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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者陈锦荣医师（图右）

与世界 名人、著名中医学家、广 州

中医？比邓才大 j存秩技 （图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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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序

海内潮席中医学朽陈伯？.~1号’屯生，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
院，］卡在回医院校illf！哇，名师的指点归自己的拗征，对中西
！差之站｛Hllii＇ 医理论之发扬！ι衍，成果二｜王｛顷，先后于国内的
〈广州中医学［~＇［；＂~：：以》、《在Jr ri I i云 〉 、 《广东医’于：》 、 ~ lltE.1：医
刊〉、《浙江巾医专院＇－｝：j［｝. ｝ 、 《削江 l i ： 医杂志》、《中国医学
生 〉 、〈中旧医院管理》玉之《汕头医药》、 ＜ i•:iJJ 州、l~约〉上去求
论文，论文立J ;{j－重“理论探讨”，显示出 “医林求新”的执
意追求的学者中1~＇ jfir[1和开拓创新的治学风格，著名巾医学家邓
铁涛教授TIT阅战斗3陷后屈j可勉励 ： “ l豆林AW窍，医j丘求和” ．

陈钊l宋先生立足于1111 r有［豆~｝：校千1· ／.~0(r1］之 i·l!l 扑l匹林， 从医
忠之间的“干~~火j茧的”，它U只，升华为·’和、火理、州学 lj~”，边i币发掘
J’“职侃忠：；甜”、“千只温.：.D-:11i-J ”、“｛f｛烧忠病”、“于1：必忠先与”等；只邪
学悦，形成了中医“主｝~邪忠Ji巧’王 iJl ”， i生’学此对〈内经〉 “那之
所庭，其气必虚”提出了新的见仰，认为“决有m苦之义”，
使现代”虽.:lk: 到朋变.. ;fl I “突变 j,.1; ” b江西IJ11于中运理i念之fW释。

在求新的［ill！之指导下，陈先生协猎中医创域的各个方
面， t'.ieUi “中医现代化的边凰”、“小医学千朱学Hi'.系统论”、
“~立中间比较医学的构丛L”等系_6i1Ji乞文 ， 并对中医体质学

rn. 、 J;/J静 t,t；合学 iSl分川~fF i,J-, l•il IJ才对i如归’！医学－｛£1岭南医学的
地位和贡献不断探索p 成就卓著。

我与I均可自荣先生相识于一JL八八年在广州中医学院召开
的 “首届岭南医学研H会”，今年六月又在第二届岭南医学
研计会上见面，彼此都有论文在全间交流，对陈先生著边有
所了解，经过细谈，认为该比文集具有向海内外出版发行之
在义，故乐为之~I~钻井沟之j子于上。

