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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学对生命的解读

● 刘智利

　　关键词　东方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学　道医学

　　一部蕴蓄和修订了１８年的人
体生命科学力作《道医学》近日由

团结出版社出版，作者熊春锦是丹

道太上一脉２４代传人，他在书中
介绍了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医学。《道医学》延伸和丰富了

中医理论，并且认为道医学集东方

智慧之大成，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

一。日前，在出版方举办的“《道医

学》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

近２０位嘉宾学者畅所欲言，共同
探讨中医理论及道医学对生命真

相的揭示、道德修炼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现将部分观点摘录如下，以

飨读者。

１　东方科学的探讨
新华社国际部姜岩　东方科

学的思想是整体论，整体论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所在的

宇宙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宇宙

是和谐的，可以被认知的；不论怎

么划分，宇宙的各要素都是普遍联

系和相互作用的；宇宙间所有的一

切，包括物质、能量、信息和时间等

都是发展变化的，更确切地说是演

化的，在一个时间箭头指向无序化

的同时，必然有另一个时间箭头指

向有序化；与西方还原论科学重点

研究物质和能量不同，东方整体论

科学更侧重于研究宇宙万物之间

的联系，即“象”。

东方的科学方法和西方的不

一样。比如说中医，用西方的还原

论是很难解释的。中医思想体现

的是古人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思

想。西方医学是通过手术、抗生素

杀细菌等清除病原方法来治病的，

而中医是通过调整人与社会、自然

的状态来治病，两种方法相互补

充，相得益彰。都可以使人恢复到

足够好的有序状态。

“道”，按《道德经》的说法，它

是很原初的一种东西，我认为它应

该属于现在量子论刚刚开始涉及

到的，就是属于一切可能都存在或

者一切可能都不存在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一演变，包括宇宙大爆

炸，产生了矛盾，也产生了逻辑，产

生了先后，也就产生了时间，“道”

应该是属于在时间之前，或者说宇

宙大爆炸之前的原初宇宙状态，那

个叫“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所以不要把“道”下

降到一种能量的阶段。

２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长林教授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以道家修炼为基础，

突出了心和?在人之生命过程和

认识生命中的特殊作用。心学和

?学不可分割，是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中医学的精华。

本书阐释了一些具有启发性

的概念和观点，如理形科学与理?

科学、世医与道医、智观与慧观等，

很有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思考。作

者对当今中医研究力求放弃慧观、

剔除心?内涵的做法提出批评，我

很赞成。

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科学，并不持主客对立的态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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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天人合一之路。因此在中国

文化中主客之间根本没有第一性

第二性之分，也就不存在唯物唯心

的问题。天人合一是与主客对立

相并行的有效认识世界的另一条

路线。而深度的人天相合，即老子

所说“致虚极，守静笃”，“心”则产

生内观功效，于是发现了“其细无

内，其大无外”的?和道，它们与唯

物论所崇奉的“物质”完全不同性

质的另一种实在，在万物和人的生

命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

用，从而形成心?之学，包括道医

学。以上这两个方面相互融合，相

互支持，是中国人在世界科学中的

原创。

３　道医学与中医学有很
大不同

　　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杨
玉辉　在中国古代，没有“中医学”
和“道医学”的区分，医家与道家在

关于人体的基本结构及生理病理

的认识上是一体的，所谓“医道一

家”正是在这一点上说的。在今

天，道医学可以看作是与道家有更

密切联系、并强调运用道家的理论

和方法来进行疾病的研究、预防与

治疗的医学体系。这样一个体系

与中医学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

在５个方面：
一是在对医学本性的理解上，

中医学主要是从人体生命疾病的

治疗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

的，更接近当代医学中所谓的“生

物医学模式”；而道医学则强调从

完整的人体本性来认识和处理与

疾病相关的各种问题，更接近当代

医学中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

二是在对人体基本结构的认

识上，中医学偏重脏腑；道医学则

偏重形气神；同时在对经络的认识

上，中医学更强调十二正经，道医

学则更强调奇经八脉，且对经脉有

独到认识。

三是在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

认识上，中医学主要是从自然生理

方面来加以认识和把握；道医学则

还强调从心理及社会层面来加以

认识和把握。

四是在诊断方法上，中医学主

要依赖一般的四诊方法；道医学则

除了运用四诊方法外，还借助特殊

的内功、内视、体感等方法。

五是在疾病防治上，中医学强

调“治未病”，强调药物针灸等各种

有形的治疗方法；道医学则把养生

放在第一位，虽然也使用药物针灸

等治疗方法，但更注重非药物治疗

方法，如导引、调摄、行气、守一、内

丹等及一些特异疗法和心性调养，

同时还把社会文化的养生治疗、道

德情操调养及信仰疗法放在重要

地位。

４　《道医学》具有独特价值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办公室
主任王凤岐　《道医学》一书是道
医学的开创之作，在以下几个方面

