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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多种医学共存，其主流的要算西医和中医了 。 在鸦片战争以

前，中医可谓牲领风骚，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医逐渐

地受到了冲击，并面临着退居次席的尴尬。 究其原因，是当时中国落后的

政治制度，导致了国家势力的衰落。 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一实

则为唯有当官高的年代，国中的聪智之士，不是追求科学技术和生产，不

是追求民众的福手止，而是追求科举得中，使自己进入贵族行列，成为执鞭

牧民的人。 为医者鲜有出类拔萃的聪智之士，而主要是不第士子的无奈选

择。 逾千年落后的政治制度，耳又儒家保守之一面，作统治者之软工具，乃

将解剖 、 外治等医学内容作为不合礼教之事，予以反黠，外科由之而衰落;

朝野上下，皆不以医学 、 科技、 艺术为要务。 国家政治的落后导致了国势

的衰落。 追列强叩关，战争惨败，有识之士由是而反思，新文化运动缘之

而兴起。 仁人志士痛政治之腐朽，悲民族之落后，欲取法于西方，实现民

族之强盛，用心实佳。 但惜其未辨析民族之精华与政治之糟柏，竞视中医

为封建之余，主张废弃中医而西医一统。 宗旨既谬，民不认可，固难实行，

但错误之思潮却从此萌生，迄今未绝。 故时至今日，诽谤中医者有之，轻

视中医者有之，误解中医者更为普遍。 然当今时代，西药的毒副作用令人

望而生畏，手术的创伤令人难堪其苦，故回归自然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医

的复兴面临契机。 然而近期竟有所谓名人、 教技之流主张告别中医，这不

能不说是荒唐之事。 其说虽很乖庆，事出却非偶然一一长期以来，我们的

中医在面向大众的普及方面，甚有缺陷;我们的初级教育与中医甚为疏远;

我们的中医理念，正在被丢掉传统精华的人群忘却。 我们的中医界人士，

或西化而名中实西;或极能隐忍，甘被歪理贬抑而不发声;或中医底气不

足，卫道之勇气自难伸张。 纵有少数明智之士，伤吱黄大道不振，感中医

之宝蒙尘，仗义执言，怎奈在昧昧众人之前，这些微细之声难成振聋发睛

之音。 余每思至此，心中不安。 夫阳光不照，阴魅肆虐;正义不伸，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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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盛;真理不明，众人蒙惑 。 孟柯善辩，孔道以明;甘地抗争，印度进步。

凡已明中医大道者，当觉其后知，醒其后觉，使真理昭彰于众人，让阳

光普照于大地。 若隐道而不言，得人而不教，乃岐黄罪人，岂吾佛之所为!

另，本书的出版得到了 2014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务中医健康素

养促进项目的专项资金支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河北中医学院领

导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德英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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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友在停神，

难曰:世界在发展，科学在进步。 纵观医学发展史，西医在短短的数百年

时间里，其发展可谓迅猛，其面貌可谓日新月异。 而中医呢，有人说她几千年

没有发展， 一直是老面孔。 起码说中医的发展还是速度不快。 那中医的发展为

什么会不理想?是否中 医体系自身存在着进化障碍?

答曰 : 中医已经是-个成熟的医学体系。 所谓成熟，可归纳为两点 : 其一，

是说她已经基本定型。 因为成熟了、定型了，所以，她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

没有必要、也不能够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如果你非要改变她，反倒会变成错

误的、落后的东西。 其二，是说她的基本内容、主要部分是正确的，在一个较

长时期内不会被淘汰，不会过时，不会被否定。

与中医的这种成熟性不同，西医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医学。在西医的体系肉，

某些部分已经成熟，如解剖学(所以，西医的解剖学在最近几十年也没有日新

月异的发展)等，但其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还很多，需要大力开拓;内容中

还有许多不先进(尤其是将来会是不先进的)、不正确、不全面、不完整的内容，

所以要不断地更正 、 出新、淘汰 、 完善，这就是西医在整体上给人以日新月异

感觉的原因之所在。 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西医的解剖学，数十年来乃

至百年多来并未发生显著的飞跃，原因就是它的这一部分已经成熟了。

中医自身成熟了，但笔者不是认为中医不需要发展了 。 笔者曾写过关于中

医发展的文章，有兴趣者可见附争鸣与论证篇"新世纪中医的发展方向"。 但发

展不能笼统地认为就是日新月异，就是不断地推翻过去的理论，提出新的 、 与

原有基本理论相反的观点。 有些人正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中医的发展。 这样去

看中医，必然觉得中医没有什么发展。 因为中医最主要的不是这样的发展方向 。

事实上，中医也有不少可发展的领域，比如说，完善更切合世界不同人群、不

同地域的中医学，发掘新中药品种，创制适应新时代、新病种的治疗方略及方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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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部分其实中医界一直在做，比如有的医家针对航天研制了新药，就是这样

