。建

国以来，中医基础教育取得一系

列可观的成绩，培养了一代又一

代中青年接班人，为国家的医疗

卫生事业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材。

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缺点与不

足同样存在，而且某些方面的情

形不容乐观。直面现实、正视不

足，是了解中医传承与发展问题

的客观前提，而只有反躬自问、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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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剖析，不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则，才可

能为中医基础教育找到固本延真

的有益启示。

１１　手脑分离、重测轻诊———当
前令人担忧的中医教学倾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学科

分化浪潮的洗礼，中医的临床诊

察和理论研究日益分离，彼此相

对独立。于是出现以下鲜明对

比，有些中医师虽然授课时口若

悬河、头头是道，可一旦上了临床

对着具体的病证，就支支吾吾、闪

烁其词；而另一些中医师即便在

临证诊疗上颇有心得，甚至具备

华佗再世、扁鹊回春之功，但囿于

当前考核、评级体制等客观限制，

加上自身表达、理论综合和思维

创新能力存在缺憾，只能怅然感

慨、嗟叹不已。试问如此师资，如

何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完成传道

育人的使命？又怎能满足培养优

秀中医人才的需要？

中医院购买、引进先进的诊疗

仪器、设备，可能对中西医结合诊

疗有所?益，本来无可厚非；但若

淡化甚而抛弃“四诊八纲”等传统

中医学艺，重测轻诊，甚而以测代

诊，真可谓舍本逐末、南辕北辙。

诚如邓铁涛老先生所言，“中医医

院的仪器设备越新越好。但必须

说明的是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和

方法，其目的在于发展中医的技术

与理论，使我们的经验总结更易于

为人们所接受。”［１］

１２　造就精英和惠泽民众———中
医基础教育目标的两难

古往今来，斗转星移，中医培

养人才的指导思想却岿然不动，即

宁缺毋滥、以一当十；其思想精髓

体现为成就“苍生大医”，而非“含

灵巨贼”［２］。拜师学艺，体悟践履，

来不得半点含糊；施针处方，疗疾

除病，要不得半点马虎。正因为如

此，莘莘学徒纵然叩谒于一方名

医，可经年累月、寒暑易节，只有那

“性笃行贞、心无怨贰”之人，方可

“升堂入室”；若然有人萌生懈怠、

怨恚，抑或抵受不住荣华利禄之诱

惑，或抗拒不了钱财美色之吸引，

终将前功尽弃、半途而废。所以先

人有云：“为者如牛毛，获者如麟

角”。［３］

试看今日之青年学子，多藉全

国本科教育扩招之风潮而纷纷步

入大学殿堂，中医院校也不例外。

本科教育主要以院校教育为培养

目标，但中医的本科教育似乎未能

顾及自身特质，在科目选择和学习

上，不尽合理的课程设置和考核方

式令许多学生本末倒置、喧宾夺

主。［４］走入中医院校校园，经常发

现许多晨读的学子在湖边、树下，

卖力起劲地朗读、背诵，诵读的不

是中医经典条文，而是外语；而在

日常生活中，时髦流行的“洋泾浜”