具有独特的价值：

揭示了医学作为一种人生智

慧学问的实质，批评了将医学作为

一种简单知识性学问的医学观。

该书将道医学称为理?科学，以区

别于西医学和一般中医学的理形

科学，并强调二者在方法论上存在

慧观与智观的不同。这是对医学

本性的更好揭示，尤其是强调道医

学是将医学放在整个人类生活特

别是道德生活领域去认识和解决

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更能体现医

学作为人学的真谛。

本书作者根据长期对道医学

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提出了自

己对道医学的理解，并通过对道医

生理学、道医病因病机探讨及道医

诊断学的阐述，构建了一个系统的

道医学体系。

该书在传统道医学的基础上

对人体的生理结构和规律进行了

新的探讨，比如其提出的对人体生

理的三元（质元、物元、体元）结构

认识，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理论

建树。

对人体的病因病理进行了新

的探讨。本书将疾病的内因机理

划分为玄源、质元和物元（源），将

外因分为物源、质源和玄源，应该

说是一种病因学分类方法的大胆

创新。

对疾病的诊断方法进行了全

新的阐述。该书在传统中医学四

诊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医学四种特

殊的诊断方法，即用意诊断法、用

气诊断法、用光诊断法、用神诊断

法，并对它们的运用进行了系统的

阐释，应该说具有重要的临床价

值，在临床上也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５　中医学也是“道”的医学
　　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
长胡孚琛　中国的“诸子百家”都
传道，包括孔子的学说都是要传播

一种“道”，所以诸子百家本质上是

一种道学。中医学本质上也是

“道”的医学。

我认为，中医应该有三个层

次，一是她的经验层次，叫验方。

二是理论层次，就是辨证施治，这

个理论层次里还包括一个层次，就

是真正的“道医学”，就是你的

“道”能不能达到那个水平，达到道

的程度，治病也就没问题了。三是

“神悟”的层次，就是“道”的层次，

“见症施治”就是一看到患者就知

道得的是什么病，就能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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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道医学》有些深奥
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贾海