的成功范例。 所以 ， 总体可以将这样，两种医学以绘画打个比方:西医的主要发

展是不断地更新画笔和工艺，而中医的主要发展是仍用那支画笔，但不断地构

思出新的画作。

所以悦，中医自身不存在进化障碍的问题，中医是开放的，也是愿意不断

进步的。 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医发展就那么顺利、那么成功，事实上她受到

了落后社会制度的压抑和摧残。 比如中医原本有很高明的手术技术，但后代基

本失传了，这是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 1

中屋友在理想与 否

难曰 : 按照先生的观点，中医的发展模式不是日新月异。 看来先生似乎认

为，中医的发展已经很理想了 。 但以余所见，中医发展很不理想，中医院在西

化 ， 即使不西化的也多是效益低下， 生计艰难。 不少人学了中医，反倒弃中就西，

干起了西医 。

答曰 : 首先，我决非认为中医发展很理想。 相反，我认为，中医的发展很

不理想。 不仅现代发展得不理想，而且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发展都很不理想。 为

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有扁鹊那样的杰出医生。 请君读读《史

记 · 扁鹊仓公列传))，像扁鹊诊治就太子那样的医术以及他对齐桓侯(按: 一说

当为蔡桓侯)的望诊本领，当今哪个中医专家能比得了 。 在汉代，中医有华信

那样著名的外科手术 ， 有像张仲景、淳于意那样高明的内科医生(按:这些医

家往往精通数门学科，所谓内科医生只是按照当今的观点，就其医术所表现出

来的突出点而言 )，他们的辨证思想、理法方药至今被人们视为圭泉。 反观当今，

哪个中医专家堪当此任? 在隋唐时代， 医生可做肠吻合手术，这是可信的。 也

是在那个时代，中医已经将医学分为多科。 而在隋唐时代，西医学的水平怎样呢?

恐怕难望中医之项背。 所以，对比古今，中医的发展是很不理想的。

那么，是什么影响着或曰阻碍着中医的发展呢?我们反观历史，可见端倪。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是有着较好的文明发展的环境的，包括科技 、

哲学 ， 等等方面。 那个时候，人才很受重视，因为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强大。

所以，那个时代才有了~昭王黄金台招贤的佳话。 在那个时代，类似的情况，

决不是唯一。 那种竞争性的发展模式，造就了时代的辉煌。 诸子百家，群起争

鸣;各类人才， 一展身于:有攻科学技术的墨家学派，有攻军事学的孙吴学派，

第 2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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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攻外交学的苏秦张仪。 在中医界也存在着诸家学说的争鸣，直到汉代，还可

以看到诸多医家学派。 竞争促进发展，这样的社会氛围就使中医学(也包括科技、

哲学等)的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到了宋代以后，统治阶级只关心自己政权的稳定，对于科学技术等，压根

就没当成重要的事情。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摧残了百家学说，独尊儒术，

且把儒学的保守性推向极点以致形成反进步的力量。 对男女伦理的过分强调和

限制，对尸体也过分尊重，必然影响外科学的发展;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注: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宫，所以，其实质是

"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当然官越大，就越优越，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也就

具有了元比的优越性)，那种只看重牧民之术，不重视科学技术的教化，必然导

致国家的落后。 在那以后，中医的于术 、 推拿、正骨等学科相继处于崩溃的境

地。 不仅外科领域如此，就连与封建伦理冲突不明显的内科领域，由于拔尖人

才的流向(或曰最钟爱的领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医学(所谓"不能为良相，

则为良医"，就是科举不中以后，才'无奈选择医学， 一流人才绝大多数进了官员

族而非科技和医学)，所以，内科学的成就也甚平平，远非春秋、汉、唐时代可

比。 科技的落后，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落后，最终导致亡国之灾。 纵观医学发展史 ，

张仲景之后，再难看到同样水平的医家出现于世，即使有叶天士那样的聪明之士，

也难以与张仲景那样的医家相提并论。 中医发展的不理想，这是医学发展的悲剧，

也是历史的悲剧，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西医来到了中国，首先在外科手术方面填补了中医

