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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未来医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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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学关系到中医学的学

科定位，关系中医学的发展道路，

关系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也关系

中医界的信心，因此是一个战略问

题。邓铁涛教授高瞻远瞩地认为，

中医学的优秀理论，代表着未来医

学的发展方向。以人为本、仁心仁

术是未来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保健园将取代医院成为未来医学

的发展方向，中医治未病的思想，

将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现代医学

模．I=l=有很多弊端，我们必须有清

醒的认识。

2004年10月15日邓铁涛教

授所著的《中医与未来医学》-文

阐述中医学对于未来医学的重要

意义。2004年11月1 8日笔者在

广州召丌的“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

研讨会”上，听到邓老亲自宣讲《中

医与未来医学》，颇为震动，深为折

服。邓铁涛中医未来医学思想的

诞生，开创了正确认识中医的新纪

元。2004年11月22日《q’国‘p医

药报》和2005年1月13日《健康

报》均转载了邓教授的文章。然

而，这一独具魅力，具有战略意义

的论断，还没有真正被人们认识。

●曹东义+

1 中医未来医学属于战

略问题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

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开创

未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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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所面临的未来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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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刘冲击，阿尔文-托夫勒

说：“使我吃惊不已的足，我们大家

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

那么，中医界在【白i对四方医学冲击

的时候，足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

识，有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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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巾医达到免受冲击，成为溶解西

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巾医学的

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p医科

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中医理沦陈

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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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

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

的的消失和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

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下，中

医的未来足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

是“伟大宅库”、是“祖国医学遗

产”，宅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

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

有充满牛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

带着陈腐气息的『R东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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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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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自我从属”

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

能有未来吗?

在2003年2月17 H的《中国

中医药报》卜邓铁涛教授撰文说：

“我认为：①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

的瑰宝；②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

界的中同第五大发明；③中医学的

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正确认识中

医》里，继续阐明这一观点：“中医

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宗，但真正认

讨l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

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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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来说，却不容易1 20多年前，在

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

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

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

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前几年

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变

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

朝西医方向变。去年又有资深的

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

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

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

中医理沦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

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

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

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

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许多

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

古老的东西，古老的科学必然落

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

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

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

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

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

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

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

中西医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

‘三等公民’的地位上r。”

邓铁涛教授认为，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历经几千

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

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

人民所抛弃了。但贬低中医的人

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又说经验不

能重复⋯⋯等等。我认为那些没

有中医理沦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

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

验的。中医师的高明与否，与其理

论基础、临证经验、文化素养成正

比，试翻阅历代名医著作及现代名

中医的事迹足以为证。说中医只

是经验医学是毫无根据的。唯物

辩证看中医，微观是科学，宏观也

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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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

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

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

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

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标准来看，

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

排斥，『F好是百相补充的。微观与

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

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

‘学的发展方向。”邓铁涛教授以他

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看到了中医

辉煌的未来。

2未来医学追求的目标

阿尔文·托夫勒说：“若能看

清未来的景象，对今天也是极有价

值的。刘于未来无法确凿言之，并

不能为缄默作借口。对于未米，重

要的是要看得开阔，想得深远，向

不是追求什么百分之百的‘正确

性’。”那么，中医的未来是什么样

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医的末

来，就是我们的未米。我们的未来

足怎样的?路应当怎样走?

邓铁涛教授在《中医与未来医

学》中说：“不少治疗手段，看来对

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但会落下另

一个终身遗憾。例如小孩发热，用

抗生素治疗，热退r，但耳朵却聋

了!据报道，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

哑儿童；义如胃溃疡潜出血，血止

不r便把胃大部分切除。义如‘糖

尿病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法却

足把脚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

J’!这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f?

