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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探讨学术发展
之路——福建“岐黄论坛”纪要

●吴宽裕+

歧黄论坛，系名老中医杨春波教授于2006年倡

导发起的非官方民问自由论坛，主要探索中医学术发

展问题。不定期召集热心于中医振兴之士，举行中医

学术研讨。本着自愿参加、务实求真，百家争鸣、自由

讨论原则，为振兴福建中医身体力行。参加人员既有

老一辈中医工作者，亦有研究生，年轻中医工作者；既

有临床一线人员，亦有教学人员；以及对中医有一定

兴趣之西医人十。形式活泼，内容广泛，大胆自由，颇

有生气，对福建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

响。

2007年7月13日下午在福建省人民医院行政9

楼会议室举办第三期福建“岐黄论坛”，就发展巾医问

题，与会人员进行r热烈探讨。现就各家观点陈述如

下：

杨春波教授：中医学术当前面临“阳气虚微”——

治病范围不断缩小，中医治法适应病症减少，中医优

秀临床人才的缺失，还有中医学术本身出现的“低化、

简化、异化、退化”等等问题，中医学还能否发展?究

竞应该如何发展?中医学是门科学吗?人类是否需

要他?中医走向世界，还是世界走向中国?这些都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中医传承两千多年，创造了巨

大的社会效益。现在在发展上遇到了瓶颈。当前卫

生政策虽然有些不稳定性，但中医』临床工作者应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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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适应，勤于思考，继承传统，面对新问题。中医在临

床}：依然大有可为。中医有先进的整体思想，讲究天

人合一。两千多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明，中医的疗效

是肯定的。但是，有优势必然存在劣势。中医在创造

经济效益方面与西医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但足社

会效益却是显著的。由于中医院校教材里的辨证分

刑缺乏临床基础，难以适应临床需要，以至f毕、毗生

走人临床后，很少有人能够开出合格的中药处方。在

巾医研究方面，中医和西医的研究道路足不同的。在

基础研究方面，不能简单地把西医的临床指标直接套

用于中医。现代疾病谱已发生改变，研究中医，既要

论其常，还要论其变，要掌握好共性和个性的区别，如

六I‘年代蒲辅洲老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体现r中医治

疗的灵活性。动物造模问题。值得探索研究。中医学

术问题，体现在临床。不提倡“金指标”，还应多做临

床凋查。以真正把握临床规律。

李灿东教授：中医现在面临的大环境不容乐观。

作为中医学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渐丧失，对中医

的发展起r较大的负面影响。从事中医的同志中，大

面积存在“底气不足，信心不够”的现象。就连中医学

生都不敢直言自己是中医!而以往传媒对中医药的

宣传“无任何毒副作用”则把中医推人了一个相当尴

尬的境地，例如前几年发生的龙胆泻肝丸事件，使中

医药的声誉大受影响。现在中央重视中医，对中医加

大投入，这既是机遇，又是压力。国家加大投入，有利

于巾医研究的发展。但主导中医的言论不符合中医

发展的规律，这反而不利于中医研究出成果。随着时

间的流逝，国家的投入换不米中医的成果，中医一样

走向消亡。另外，中医作为经验医学，学生的临床实

习相当录要。而现在的情况是，中医院校的学生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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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实习，所接触的大多是两医的知识，在巾医这方面