新加坡中医翻出版社社长 李金龙

一九九一年八月



强序

陈锦荣医师所著〈医林＇！－~新 沪 ，为其十年求友去 f· 各地

医刊、学报、选编的巾巴论文集。 既 （f 1+1 医俨｜阴成果， ？飞毛典著

作毫ffj念，中西结合研究，脑床兴践经验 1 叉千i医院管理，教

学心得，医史榻边，科普文幸。用险制论、信息论、系统论

和耗散结构观念揭示中医科学性内恼，以探索中医现代化的

方向；用多层·我系统结构剖析中医各家学成3 以体质学i兑论

证伤寒三阳受邪耳n ji圳、｜、｜人患病的体质因素；以动静结合分析

补益方药和循环系统常见病的治疗；对积那忠病学出提出新

的见月r~ ； 对中日伤寒学家论著作了综边与jlp估。文章深λ浅

出，充满现代气息，是一部多学科交叉的新中医学著作，是

医学生、平El以医生、中医学爱好有的一本校Ar ］；女物。

陈医！lriJ早年毕业于汕头金山向组巾，、严， 1t后就i-1；干广州、！

中医学院， 受到，~j f辛中 l去教育， l ：作剧 Ii 1J义 )Jlfl应过山医外科

与放射科，具有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与技能，先后在粤北、

粤东从事脑床工作二十余年， Jjj1J巾雄县主rn公J吐卫生院业

务副院长、 j朝州市中医医院医疗m副组长、 j事j州市卫生局医学

信息组组K；、市科学协会委员、市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市中医

学会副理事－长，中医内科主拍医师，是中华全同中医’于：会、

中华医史学会、 r·尔省科普作协会抖。 1f较丰·，~；； 的｜临床实践

经验。近年才是件~ll~ 4'Lr il { KYJ v+I医纠 〉非II { j.创州医学信ι报〉，

现在潮州市卫生ill修学校担任中西医煤教师p 撒书千余种 ，

行踪遍及全国各地，且善 hi眶，心学习，工作11~韧不拙，先临

床、教学、科研、科普于一段 ， ’t'.1'.Jl；名问 hi月只，现i企联系实

际，对中医学有较深的边L罚。

潮州 iii 1.J国家｝Jj史文化名城，岭向~JI\, l力．代名医辈

出，余序陈医师书，亦为潮州医林庆也。

广东省汕头卫生学校中医副敬授张长民 1991午 8 月 18 日



前雷

日 ｛ /i'd右’内经〉开始，中医药学已摆脱了单纯的“经验

医学”，升华成为一门有系统王理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 中

心）为指导的“ill统医学”，此后，中医各家，在这部医学

经典的基础上，百家写于吨，千♀1r其说，经历了二千多年来的

脑床实践与医宇：若毡，形成了汗牛充栋的中医药医籍库和历

史队云无法摧毁的中医药队伍，也~中医药学成为世界传统医

学中唯一1~二十守不败的医药学派。

应该和到，中医学作为一门生命科学p 之所四、历千载而

不衰，除了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外，还在于

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科学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但是，由

于漫长的中国封建Jfr:f：会的影响， 严重地lfrlfiti, f近现代中医药

学的发展，况且中医古籍’文字古奥，缺乏时代感，无疑给学

才和研究者带来’f不少网难，也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开发和1更

新。

生 1·x才以上的中医圳状，著名中医’于t家1T:l业秋敬J受管感慨

地说： “中医学是一门说远忧长的科学， fl l_ r:p 医理论仍是一

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任老的启发下，在世界科学横向

联合的促i5!1 ·卜，笔者在的床、教学之余，潜心攻读 中医古

籍，博览各有关科’于t莉fi' （包捐 n然科字t与 Jti l会科学），试

图培J l=J gm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去描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对中

医约’于：Jlj：行多Ji位的探索：对“ r11 医现代化”、 “建立现代

巾罔比较医学”、 “ 1+1 医各家学说系统：论”进行综注和研讨；

将11\V:,(1：各！加i床医 IJ1ii 中的治疗 “积邪” 经收（包括地方性与金

ri<l ·M: ），以现代科学为指导，升华为“积邪患病”的系列新
理论 1 对部分布－争论、在疑的经典著作内容，提出个人的新

见解，此外，根据自己的脑床、教学，以及对医院管理、信

息管理的经验，提出管见，以体现笔者对“医林求新”的倔



好穿1 1追求。－Jtλrm年，主在骂骂 Jii}tf}.上肉每年的M乡r:J&架，写成

三十多篇专缸j论文，在合威论立先 〈在林 ~R 来；，： ~ （幸与宗 λ
〈 潮州市卫生志 ＞ ) , Ju；：；－卫：名 〈 区林求穿Ii} , ~Ht另I] i兰市

各专家学三t＼征求范；见。四、土论文 ~l{i 大：~I ＇.分，玉t:Fnn省内外各

医学刊物 、 各获区夺去扭上尘示，经过七年多的“茄！全检

验”牙II “$~ }&,l广主主”，二尤其头i'..~1~巧的文革取舍和圣面修订，

J2),、系列的形式分门归类， {!l：‘ r它；虫’卫平i "!{ ~k t1： 、 ］＇.（刺性、料等：
性 、 现1q生、可i~~、 ，I'

现斗寄虫： a1版， £）、就卫；于市内外笃朱学者。

应该指山的址： 〈 医科、求和i ＞ 的问ill: ' JiY-节夕'LY~功于各

级领导的重视、名家的扣点牙［I LJ ＼）且 -iii ＇. 门民叠力支持. j£Jj讯笔者

的名师、著名中医寺’家对剑、 f/f~:f'.~校阳了本书并以“医林新
秀，医追求幸！？”缸贝问： j£JJ 视新加队’叶 1医药 UIJ出 JTiJ ff1l 长李金主；先

生审阅本书;jHi1rJ,!ftilff 1}I 1T:公I~ ~rr. ; i岛、l jf.J ；广州中区等院交I］小斌

胡师、暨南大学医q：院批获称 /ZI＇. 敬畏 、 j即川、！计i .TJ.生局阳、德仪
局长、 1~9J州市卫生过修学校在纠；只校长、 Jj~[i就州市;j"iOj 委饵’辟
主任等别本书山）Jjj的支持； j刻 iUj r·东1'i'i11!头卫生字校张长民