术’。彳i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

高明的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

了。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

‘非手术疗法’治好。用‘仁术’米

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一

个学科的振兴，离不开理沦的进

步。邓老末来医学的思想，为中医

树立了一面前进的旗帜。

邓老说：“中医足以人为本的

医学”，“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

最高精神境界。在《正确认识中

医》里，邓老说：“站在世界的角度

看，举凡中压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

方法，在外围专家眼中，都是新鲜

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刺四缝’

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既简嗥

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

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

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

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

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

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

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

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患者住院

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

交费儿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

”但町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

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

说明中医之理沦，或以西医的理

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

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壤

的发展已数十年_：广，不能不引起

我们的反省。”

3 未来医学的模式

邓铁涛教授认为，医学模式将

向“人天观”发展。他说：“曲方医

学的模式原来足——生物模式。

20世纪后期才发现不对，最后承

认医学的模式应该是——生物、心

理、社会模式。这足一个进步，但

我认为仍然不全面。虽然已重视

了心理和社会对疾病的重要性，还

没有把人提到最熏要的地位。中

医与西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两医着重治病，中医着重治病人。

中医学是把人放在首位，根据宏观

理沧把人放在天地人群之间进行

舰察、诊断与治疗的。中医学受中

华文化‘天人合一’观的影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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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个中医模式的话，应是‘天人

相应’观，简称‘人天观’。即把人

放在时间、地域、人群、个体中，进

行健康保健预防’j治疗的观察研

究。巾医诊治疾病，不单单在追求

‘病’E，而是按‘时、地、人’把大

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辨证论

治与预防。比方2003年SARS流

行，中医无法追求确认冠状病毒而

是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

与患者的证候表现，确认SARS是

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辨证治

疗与预防，结果取得较好的效果。”

现代科学，由于过分看重微观

领域，已经到了“难于自拔”的地

步。比如，现代分析化学将定性定

量分析奉为“不二法门”的认识世

界惟一正确的“工具”，就难于认识

世界的本来面貌。按照定性定量

的原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

片树叶，也不会有成分完全相同的

两把土和元素一样的一口气。而

没有相同的东西，世界就是杂乱兀

章的、毫无规律的。这无疑是用微

观看到的“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真的是杂乱无章

的吗?按照宏观认识的思路、规察

方法，世界完全是有序的，不仅宇

宙的起源足无极而太极的过程，阴

阳二气互相对立、相互转化，也是

亘久不变的真理。人与·切生命、

非生命物质，息息相关，融为完美

和谐的一个整体，并且不停地交换

物质。阳光雨露，泥土空气，金木

水火土都是人所依赖的物质。每

一片树叶，一株小草，都充满了神

奇，它们都是有着无穷力嚣的“化

工厂”，它们不冒烟，也I不产生废水

废气，却不停地从“杂乱无章”的无

机世界，吸收养料，台成无数非常

有序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被

中华民族聪明的祖先，用极为简单

的方法概括为四气五味，成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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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神奇药物。

“定性定茸”分析的法宝，在博

大精深的中药面前，失去了魔力。

根本无法说清楚一包中药经过煎

煮，什么成分煎出来了，什么成分

没有煎煮出来；煎煮出来的成分占

原药含量的多少，各种煎煮山来的

化学成分相互之间发生r哪些化

学变化，生成了哪此新物质?简直

是面对团乱麻，无从下手。再加

上中医用药十分灵活，加减变化随

时都会发生，凋整用量、改变配伍、

适当炮制、引经报使等都是中医经

常做的事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难

度。可以说一直被现代科学奉为

神明的定性定量分析，在极为复杂

的中药面前失灵了，简直是“百无

一用”的摆设。

4未来医学的道路

邓铁涛教授说：未来医学是循

序渐进的，21世纪前半叶我们的

希望：

(1)人类将摆脱化学药物的副

作用，摆脱创伤性的检查以及治疗

技术带来的痛苦l={_『后遗症。医学

要讲人道主义，要达到“仁心仁术”

的职业道德最高境界。

(2)实行“上工治未病”，医学

将以养生保健为中心，使人人生活

过得更愉快、舒适、潇洒。

(3)医学将以“保健园”的形

式，逐步取代医院的主要地位，医

院将成为辅助机构。

(4)医学除了属于科学范畴之

外，将深入文化、美术、艺术，使医

学从人体的健康需求上升到精神

世界的美好境界。医学、文学、美

术、书法、音乐、歌舞、美食、药膳、

气功、武术、健康旅游、模拟的环

境、梦幻的世界⋯⋯将成为“保健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保护健

康，是快乐的事而不是苦事。

(5)第三世界要摆脱贫困与落

后才能一起进人未来医学的世界，

而使第三世界贫苦与落后的原因

是强权政治、种族压迫与掠夺战

争。抢救一个垂危的患者，十分艰

辛，但打死-个人，只要手指一扣

扳机!