的空白，显示了它的长项;其次在理论方面也和当今的中小学的教育理念高度

的吻合，使人们从小就树立了牢固的西医式的方法论、世界观。 再次，西医的

经济头脑在当今的中国尤其突出 。 滥检查(西医现存在大量的无必要的检查项目，

且这些项目难以清理，因为它可说是排除性检查)、大治疗(小病大治，动辄输

液、手术一一如剖宫产在当今中国比例极高)、高消费(动辄日花销万数)，这

对中医从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许多中医师为生计、为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疏中近西。

但我们想问的是:这低花费的中医就是不好的吗?所以，中医发展的不理想是

有原因的，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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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唯 古今寿今差异是否说明中医总后

难曰:我们都知道，在旧中国，人们的身体状态很差，疾病繁多，人均寿

①
 



命根短，平均只有 35 岁，那时候在广大的地区几乎没有西医而只有中医，但中

医对许多疾病没有高招。 而今，西医即现代医学大大发展，人们的疾病得到了

很好的治疗，所以，人均寿命也大大提高了，据说已经达到了 70 岁，这是否证

明了中医的落后一一它不能有效地保证人们的健康?

答曰 :这个逻辑很荒唐。 强大的吴国亡于原本弱小的越罔，这归咎于吴国

国君夫差的骄奢淫逸，不能责怪西施的貌美;秦朝的崩溃缘于自身的残暴，不

能责怪老天爷在大泽乡让陈胜遇雨; 一个人得了糖尿病，不能责怪袁隆平把水

稻的产量提高得太多; 一个人得了胃病，不能埋怨家人给自己买的饭碗太大。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战乱频仍，民生于怒惧、悲观之中 ;生产力低下，
人们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皮包骨头， 身体素质十分低劣，故难有长寿之人。

这种短寿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动荡 、 时代或曰政治制度的落后，与中医有何

重大干系?然而，有些人却往往把寿命长短归结于医学，殊不知，医学的主要

作用在于治病、防病，在长寿、短寿方面本非主要角色。 其实，即使是她的医

学内容中有再好的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内容(事实上，中医确实是一种

很好的养生保健医学，历史上众多的长寿中医师已经对此反复予以证明)，对普

罗大众的健康状态也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长寿和健康最主要关乎社会状

态、时代优劣一一保养身体的条件。 设想在贫困、战乱交加的时代，纵有豪华

高级的医院，又有几个人住得起 、 治得起?在战乱流离、食不果腹的状态下，

谁又能好好地养生 、 保健? 可见，在旧中国，人们的夭折不是中医造成的;同理，

今天的长寿，西医也不得独揽其功。 假如将来重新出现了贫困和战乱，人们同

样会出现短寿，那我们能说是西医退步了吗?

所以，那种把短寿责怪中医的人，要么是心中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 余

闻此言，每每激愤，言辞若有激烈，还望君等海涵。

中屋友在不理想的原因在台身

难曰: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恕中医的发展不理想。 我想借用一下中医的理

论来说明个问题:中医认为正气是友病的根本，把这个"发病观"拿来比照中

医的发展，那中医发展不理想这个"病"是否主要与中医自身有关，即:是否

中医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或曰缺陷?

答曰:中医发展不理想与中医自身有关，但主要的却不关中医学术。 我们

以动物保护问题作比喻 : 当今许多动物遇上了生存危机，主要的是人类对大自

第 4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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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破坏，使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以致这些动物无法很好地适应当今的环境，