缺乏足够的临床实践。给学生造成的思维定势对中

医的发展相当不利。中医存治疗上还是应当遵循辨

证施治的原则，注意“病证”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疗效。

不断取得疗效，才能使中医有更多的底气，而且这也

是小间断地给巾医自身作宣传的最好途径。

张喜奎教授：中医现在需要的， 是继承，_二足发

展。要继承，首先是学生和教材的问题。中医学的理

论足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大文等方面的

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学习中医的学生拥有较好的文

学功底。而中医类专业的招生基本还是以理工类为

主，文学等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这对学习中医是彳i

利的。中医的教材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编教材

t-．YE板地将证型分丌，且从第一版教材之后，同定了

这一模式，未作修改，使学生接触I临床叫感觉无从下

手。中医的发展必须建立于继承的基础k在中医

院校学生的培养方向上，主要有纯中医和中两医结合

两个方向，在课时安排和中西医课程比例上还需要进

一步优化。师承班作为一种创新的培养方式，还应加

强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生在做课题时应充分注意

人与实验动物的差异性。若忽略了这个差异，可能导

致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医研究应充分建立于临床基

础上，这是中医和曲医研究力式的区别。中医和西医

相比，最大的优势在门诊。现在住院病人危重者居

多，如果采用纯中医治疗，既有较大医疗风险，在效益

上也有问题。这是值得研究的。

严桂珍主任：中医院校在学生培养方面存在缺

陷。研究生教育要求必须有动物实验的数据。而中

医作为经验医学，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人，

而不是微观上的病原体。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动

物实验上，而没有充足的接触临床的机会，这对中医

专业的研究生而言是一大缺憾。在中医院校学生的

培养上面临师资力量后继无人的局面。很多老师自

己不热爱中医，没有领悟中医的内涵，包括硕士生、博

士生，在没有完全参透中医的情况下给本科生上课。

照本宣科，使学生丧失学习中医的热情；更有甚者，个

别老师上课时还发表一些对中医不适之言论，使学生

难以对中医产生兴趣，甚至对中医产生怀疑。这剥中

医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

邢秀吉主任：中医出不了成果，一部分原因在于

给巾医设定的发展轨迹不符合中医的发展规律。中

医反映的是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动态过程。中医在

诊察患者时考虑的是住一段时间内疾病会发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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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西医的检查丁段只能反映检查那个时刻

患者的状况。研究中医应当学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

式。在帅资方面，一部分老师会背书，不懂临床；而有

些精通临床的老师却不会讲课。这是中医院校学生

难姒学会巾医的一个重要原因。学习中医首先要巩

固中医思想。师承班里，虽然有的同学在中医方面有

较高悟性，但是在考研之后，受西医思想冲击，中医思

维反而受到影响。学中医一定要自信，要敢于存临床

上运用中医。如王永炎院士创制清开灵用于急诊抢

救，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只要有疗效，就可以避免

“西医当权，中医在野”、“西医会诊、中医参考”的尴

尬局面。学中医，不在于教材的编排模式，而在于学

习时的领悟和应用时的灵活。

魏仲南主任：中医医生的临床负担较莺。不仅需

要精通中医，还需要了解大量的西医。病人常常用化

验指标来判断中医疗效，中医治愈标准受到严重挑

战。如水肿问题，水肿消退，蛋白尿还存在，町否算治

愈?中医的发展处于尴尬的状态。国家成立中医药

管理局的初衷是希望中医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

是在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上似有偏离中医发展的规

律。中医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今受到西方科技

的影响，在研究方式上逐渐西化。西医的理念是以

“病”为研究对象，中医的理念则是以“人”这一整体

为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的偏差容易导致研究结果的

谬误，这是现在中医不易出成果的一大原因。

李学麟主任：中医的关键在于疗效、人才和师资。

取得疗效，一方面医生对自己有信心，另一方面病人

也对中医有信心。教材里的内容很多，学生走上临床

发现无方可用。辽宁实行《伤寒论》、《黄帝内经》等

中医经典理论的等级考试，值得推广。学习经典，拓

展思路。学生的思想不应当被书本束缚住。信心的

基础是真才实学，培养下一代中医人才的基础也是真

才实学。教育要避免“中医博士不姓中”(王永炎

语)。

张敏建主任：中医自信心来源于临床。尽管部分

两医医生歧视中医，排斥中医。但是只要中医能够在

临床实践中证明白己，依然能够让西医折服。今年全

国男科会议上，有关西医专家就认为，中医药治疗不

仅有特色，而且有明显疗效。关于中医院校的课程安

排，认为中医专业学习西医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避免误

诊。学习重心还是应该放在中医课程上。

廖锦芳主任：就业问题也制约了中医的发展。现

阶段中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低。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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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中医院校难以招收到优秀的生源，而中医院校

很多优秀毕业生选择报考西医专业的研究生，从而造

成优秀中医人才的缺失。

骆云丰医师：作为中医的后辈，对中医的信心不

能动摇。要相信中医，学习中医，发展中医。对中医

应当注意先人为主的问题。

杨春波教授：由于有着先进医学思想与天然之

密切关系，实践证明，中医临床是有效的，中医学是

大有作为的。当西医走到无路时，往往还是会找中

医的。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但有几方面

的问题。第一：中医要继承，要刨新。中医要继承诊

疗思维、理论方法，创新是要随时代的发展，不断面

对新形势、新问题。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第二：

中医要实践，要验证。中医理论的环境背景已发生

巨大变化，传统中医理论要通过临床实践来进一步

验证。第三：中医要探索，要发展。现在从事医疗上

作，中医院不排斥西医，要为我所用。要用现代技术

进一步认识中医。所以，中医发展的方向需要继续

探索。同时也希望中医医院的院长们思考·下，如

何来提升中医学术?包括护理工作中的中医学术问

题。

吴宽裕主任：今天的论坛大家各抒己见，很有见

地。综合这次会}义的探析，我认为，作为中医，应当有

坚定的信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在实践中提高自己，

用疗效增强自己的信心；要将中医发扬光太，就要守

好·方热土，努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大家都对此提出

真知灼见。中医发展虽然是困难的。但是在省人民

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厦门市中医院，中医的发展均

呈现良好势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交流经验，共

同探索中医的发展之路，力争使福建的中医水平更上

一个新台阶。中医的未来还要靠同道们的共同努力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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