副教授认真地校｜闯了企二忆，也l::本书能顺利地与1fif 内外用道见

面，药号主~l也illA"'l1 医医f:ffW ， 为掠兴中医作山微薄的贡献，

为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作出应尽的效劳。

陈白费

1991年叉子潮州市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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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i安地区中 !9-5莉概究

（摘 F 要）

@ 新加；，t 李全龙

公元1260年，元朝忽必烈曾派军远征东南亚。后来留下一

部份军民在北加里最丹内（今沙巴川、HR砂局越），成为该地

区拓荒的先驱着，并成为华放到亚纠11安地区有史据可考之最

早移民。 在元朝末年，另一批来自中囚的移民亦在印gr尼西

亚 苏 门 答肪岛之巨陆地区应立一个（I 主的币｜－会。 F月朝正德
年间，来自广西省的移民到马来竿，I＇.：？，习＜ if:f 1-'i~呆企旷，后集众

成村。嗣后， r［•两手多民~f 111\i ~1i J'lj马来半岛 TJLi iH l'r~ 。 f1！；代 末

年，是华旅Ql r［•同闽、粤、 :I:）；（子： y；大川~ i ·.＇＇.科 1;i-;:r11 可rrn11安地区

之最高咐，组成今灭在ll!i.细l安名 II! f i'~，二，山 1\d：~、之－J,Uiill o 「h 于早

期华，股略武乡囚水土不服，叉而又H\"il.iH 、：1,-:.u.i＇：字记狈缸’犯 ，

于足华旅移民本身用所带来的民问医纠；：n:l只作为保［址：医疗。

当时的医生称为“计。J医生”、 “内伤医生”反专门治疗妇
儿科的所谓“先生It川”等民间医生。

公元1 867年，新加战i日J i1J；医院的创办起；亚trn安：最早的中

医院。继之，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区中医院也相继创办。宗

旨在于为自己的华族同胞服务，完全是阳区施罚，充分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助人为乐之本及乐苦好施的 i'1!JffiiJ 1 。今天

整个亚细安地区都有华肢段立的中医则应施挡的医院。

公元 1929年前后，亚细安J也区之吁：应「j1到工作者， 为了

维护同道和同业的权益，也相继成立中医中药的专业机构。

最早成立是弈律宾“旅莽中华医学会” ， 1922年在马尼拉成



立， 1947年改名为“弃flt:宾中医师公会”，到非之，在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驶相继成立中医中药专业组织。

公元1949年，随着中国大陆解放后，亚细安各国政府限

制中阴移民。于是，亚细l安地区的中医界咸感后继无·人。公

元 1953年，新加坡中医界创办、那一问中医学院。如？之，公元

1955年，马来西亚中医界也创办“马华医药学院”，莽flt:宾也

紧跟创办“中医药研究所”，郁积极地培养中医人材。由于

本地区巾医界的前辈们高瞻远！邸， n 虫·．挝哇，才有令天充足的

巾医中药人材 。有m是：江山~＇~；有人材 ti\, It＇医飞n：业万年青。

公元 197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 ＼IV.fW安中医中药界

更加强和l r!:t 囚的联系。本来5阪卸l安中医%是有l中医是一服相

承。个灭， rr罔中医中刻的飞跃发展，水陆舶币， 1巨细安中

医药也要｛竹助中因中医药的协助和支恃，把亚细安中医药的

水平提高到卜·个崭斩的水升飞。所以，近｜－多年来，新加坡、

马来创刊、泰国等中医药孙山、！＇iHJl 尼，＿，，医。iii柏：到中 FEI老籍、

访问、进修予习，纣斗绎才〈绝 y；生。 rr1i 1+1I1<1 的中医药专家宇：；有

也不11·］ · ·~~.il且，t,!f剑 、Iii 纠｜友仔 l l斗 w J哇’ i~ :Ji:约收丰n作··＇（：水化忧。

公元 1983 年， (1:1'.Jl 尼，，， l主界的1r\N. I", ~［＇；－ Jil l 亚卸｜安巾

医纠节水：大会 ｛E斩/JU肢成功 ＞；~行，共干j 七百多名的 \IV.细安各

国的中医中到工作有－出席了大会，~（ f1F.--i专业组II安各间的 ， ，，医

111纠界；；在一实iC I斗在一扭，｜列主＇i {r:--,t且，节· 1［川仁 l•iJ仅占益，并促

进中医；中药在5fli. 卸｜安地区 lt•J 前猛进 。 198 6年，切 －－.J11I 在可来阳．

业收衍，共有一千二百多名参加。 1989年，第三罚在泰国举

行，共有七百多名参加。 1992年， tr~ 问而将在新加坡之民－行。

~天，亚细安中医中药的发展，从几百年前2 中医中药

随轩早期华族毛多民传到荒芜的亚组11安地l丘。经过了近百年的

中医中药工作者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巾医中部已经在亚细安
的土地立，开花结果，现丽灿烂！

