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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创新切勿循!以西律中"之路
#

孙光荣!

!!编辑的话!中医药的发展呼唤创新!但中医药如何创新" 是以西律中还是西为中用" 中医药的创

新点又在哪里" 对此!国医大师#著名中医药文化学者#本刊学术顾问孙光荣教授提出在当前及今后一

个时期!应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明确创新目标!健全创新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

点创新%!即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法#方#药%!达到$四个成功开创%!即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

规范中医新治则治法#构建中医新组方模式#建立中药新培采研制标准&

!!关键词!创新!以西律中!理法方药!中医药学

!!随着社会对中医药服务需求

的日益增长!对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如果

说继承是决定中医药是否有生存

空间的问题!那么创新就是关系中

医药发展空间的首要问题" 如何

克服'僵化(的思维而创新中医药

的理论实践)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中医药没有发展的空间"

笔者认为!创新同继承一样!

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根本

方略"

创新!是发展!是升华" 绝不

可一提 '创新(!就认为是 '声光

电(!就是'现代科技(" 其实!中

医药的继承与创新都离不开中医

药经典理论原则的指导!都离不开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都离不

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唯有立足临床!坚持创新的继

承和继承的创新!才能走出中医药

继承创新的阳光大道"

'创新(!就是 '改变(!就是

'更新(!就是'创造(!是人类特有

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就理论

思维而言!创新是建立新思维#新

理论#新方法#新表述$就实践结果

而言!创新是获取新发明#新结构#

新材料#新产品#新成效"

中医药学的创新!就是要在保

持和增辉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前提

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中医的新

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表述$就

是要在临床实践中获取新发明#新

结构#新材料#新产品#新成效" 所

以!中医药学的创新!是在继承的

基础上必要的'改进(!而不是不必

要的 '弃古($是必要的 '固本求

新(!而不是不必要的 '标新立

异($是必要的'西为中用(!而不

是不必要的'以西律中(" 归根结

底!中医药学的创新!关键是开创

中医药学的新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药学的创新!同样是一个

系统工程" 广义而言!中医药学的

创新同样涵盖了中医药的医疗#保

健#科研#教育#文化#产业#国际交

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狭义而言!包

括中医的理论体系#临床方法#产

品研制等" 需要制定和明确创新

条件#创新途径#创新机制#创新方

法#创新目标" 近 74 年来!为了让

中医走出创新之路!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已经在中医药学的创新方面

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

但是!如何更正确地创新中医

药学的思路与方法!仍然是一个紧

迫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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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

体系!明确创新目标!健全创新机

制!共同努力做好 '四个重点创

新(!达到'四个成功开创("

3!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

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

证体系

!!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

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个社会#一项

事业#一个学科要想走在时代前

列!就时刻离不开理论思维!时刻

离不开理论创新" 中医药学的基

本理论沿用了几千年!临床实践证

明是正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但

也证明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粗放的#

需要精细化#标准化的" 近数十年

来!中医药学界不断地在做中医药

基本理论精细化#标准化的工作!

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遇到

的障碍也是众所周知的" 关键在

于不能为精细化而精细化!为标准

化而标准化!甚至 '以西套中(#

'以西律中(!闭门造车的结果是

'淡化了中医特色优势!僵化了中

医临床思路(" 必须抓住关键问题

创新理论方法!经过约定俗成!成

熟一个标准#公布一个标准#实施

一个标准"

什么是需要创新的 '关键问

题() 是中医临床!是中医临床中

的诊断!是中医临床诊断中辨证方

法#证候标准" 中医不同于西医的

一个要点!是中医诊疗主要是针对

'证候(!中医临床行为的全过程!

*伤寒论+第十六条讲得清清楚楚,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观其脉证(!是抓四诊合参获知的

'主证($'知犯何逆(!是抓病机的

'主变($ '随证治之(!是针对主

证#主变抓'主方(" 而其关键又在

于前八个字,'观其脉证(是辨证的

切入!'知犯何逆(是审症求因的思

辨" 如何切入) 如何思辨) 前人

通过临床的不断探索!总结出诸多

辨证纲领!有'八纲辨证(#'脏腑

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

证(#'气血津精辨证(等" 为什么

没有统一的辨证纲领) 是因为疾

病谱的不断变化!是因为临床认知

不断提升!前一个纲领已经不够

用!不能合理解释新病因#新病机#

新证候!才倒逼产生新的辨证纲

领"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 53 世纪!

新病种不断发生!疾病谱不断演

变!各种疾病的致残率#死亡率的

升降正在不断改变!中医辨证必须

与时俱进!应当举中医药学界的全

体之力!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

'理(!包括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等!