比如栖息地被侵占，食物链遭破坏， 气候改变过于急剧等等。 中医在她诞生和

兴盛的历史时期，是有着一个与其适应的环境的。 比如社会的松散，彼此的依

赖性差;在社会结构中家庭的重要性极高，生产的微型状态;学术的向由状态，

政府的干预 、 影响少， 意识形态的冲击少，医生只须安于学术和诊疗，外界杂

碎事物极少干扰等。

时过境迁，时代变易，社会环境不断发生改变，中医也渐渐发生了一些

与之适应的变化。 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情况是极不寻常的:社会环境急剧改

变，破坏了中医的生存环境。 譬如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被引进于医疗和教育，

像这种大班次的中医教学就是一例。 妹不知，这样的教学方式难以培养成真

正的中医高手，而民间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又遇到了种种困难; 其他如分科极

细的现代医院方式难以成就完整的中医师，因为中医讲的是总体把握，整体

观念;再如，医疗收益的问题诱惑着中医师的西化，因为只有多做检查、多

开刀才能带来丰厚的收益。 此外，管理上的循习， 以西方科学思维为主导地位，

不利于中医的自由发展(如课程的设置难以体现各医家的学术传承) ;大学前

的教育严重缺乏中医的前期必备知识和基础思想，从而使中医高等教育变成

了从初级起步，甚至是逆向扭转起步;意识形态领域的基础，建立在非中医

本体思维上，如科学主义的泛滥影响着中医思维;传统格物致知思维的丧失，

传统东方科学的丢失，使民间对中医渐趋陌生化;中医诊所的状态受西医理

念的干扰，如无菌观念与中医的不合;政府的奖励往往厚待西化者。 如此等等，

都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发展不理想也就在

所难免了 。

责任在台身中医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开、境 ，第 5 唯

( / 

难曰:先生所说的近代环境巨变影响了中医，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医在这

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不能很好地生存，这责任是否仍在自身?

答曰 :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仍以动物保护来比喻。 在地球环境自然地、

慢慢地演变中，极个别动物不能与之适应，咎在该动物自身一一是它们的进化

没有跟上环境变化的步伐。 但若由于人类的破坏，短期之内环境巨变，有大批

动物不能生存，则当责于人类了，因为任何动物随环境改变而进化的能力都有

一定的常量(或曰常速)，它们不能任意控制这种进化的进度或速度。 所以 . 在



人类活动过度，温室气体的排放空前加速，环境变化剧烈的今天，极端气候加

剧而频发，生物大批灭绝，人类到了该猛醒的时候了 。 在这种环境气候下，许

多濒临灭绝的生物，并不是他们自身进化太慢，而是人类的贪欲之心和肤浅的

科学观害了地球，糟蹋了环境，才使得这些物种面临危境或绝境，可以说，就

近代大部分濒临灭绝的生物而论， 其咎不在这些生物本身(不是它们不进化)。

与之相似，百年以来，中医正是面临着如此的困局。 正因如此， 中医界才一直

要求政府要有符合中医特色的政策 ， 要给中医一个 自 由发展的空间或曰环境。

譬如不能拿无菌的观点看待中医的草药饮片，不能单拿当今已知的化学观点论

中药，不要用当代科学思维去评判中医而定取舍。 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 即使

像大熊猫这种因进化太慢而面临灭绝的物种我们都要大力保护，对于那些因环

境破坏， 丧失生存领地、生存条件、 生存环境的物种，我们人类更应该反躬 自责 ，

改正不当的做法，让物种有一个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所以，才有了生物保

护区等对策。 与此相比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政府制定合适的中医政策的

原因 。 我们所说的中医政策主要的并不是要求政府对中医格外施恩，而是给中

医一个自由的空间 、 合适的环境。

当然了 ， 我们中医也会尽量地合理进化，使自

这种合拍是不能放弃中医灵魂的。

所以，合理的 、 渐进的环境改变，中医要适应也能够适应，但被人为破坏

的环境 、 恶劣的环境、剧变的环境，则需要这些麻烦制造者改弦更张。

退一步说，对于"大多数能适应当代环境，有少数的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

环境"的现象，我们也应该正确分辨。 假若一个村子的村风、教化出了问题，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爱偷扒火车上的东西，因而这些"大多数"都发了小财，但

有百分之十的人仍恪守道德，不沾这不义之财，于是光景稍差，我们能责怪这

村里的百分之十的"少数"，说他们不会致富 、 不适应环境吗? 如今在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 一些医院滥用检查，开大处方，小病大治。 而中医的检查费用几乎

等于零，不少真正的中医也不愿意为了收益开大处方，于是经济效益较低，显

得不够景气，表面看来， 似乎这些中医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但谁能知道，在

他们的身上，却担负着道德的重负 。 我们不应仅仅看到这不景气的外表，更应

该研究让他们走上景气之路的政策。

尽量地合拍于当代，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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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屋的假冒与行政干预

难曰 : 近年来，某些中医界人士，对行政千预中医的一些做法不认可，但

依我看来，造成行政干预根本缘于中医自身有问题，譬如假中医 、 假冒祖传秘

方等就是例子一一有许多实际上不懂中医的人，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 一些"秘

方"来糊弄患者，骗取不正当的钱财，所以政府就得干预。

答曰 : 你所说的问题似是而非 。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医的假冒现象

不能说没有，但并不突出，或者说不足以毁伤中医，因为一个中医师的地位

唯有经过患者考验才可得到认可，才算过了关。 假的中医得不到患者的认可，

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 ， 历史上的假中医虽然有，但始终成不了气候。 然而由

于中医有着鲜明的个人技能、悟性 、 临床经验之特点，但在现在的考查(考试)