（斗二文发表干第二周岭南医学研讨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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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系列 中医现代化与

中西医结合

［提要］：中医｛乍为世界上唯一保持久盛不袤的｛专制：
医学，历史地面陆击日益昌盛的现代西医学的挑战和与混代

科学不相适应的老化混象，同时由于中医队伍“世界程”的

“开放化” 和莫他科学工作者的介λ，在中医镇域，人制除

再次肯定古老的中医病学，来源于古科毕、 古哲学，来自无

数医衷的脑床实践，至舍仍不失为一问具有“丰富科学性”
的医学外，还发出 “不能故步自封” 的感慨，并向中华民

族提出了 “中医理代化”的宣言，动虽有志于发展中国R族

医学、即振兴中医的各路学者啊，撇开阿？Z晃，盖上中医与

理f~新科学“杂交．，，产生出具有二十世祀九 卜年代水平、可

以 “走向世界．’ 的理1－＼；新中医。

中西医秸合是中国医学 h横向联合”的豆要形式，但目

前的中西医箱台仍存在 h形而上学” 和 “简单凑合 ” 的通

病，使中西医箱合成为中医、西医联合行动，对患者实行

“大包围” ，有鉴于此，笔者在现代科学广为应用的“比较

碗究学”的启温下，提出建立为完成中西医铠合而新生的

“比较医学”。

为了使传就的中医各蒙学在 h来就化”，笔者还将各有
（－＼；毒性的学就进行“i原来排列”，附于本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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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现代化 的进展

二十世纪）L才年代，古老的中医学面V~i省一个宇宙抖于：

的伟大时代，面的一个世界医？：大交忧的开放时代，面胎i一

个传统医学 “百家争鸣”（J{j盛世，面临－ －个各类医宇：行l\{1：现

代化中求生存、™发展、在觅币中 l组 l以 ll1：：白如时代。

应战肯〉仨：中医’＇；！：作为一门生命科’主， lJiT较mi不炭，

除了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和J深λ浅出的哲理外，还在于不断地

吸收同时代的件学文化来丰富和l发展自己，被誉为，，，医百科

全书的〈黄帝向经〉就是一本荣当时哲~＇TI. 、 天文、历11~ 、 气

候学 、 数学 、 生态学、 i庭作学、觉~学 、 ！ E:物钊I学 JS~ 、心理

学于中医学的总汇，使刚刚形成的中医学，一开始就具布．乡

层？｝｛采统结构的“禀赋

国封建最t会使句中固科字：无力发扬光大，严重地影响了近现代

中医与先进科学成果的“联姻”，出现了中医在现代化上与

新兴西医学相形见细的现象，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医不

现代化，现代西医学就会在医学大竞守中取得统治地位并取

而代之。著名抖学家钱学森曾给卫生部吕炳垒的信中城：

“我很同意把中西医结合与现代化区别开来， 1~IJ省开j 目前由

医、中医各自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后者才是医学的大提

高、大发展。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工作，包括对传统中医学中科学
性的发掘（也［l用现代科学手段以国归中医现比平11实践经验的