和网络用语俯拾皆是，老师听起来

如坠云端、无可奈何。

理论见之于实践，实践反过来

为理论提供给养。中医的理论与

临证密不可分，交织互渗，中医教

学当然离不开临床实践。

让接受中医基础教育的学

生，有准备地、有步骤地进入临床

实习或见习环节；让学生们在临

证实践中学以致用、触类旁通，这

样既能加深学生对中医理论的认

识，也促使其尽快熟悉相关的中

医技能，从而为往后走上工作岗

位打下基础。可全国本科扩招的

现实和中医院校办学规模之间的

“鸿沟”，于短期内难以弥合。眼

下，同时具备丰富的教学、临床经

验的医师少之又少，而学生人数

相对较多，这就形成僧多粥少的

不利局面。另外，由于学生在综

合能力、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个

体差异，即便让大批本科学生一

窝蜂地上临床、跟导师，也不一定

顺水行舟，轻车熟路，反而可能有

违初衷、差强人意。

理论传承有其自身特点，学

科教育也有一般规律。知识内容

的传授，必须注意知识背景的培

养和思维方式的转换等因素。教

育如果不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给

学生讲授的内容零散、杂乱而缺

碎，那么教育的效果将事倍功半、

得不偿失。

２　中医基础教育存在的
主要症结

　　中医基础课程教材是传授知
识、阐发医理的重要桥梁和主要

媒介，而诸如阴阳、五行和精气等

中医基本范畴，在引导学生理解

相关理论和诊疗思路等方面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发挥着基

础性作用。但一些教材在使用现

代科学语言表述上述范畴时，语

言表达往往欠缺简明、凝练，而显

得拖沓冗长、前后不一。另外，教

材关于上述范畴的表述，多由具

体实物出发，着力表现其“物质”、

“实体”的一面；相反却淡化，甚至

忽略基本范畴指涉“功能”或“属

性”的另一面。殊不知，这被淡

化、忽略的另一面，恰恰系中医基

础理论的要綮和旨归。［５］

如关于五行概念的解释，不少

教材将五行解释为“五种基本物质

或基本元素”，这不仅未能摆脱“还

原式”思维的影响，还贬抑了以五

行为基本框架的“五行关联”思维

模式的作用。因为“五行，是中国

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

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

固的势力。”［６］

“五行关联”思维模式并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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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具体事物的特定属性，而使用

生克乘侮关系来联结“金、木、水、

火、土”五个基本符号，五种基本的

能量状态（相位）类似物或五种基

本的程序［７］。该模式充分体现简

约、经济和动态等优点［８］，具有重

要的认知意义。

中医院校教育在第一学年，

就陆续给学生开设许多西医基础

课，如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组

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和

药理学等。这些课程占用课时

多，知识点分散、琐碎，章节松散

且说理不够透彻。学生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啃书本，背定

义和记结论。这么一来，如何保

证似易实难的中医基础课程的学

习？

而最关键的是西医基础课程

的实验教学，足以令中医基础课程

望尘莫及。西医课程的实验直观、

明晰和生动，其中贯穿着西医精益

的学理特质和缜密的思维特征。

在学生们普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

熏陶和浸染的心灵里，西医课程的

实验先入为主，轻易地扎根、发芽。

紧随实验而来的是西医学的医理

分析和阐发，由于医理分析和阐发

表述清楚，层次分明和推理融贯，

学生感觉容易接受并不自主地在

许多病例分析中套用西医学的思

路。

而中医课的实验却常常借用

现代科技的手段，试图以“客观、

规范和精确”的面貌示人，可似乎

总给人一种适得其反、邯郸学步

的感觉。有教师在授课时，将中

医的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和辨

证论治与西医的解剖病理、视触

叩听和循证分析简单比附。这不

仅没能收到预期教学效果，反而

还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不少困难。

此外，基础课程那抽象、玄妙的范

畴和空洞、枯燥的讲解，即便当时

在学生脑海中留下丝缕印迹，可

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医的“四诊八

纲”和辨证论治等要诀也将仿如

昔日故人，欢声笑貌已不再且名

物遗风不可寻。

中医理论的神髓主要蕴藏于

流传千古的中医经典。先人有言：

读经开智。经典在启发心智、指导

诊疗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勤

读中医经典，理论联系临证是学好

中医的不二法门。而阅读中医经

典，自然离不开医古文及相关文化

常识。在许多本科学生的眼里，文

绉绉、干巴巴的古文显然比不上时

髦、实用的英文。他们宁愿朗读

ＡＢＣ，也不愿吟诵“之乎者也”。在
许多当代年青人看来，古文仿如隔

世陈物、经年老历，既晦涩难懂，又

拗口别扭。

如此看来，营造一个研习传

统文化的氛围，鼓励一种使用今

古汉语的习惯，便成为中医基础

教育的必要津梁。只有这样，学

生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典籍条文

的深意，从而切中肯綮地领悟歧

黄医道的底蕴。

３　中医基础教育的教改
展望

　　３１　关于五行学说的认知意
义———中医基础教育的关键　组
成五行图式的基本符号（金、木、

水、火、土），奇妙地构成一个完备、

充分的体系。有学者曾就五行体

系导出严格的数学证明，并进一步

归纳、总结五行学说的理论思维特

征。即五行体系构成一个稳态反

馈自控系统；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

具有动态稳定性；五行学说具备准

公理性质［９］。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行关联图

式中，每一个基本符号的概念内涵

是待定（或欠定）的，而符号之间的

联系和顺序才是关注的焦点。由

于五行关联图式中两行之间的关

系是单向（如Ａ克Ｂ≠Ｂ克 Ａ）的，
那么由相生（或相克）的其中一行

至另一行，需要引入“权”（ｗｅｉｇｈｔ）
概念来反映因选择不同欧拉路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ｐａｔｈ）而造成的结果。即
结合有向的欧拉回路（Ｅｕｌｅｒｉａｎｃｉｒ
ｃｕｉｔ）［１０］来推理五行图式得出的可
能结果。