而重点是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可

以通过实验室研究#典型医案大数

据分析#临床验证的系列方法!试

行提取辨证元素!给出各元素的权

重!按病种分类创新#建立精细化#

标准化#新的中医辨证体系"

5!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

务之!法"#规范中医新治

则治法

!!纵观历代中医名著!治则治法

层出不穷" 其中!可用于临床实际

的固然很多!但反过来 '依方定

法(#'依法定则(的也不少$现代

中医临床中'西医诊断#中医配方(

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就更谈不

上治则治法了" 长此以往!必然导

致中医在审症求因#辨证论治的基

础上'依证定则#依则立法#依法组

方#依方用药(临证规矩的退化或

丢失"

因此!有必要在大搜集#大整

理#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病

种#药材资源#组方经验#用药习惯

等!采用分病种#小试验的办法!逐

步规范中医新的治则治法"

另一方面!可以在中医外治法

%包括针灸#推拿#敷贴#盥洗#灌

肠#坐浴#熏蒸等&!采用'拿来主

义(!吸纳#融会现代科技的方法与

器械!创新中医治法"

7!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

务之!方"#构建中医新组

方模式

!!众所周知!中医采用内服法治

疗疾病!说到底是靠'方(治病" 由

于疾病谱的不断演变!由于天然药

材新品种的不断发现!由于临床经

验的不断累积!中医健康服务之

'方(%包括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

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也在

不断更新" 中医临床开出的每一

个处方!实际上是其理论修养#临

床经验的集中表达" 由于当前中

医临床思维出现了两种倾向而致

使中医处方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

是强调唯经方之是从!经方的药

名#味数#剂量!都一律不能更改$

一种是强调唯经验之是从!根据西

医诊断给予中药配方!无'君臣佐

使(可言!一张处方的药味甚至多

达 ;4 多味!一味药的剂量甚至多

达 544 克!有的一剂药重达 844 克

以上" 这是针对致病因子 '放大

炮(!这是'开机关枪(!这是'狂轰

滥炸(!目的是不管是什么病!总能

'扫射(中的!实际上是辨证不明!

心中无数!如此组方!当然离精准

治疗甚远" 上述两种组方偏向都

多次导致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

的产生" 于是!管理部门就必然杯

弓蛇影!急速做出制首乌只能开 7

克#法半夏只能开 6 克等违背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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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规律的规定!如果这类'急就

章(式的临时规定不断发布!势必

导致中医组方无所适从"

凡事不可偏激!中医本来就追

求'燮理阴阳!调和致中(" 现代人

生活的节奏#习惯#环境以及所产

生的疾病!都与数千年之前的人们

区别甚大!不可能按照经方生病!

现代中医应当继承经方的组方思

想和规矩!将经方化裁应用!岂可

'崇古泥古(套用经方) 至于某些

'大杂烩(式的所谓经验方的#大剂

量用药的大处方!则是'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更是无须置评"

所以!当前关于中医组方的创

新!至少有必要做三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按照病种!筛选有效的代

表方剂!给出化裁的范围与方法$

二是厘清中医组方的原则与要领!

创造新的组方模式" 例如!古代以

药为君臣佐使!根据现代病症的复

杂性!可以用功能药组按君臣佐使

的体例组方$三是根据经方和名老

中医经验方研制组方软件"

9!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

务之!药"#建立中药新培

采研制标准

!!经过中医药人多年来的共同

努力!中药剂型创新已经取得良好

的成绩!并走出国门" 如丹参滴

丸#藿香正气滴丸等!确实改变了

中药的口感!提高了疗效!便于携

带和服用" 但是!从中药创新的整

体来看!面临的创新任务还是相当

艰巨"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一是药材的种植#采集#粗加

工!需要针对气候#土壤#水源#种

子#施肥#除草#灭虫等现状!有必

要制定新标准!确保药材产出

质量"

二是药材的交易!需要针对仓

储#运输#交易等行为进行新规范!

确保药材交易质量"

三是新药的研制!需要针对组

方#用药#工艺#设备#疗效观察#使

用说明等!需要在突出中医药基本

理论元素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研

制#评估标准!确保新药研制质量"

四是传统的炮制!需要针对膏

丹丸散酒等传统中药制剂%包括医

院制剂&!建立基于中医药基本理

论的新的组方#工具#炮制及疗效

评估标准!确保传统制剂的炮制

质量"

唐代刘禹锡说,'芳林新叶催

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创新!是

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 但是!就中

医药学而言!着眼当前!必须重在

继承$放眼未来!必须励志创新"

汉代扬雄*太玄-玄莹+曰,

'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而循之!

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

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

天道乃驯" 夫不因不生!不革不

成"(所以!继承创新是提升中医药

服务能力的根本方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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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故事
!

元帅草的功效与传说
半枝莲为唇形科植物半枝莲的干燥地上部分" 有清热解毒!散瘀止血!利尿消肿" 用于热毒痈肿!咽喉疼痛!肺痈!

肠痈!瘰疬!毒蛇咬伤!跌打损伤!吐血!衄血!血淋!水肿!腹水及癌症"

半枝莲!又名韩信草!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吐血#咯血#痈肿疔疮等疾病" '韩信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相传!汉朝开国元勋大将军韩信幼年丧父!青年丧母!家境贫寒!靠卖鱼苦苦度日"

一天!韩信在集市卖鱼时!被几个无赖打了一顿!卧床不起" 邻居赵大妈送饭照料!并从田地里弄来一种草药!给他

煎汤服用!没过几天!他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韩信入伍从军!成为战功显赫的将军!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夺取了天下"

韩信非常爱护士兵!每次战斗结束后!伤员都很多!他一面看望安慰!一面派人到田野里采集赵大妈给他治伤的那种

草药" 采回后!分到各营寨!用大锅熬汤让受伤的士兵喝!轻伤者三五天就好!重伤者十天半月痊愈!战士们都非常感激

韩信"

后来!大家听说韩信也不知道这种草药叫什么名字!于是!就想给这种草药起个名字" 有人提议叫'元帅草(!有人

反对说,'几百年后!谁知道是哪个元帅) 干脆就叫韩信草吧.(大家一致同意" 于是!'韩信草(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并

一直流传至今"

%摘自中华中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