中尚欠缺与之相应的方法 ， 就是说， 中 医师的考试(考核)尚欠完备，在所

实行的考核中尚不足以充分地按照这些特点去考核真正的中医技能和医理，

这就是虽然行政干预，但依然不能靠"证书"来认定是不是真中医。 前一个

时期，在媒体上(譬如中国中医药报的某些报道，中医古籍出版社的 《 中 医

沉思录 )) )曾有许多中医人士对以往的一些中医科研(仿效动物实验)提出了

异议，指出这些科研其实无益于中医的发展。 但在中医职称的评定、中医的

考核中却往往把这些当作了晋升、评定的重要资本 ，而诊脉、辨证等重要的

中 医 内容反倒被忽略了，加以中医教学方式的缺点， 今天才会出现不会用中

医方法看病的中医教授，甚至还有不会用中医方法看病的中医主任(副主任)

医师。 对于这样的问题 ， 只须开发民智，提高公民的识别水平，这些假中 医

就成不了多大气候。 再者，这些假冒只不过是中医界问题的"流"，在我们

关注假冒的同时， 更应注意的是假冒 出现的"源"， 要让学子们学真正的中医，

让考核考出真正的中医水平。 其次，这些市井中的假冒 中医的现象，决不能

咎于中医自身，当代的名牌产品，譬如钻石牌香烟、中华牌香烟，其假冒现

象非常多见 ;而低质量产品，譬如简装石家庄牌香烟，就很少有人去假冒 。

对名牌产品的假冒，我们不能归咎于名牌产品的厂家。 因为事实上，名牌产

品的厂家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利税上的突出贡献者。 若将中医的

假冒现象反责中 医自 身，就好比有人仿冒了 中华烟，不去责罚仿冒者，反要

处分中华烟厂一样荒唐。

第 6 难



中屋是在政策保护下才得以生存

难曰:有人说，国家制定了不少的方针政策保护中医，中医是在政策保护

下才得以生存，未被消灭的，这是事实吧。

答曰 : 不正确。 中医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她的疗效:她有效，又有优势，尽

管有许多的人对其原理丝毫不明白，但看到了或体会到了她的卓越效果，所以

信任她，有病时才会找她求治。 这是中医得以生存的根本所在。 至于政府方面，

没有把方针政策弄错，确定了发展中医 、 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这正是从实际出发、

从民望出发的正确选择， 也是唯一一条可行的道路。 历史上曾经有过政府取消

中医的政策，但人民不答应，结果施行不了，这就是明证。 这是历史的前车之辙，

是历史的结论。

需要指出 ，政府保护中医的方针是基本正确的，然而我们还不能说是完

备的 。 比如，中医的法律地位至今还不十分明朗，中医的诊断在法律界等方

面的应用中缺少像西医那样的权威。 在保护中医的政策上，有时尚难以做到

扶持真正的中医，所投入的经费有被假中医、非中医取得的问题。 在中医的

教育中，未能真正地按照中医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开设课程、进行评价。

在医疗实践中，西医享受的地位是中医所不能企及的，如西医的诊断，由于

究竟需要哪些检查、需要多少次检查并无明确的限制，所以它的收入就比中

医高得多，而现行的收费政策实际上仅是大大限制了中医的收入。 我们可以

假设，如果我们将各个地区所治疗的每个疾病的总花费做-个统计，就可以

计算出每个疾病的平均花费，如果我们实行按病种收费、总收费限额(即每

个疾病，不论你做什么检查，进行什么治疗，都在一个数值范围内定额收费) , 

那中医将不是现在的局面。

第 7 难

己落后于时代

难曰:中医产生于封建时代，有人据此将中医称为封建医 。 现在的世界已

经进入了民主社会的时代，中医是否已经落后于时代?

答曰 : 首先应当指出，封建一词的本义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异。 我在这里想

分层次做一下详细介绍，顺便对中医的发展史提出个人的看法。

周朝是封建社会的原型。

何谓封建?封者，分封;建者，建立。 故封建原本的意义是:分封诸侯，

中医 Æ封建屋 ，第 8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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