抖学道理，）丰｜！以最新科学掺透丰11碍他 f- 111 医丁字基本内容，中医

2 



现代化使党的中医屹策中的“发掘”和“提高”的基本任务

得以最完美的实现。

1:1 本统 i 1- •＇；~：仅 1戎渡边 l:tV 七说 ： “近代医学平11汉jj医学已

经在Jl•J 'I'-1 J. ，今后）：.； 叮走向协同研究。”这一观点的提川＼ ，

在中医JJ.\! f Utfl 1111 11Li 医 t,'i ｛~If而，己纠lfl( 1导 f 巾 1 l 医界的互

｛、'I]理解。

J吉布.~先 l 卡医现代化二个阶段的无lj 分，分述如！下 ：

一、发掘｛专配中医学的科学内容。

据 fi关你洼，绝大，＇＇；j）分中外学者均认为：〈黄’吊内经〉

~奠定 f 1f1 国医学思想的垄市IS基础， I而中医理比大部分属工j工

哲学理论，叮见 ， 中医理论一开始就体现了诸乡属于自然科

学与肚会科学所共有的“世界观”与“ Jng· L仑”，并且从多

方面，成功地实行了知识的交叉。

( 1 ）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思想－·,f ） ~－叫立统一的哲

学思扭lfLI 协同学民的理论 ：

<{ ＂］；~帘内经〉开始系统J也将具有中｜、京 II住物沦平LI辩证法的

古哲学的阴阳＇.＇.？：£引 ill：止处 f萌芽阶段的 '1 • ~：二学，利用阴阳！
学况中矛盾统一的哲学关系，恰好可以解释人体生命的本

质，口J以 it•何圳人体生理的剧象、病理的变化、珍断的分类、

预防Yl治疗9''.))j 向，近代研究去叨，［；）J llLI学 W.lriJ时与五行学

国具布“ i办＼ri］学”的科学内容。

由于以阴阳学说为代，｝；：的矛盾统一的哲学，也想一开始就

为中医学所利用 ， 并且渗透到中医学的整个领域，因而成为

中医理论的指导中心，成为一个从未被推倒的中医世界观和

固定模式。

( 2 ） 中医理论的基本观念－－扑素的格制论、信息

地、系统论和起散结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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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医学，尽管：｜号疗效作为辨别医技 r：~j

伍的－t e公标准， 11 l泣，在理论而可f r,· rn ~f 1 i差 iiJ,'i 床，己幻＇-¥.JJ Fi；~ 

f “经！），与医’1主”的低级阶段，成为一门fi6 5~l :1: r Iii扑！运忡 11 '.J 

111 lkI, j:f理论j'J(J Jit本观念有 ： ①比；／j:jjt; : I j1~ 以 2汪叫： 1:

丘，从人体！＇10悠体联系，把人体右1＆~.主个Wt密的 1·1 J布拉；／liJ.iJ,IJ

干i系统，它川“二Ji行”作为模式和l i兑朋」；共， j巴耳'i: :t.i: M；如
心 、 肝 、 牌 、 月rli 、忏作为五大 ij 1,c，、＃：统， JR ii.行的艳、先｜恰j

｜刃人体i正常的生问：川J -f i. 行的乘、！每 f!j平平手拉峭的发但 fl！发

展；川！“亢川Jj 吉，术）~ ;/;lj, ;/il]IJliJ 也化，吓少lj佳运，＇,:t;: l1liJ IJ\{ 

乱，生化大咐。”米i仓述发生 r·机体的性. ;JiU lJL ;/ill。① f I J ，也

论 ： 中医实行“电、阳 、 jl 1J 、 叨”四珍｜折崩，认为“ （｛ IX 
i勺＇ ＆／）日 i在外”， ｛E生理上 p 将JI:帘的服象 、 1011 1 1 (' llfl. 色、

感地 、 声昔 、 比坊、气味作为“外M信息”；：｜守以上＆贝4歼- 

？古 I币丛主．生的不 r. ;J ‘‘ j

」3』！了 f吉d自、的变J央 、 作i挂羊｜｜以模拟j敖宇：ill行陷，也、认识及连续推

理的系列化。①系统论M念 ： 中医的系统论主要体现于脏JJJIJ

关系的系统化， J脏腑与体表器官关采的系统化，经络、气 Jill

津液精的系统化，从l后i床出发， kl!:立具有中l2S特色、可以指

导辨证施治的中医系统观念。＠花股结构观念 ： 中医认为 ：

人体是个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开放系统， ｛ J.i.l ，冲1' I勺经 〉 挫：－.＇r

t惶斗（；（J{j “夭入｛、'ill

j』j 田坏屁｛：日互f衣千1＇ 、 才、口互作用的 1r-1皮采统。任何必：峭的发／！：

刷发展 、 初L体损’市的可W:性J吐不可.ii!: ·I虫、斗-JL1本功能的平衡例：

与王｜王平衡’｜生 、 i市疗敛果的稳；也·i'l'::i 不稳定性，古11与人休的祀

散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由予以上四忡’，：（；川的科学剧念基尔 11J J:），、包 ~l~I 医的基斗、

理论，是tj，医临床JI·华 1(1].I冉的“理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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