忠　我们在讲中医的源头时，一般
都认为是《内经》。我读完《道医

学》以后，感到中国古代的思想其

实基本上是相通的，《道德经》里老

子所讲的这个道，是中国传统文

化、传统医学的源头活水。

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面对病

人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治

疗，那就是医生现在从事的诊疗工

作；再就是保健，吃点什么可以少

生病，不生病，这属于保健范畴；还

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养生，就是怎么

样使生命更加健康，这种养生我体

会到最主要的是养心。这些问题

在《道医学》里边都讲到了。所以，

《道医学》一书值得认真阅读。但

是《道医学》有些理论很深奥，很多

新词我们理解不了，如果没有一定

的文字功底，有些引文还看不懂。

７　《道德经》讲阴阳三行
著名哲学家黎鸣　在某种意

义上说，中医学的理论的核心就是

老子的《道德经》里所说到的那些

理论。中医讲阴阳五行，《道德经》

讲的是阴阳三行。老子说，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

子没有说五生万物。五行出自儒

家尚书，尚书的内容，参进了对《道

德经》的理解。现在，我们要重新

理解《道德经》，它用自己的语言去

真实地解释了伏羲的７２个符号，
可以说达到哲学上的至高境界。

８　道德为医学之魂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继兴教授

　《道医学》既立足传统又兼容现
代，对传统中医“有质无形”、“可

感难见”、“为而不争”的“?”的系

统研究，达到了东西方传统医学的

新水平。

?为生命之源。所谓“?”，就

是指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觉得到

的物质性的东西。《道医学》说：

“?，是构成人体和形成生命的最

基本物质。”就是说：人是“?”—

“物”的产物；只是此“物”看不见

而已。《素问·宝命全形论》说：

“人以天地之?生，四时之法成”；

这意味着人不但是“物的产物”、同

时又是“四时之法”的产物，是物与

理（道、法则）并生的产物。

道德为医学之魂。根据《道医

学》的阐释，我对这句话体会有 ３
点：一是医、道属同一原理。这个

原理就是“阴平阳秘—阴阳平衡”；

二是行医者须讲道德，“医，仁术

也”。医者父母心，大医慈悲心，这

是行医人的基本修养；三是道德乃

生命之源。这个“道德”就是“公

道”。人若公道则是有德，若有德，

“天将灭，犹可违。”正所谓有德者

多寿。《道医学》也讲：“万物非道

不能生，非德不能成”。

９　道学、道教和道医互相
影响

　　北京中医药大学彭荣琛教授
　道医学是中医学的一个部分，不
是中医学的对立面。道医实际上

源自于道，总的来说是道家，道家

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比较成熟

了，当时诸子峰起，百家争鸣，道家

是最大一家。从春秋战国到汉代

的这段时间，由于《黄帝内经》的出

现，使中医理论系统化，这其中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产生于百家争

鸣的时代，由于道家当时所占的比

例很大，所以说对于中医的影响是

非常大的，中医里面吸收了很多道

学思想。中医本身就具有很多道

学的思想，当然道家的发展最后就

变成了道学。道教的出现是比较

晚的，它是在汉朝以后，当时据考

证它是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它

尊老子为它的天尊，以后出现了道

教。道家出现了道学、道教和道

医，这三者互相影响，有可能道医

跟道学结合得多一些，就形成了中

医的一个很重要部分———道医。

１０　生命的道德本质
团结出版社编审韩金英　《道

医学》的隆重推出，让人感到我们

都是大道的儿女，道医学区别于普

通医学的地方，就是道与医疗的关

系，道与我们身体的关系。作为一

名医生，如果没有悟道，根本就没

有资格给我们看病。本书作者深

入的慧观，带我们第一次会见了本

来的自己，道德就在我们身上。

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高

能量精微物质，充满宇宙太空，养

育滋润着天地人万物，德是道的基

础物质元素，人通过德的品格而获

得德的能量。道生德而为?，德一

之?朴散为五：仁义礼智信五德之

?，分别主宰着人体五脏和它们的

子系统。德能在人体内的分布在

肝含仁德与木相应；心含礼德与火

相应；脾含信德与土相应；肺含义

德与金相应；肾含智德与水相应。

人体某种德性品格的缺失，必然导

致其中相对应质元?的缺失而产

生疾病。

１１　道医学是一种综合的
健康知识体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
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毛嘉陵　各
位专家对《道医学》图书发表的评

论和观点，让我们品尝了一次“思

想盛宴”。道与医学有着很深的渊

源。道医学是将中医药学与道家

的思想主张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形

成的包括了疾病防治、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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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等丰富内容的一种综合

的健康知识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道医学是

在古代特定历史时期中形成的，而

且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民俗

文化现象，因此难免会存在着精华

与糟粕同存、有价值的医学科学知

识与玄秘的甚至是故弄玄虚的成

分混杂。《道医学》对以前一般同

类著作未涉及的一些人体生命现

象进行了介绍，分析了道医学的一

些认知方式和观点，具有一定的学

术研究价值。

当然了，《道医学》中有些所谓

玄奥神秘的东西，也许有些是糟

粕，但也有些可能就是由于我们自

己的智慧和认识水平所限而认识

不到，尤其是在人体处于“入静”等

特定生命状态下的感知和体悟，没

有到达这种状态的人是难有体会

和评价的，正所谓“惠子曰：‘子非

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今天

我们这个研讨会，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可能接触到了一些学术禁区，

因为有很多方面的知识和问题，我

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和研究，因此，

更应保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来

对待。

櫖櫖櫖櫖櫖櫖

櫖櫖櫖櫖櫖櫖

毈

毈毈

毈

　医政医讯　

王国强在山东中医药发展大会上就贯彻落实《若干意见》
强调要在解决关键性问题上有所突破

７月２８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山东省中医药发展大会上强调，要深刻领会医改文

件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实质，结合实际，切实在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

政策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和问题上有所突破。

王国强说，例如，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配套文件的制定与落实中，要形成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

医药作用，更好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政策措施；

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要更好地适应中医医疗机构的特点，落实政府对公立中医医院投入倾斜政策，在有效

保障中医医疗机构发展的同时，引导其更加注重中医药特色优势的保持和发挥，真正解决中医医院要姓＂中＂的问

题；

在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工作中，要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村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药服务功能，

建立有利于引导并稳定中医药人员服务基层的机制；

在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工作中，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特色和优势；

在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和基本药物政策实施中，进一步鼓励中医药服务的提供和使用；

要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研制和应用特色中药制剂。

在谈到统筹城乡中医药发展时，王国强要求，加强基层中医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网络建设。一是要加强县级

中医医院建设，这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平台；二是要完善乡、村和城市社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发展中

医药事业的基础网络；三是大力加强重点专科（专病）建设，积极开展培养名医、创建名科、建设名院工作，这是提高

中医药知名度、影响力和社会贡献率的突破口；四是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积极开展中医药＂治未病＂服务，探索构建特色明显、技术适宜、形式多样、服务规范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这是扩展中医药服务领域的重要途径。

王国强还对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科普知识传播、加快中药产业发展等方面提

出了要求。

（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