正因为中医理论借用五行学

说的演化思想，才成就了著名的

五脏休王理论。［１１］因此，五行学

说在中医学探寻病因、订立治则

方面，起着提纲挈领、化繁就简的

作用。如根据口苦胁痛，头痛目

赤，伴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可

推断肝经实火上炎，须清泻肝火；

而肝旺易侮脾土，故在开处方药

时宜考虑顾护脾胃，若脾素虚，则

须清肝火兼实脾土。另外，“培土

生金”“滋水涵木”“泻南补北”治

则正是中医辨证思维应用五行学

说的体现。

３２　中医辨证论治推理的认知模
型———中医教育说理的保障　以
往，科学界与哲学界存在一种根深

蒂固的看法，即将科学研究或科学

发现中的推理与古典逻辑中的论

证、逻辑等量齐观。而关乎科学推

理的理论，传统上仅限于句法形式

上的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１２］而

许多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在研究过

程中，开展了富创造性的认知活

动、实践，做出了成效卓著的贡献。

但其中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牵涉

的推理机制，却长期得不到合理解

释和充分认识。

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布雷

斯维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海茜
（ＭａｒｙＨｅｓｓｅ）和赫顿（ＥｒｎｅｓｔＨ．
Ｈｕｔｔｅｎ）等人的努力下，就科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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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科学发现牵涉的推理机制，产

生了崭新的解读方向。［１３］他们把

科学理论看作假说—演绎系统，并

发掘认知模型的类比特性在溯因

推理（ａｂ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中的意
义。于是科学理论的构建和科学

发现的机理，得到了不同于从前的

全新认识。

溯因推理源于皮尔士（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Ｐｅｉｒｃｅ）的杰出贡献。他在总结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和康德（Ｉｍ
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观点的基础上，将溯
因推理（或称假说推论）解释为由

大前提和结论推出小前提的过程，

即三段论第一格 ＡＡＡ式的一种逆
推形式。［１４］溯因推理被大量应用

于科学探索、科学发现，为创立假

说，寻求原因做出重要贡献。而中

医的诊疗实践，尤其名老中医的诊

疗实践，具备溯因推理和类似科学

推理的过程，并且伴有探索式、启

发式等特征。故在重新审视老中

医诊疗过程（主要体现为医案或病

案）的同时，应该结合计算机辅助

诊疗系统〔如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
ｔｅｍ）〕的相关研究，来进一步探索
中医解释病证、开方处药的认知机

制。这既有利于收集、整理名老中

医成果，又为继承、发扬其诊疗经

验开辟了道路。

３３　中医典籍文献的整理和经
络、藏象的基础研究———中医基

础教育的基石　中医学有许多典
籍文献亟待整理、修缮，特别是关

于人体内部脏腑结构的《五脏

图》［１５］、《内外二景图》［１６］和《存

真图》［１７］等等。这些散佚、流失

的重要文献，对于阐明中医的解

剖、生理和病理等内容具有重要

的意义。如能认真考释上述文

献，集结出版相关内容，相信将对

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基础教育均

有很大裨益。

中医的藏象学说，历来在中医

基础理论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惜其阐发不清，说理不明。

而被学界寄予厚望的“五脏相关理

论”课题研究［１８］，希冀在邓铁涛教

授带领和主持下，为藏象学说的发

扬光大做出更大贡献。

经络学说系联系藏象学说和

辨证论治的关键环节，关于经络穴

位的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国内已

经涌现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和论文

评述。当中尤以费伦教授领导的

课题组进行的探索［１９］为重要。展

望不久的将来，经络的实质及功能

联系会愈发明晰、透彻，这将促进

２１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并为中
医教育事业的固本延真、兴旺发达

注入源源不绝的活力。

中医学博大精深、绵延千古，

虽历经风雨磨难，依然岿然不倒。

中医基础教育以启蒙传续、薪火

延承为鹄的，在中医事业的继承

和发展中起到固本延真、革故鼎

新的作用。相信在引入当代认识

论的崭新思路后，中医学定能焕

发青春、走向辉煌；而与时俱进的

中医基础教育，将充分利用传统

文化的丰厚给养及现代科学的创

新理念，为振兴中医、繁荣中医事

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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