邓铁涛教授提到“后现代科

学”，多次说20世纪的科技没有给

中医学的进步提供帮助。

世界卫生组织说，世界上有

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

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

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

康”。这是过分依赖“实证”形成

的结论。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

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

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

化，只是这些变化还没有形成“病

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

程度。这是不相信人体的症状能

够反映疾病的本质的结果。其实，

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f亚

健康、“过劳死”；儿十亿人身心不

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当做“没

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

术即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

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救治对象，

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

代医学的“实证观”，是值得我们推

崇的吗?这是讲求生命质量的末

来医学所追求的吗?

“候之所始，道之所牛”，中医

学最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

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

己追求的目标，而足认为患者所表

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我们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

疗”，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

最理想的治疗措施。仿佛只要有

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

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

以忽略不汁、是无关大局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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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

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

SARS病毒药物的情况下，现代医

学却毫不谦逊地说“治愈”了几千

名SARS患者!

现代医学对人体的自我抗病

能力、自我修复潜力、自我调节功

能一向不太重视。事实上这次

SARS流行过程，我们最多只能说：

我们帮助儿千名SARS患者恢复

了健康。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确

的“科学态度”。

现代医学经常忽略炎症过程

中的重要因素：炎症过程中对神

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

脏的各种代洌、肾脏的水电解质

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

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

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

少考虑。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

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

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

医药的扶正祛邪药物所含的卡富

的化学物质，无疑不是单一化学

制剂所可比拟的。

现代医学小仅不信任患者的

症状，进而达到了4i信任患者的器

官组织，甚至连患者的基因也要进

行改造。因此，才在“微创”的掩护

下，将全身的组织器官能叼除的四

除，能改造的改造，能置换的置换，

患者身体之内人造的IIIL管、骨骼、

关节、肌腱、瓣膜越来越多，移植来

的器官也越来越常见。不可“改

造”的组织器官，越来越少。“人是

机器”的观念，深入到各个科室，

“生物、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只

是某些人的言论，真止支配现代医

学的思想仍然是“人是机器”的观

念。“敲}-#基因”、j‘插入基因”、

“改造基因”的现象，也不断涌现，

克降技术与基因技术相结合，形成

的“转基因人”也将出现在世界上。

‘j“以人为本”的中医学不同，

现代医学即使是重视“社会、心理”

因素，也不过是为即将接受手术治

疗的患者请一个心理医生，做做心

理工作，以便手术顺利开展。就好

像美国的政治家在谈伊拉克的问

题，不是要不要战争，而是存精确

制导炸弹、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之后

如何重建、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经济

世卫颁布中医术语国际标准

形势。他”J不相信伊拉克人比能

够发展自己的国家，／卜尊重他们自

己选择的道路。

“以人为本”的中医学认为，

病人为本，匡生为标，“标本相得，

其气乃服”。认为人的气血津液、

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

或者是致病的邪气。

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部的方

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治疗方法；虽

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

却是活血化瘀；逐饮、祛痰、攻积

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

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

瘀、消食导滞。

中医治病，不是介入、对抗、切

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

化害为利。使停滞的水饮、痰浊、

瘀血、食积流动超米，参加到生命

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

的转化与质变。

中医的治疗完全足“环保”型

的，无论别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

构成污染和危害。所以说，中医学

是最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2007年10月16上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首次颁布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向全球中医标

准化迈出了新的一步。此举被称为传统医学全球化的一座里程碑。该标准包括8大类共计3543词条。

每个名词都有序号、英文名、中文名及定义等。经过数千年中医学的传承，中医学中有着许多难以准确

用英文翻译的专业术语，在该标准颁布之前，有很多中医药药学的术语是使用汉语拼音代替英文翻译。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官员崔异勋介绍，这本标准的英译原则是要准确反映中医的原始概念，

不生造新词，不用拼音，要着重考虑其医学意义。对于一些翻译困难的中医名词，这本标准尽量避免使

用汉语拼音。对于一饲多译的名词，只选择其一。据了解，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医学、日本汉方医学、韩

医学、越南医学等被统称为“传统医学”。该标准以中国专家为主，由中、韩、曰等国家及地区专家历经

4年完成。(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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