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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论医话

麻柔主任%我国著名中医'中西医结合血液病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
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获本科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嗣
后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血液科%并于

$*+"

年
*

月响应国家(西学中)的号召%参加了卫生部委托举办的全国西医离
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他随后攻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学位%系
统学习了血液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学研究方法%毕业后专心于
临床和科学研究*

在数十年的从医历程里%麻柔医生以中医思维指导临床治疗%善于思
考%勤学好问*中医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深邃的前瞻性不断吸引着
他%使他对祖国医学的兴趣逐渐加深*

麻柔医生师从古道%求学于古代名医名著%从中医经典古籍+黄帝内
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血证论,+脾胃论,中不断汲取知识%学习中
医学的特点和优势%掌握经典的理法方药常识*这些积累对他学术思想的
形成和治疗体系的建立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例如+黄帝内经,中的
(阴阳学说)'(天人相应学说)和(整体观)都对他治疗血液系统疾病和
防病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寓藏着专病专方与辨
证论治的完美结合%这便是他日后形成的中医辨(证)与辨(病)相结



合'病证结合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源泉*麻柔医生将+伤寒论,中的经方灵
活运用到血液系统疑难性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麻柔医
生的思想体系还包括他承袭了医圣张仲景治疗虚劳病的(阴阳平补)法'

(寒温平调)理论以及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以脾为重)(顾护脾胃)

的学术思想%用以治疗慢性血液系统疾病等*

麻柔医生尊崇古圣先贤%求问医理%提出从(道)的层面学习研究中
医%探索中医学理论中(防病治病观)的内涵%所谓(惟道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中及人事)% (医者生生之道%易亦生生之道%其道一也)*麻柔
医生运用中医思维诊治血液系统疾病%临床细节处处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
医籍的兼收并蓄与创新发展*在充分学习并体会到现代医学对血液系统疾
病诊治规律的前提下%麻柔医生注重最大程度地发挥祖国中医的特长*他
提出%对于目前现代医学尚无成熟治疗方法的血液系统疾病%应努力发挥
中医学的优势%完善中西医结合血液病诊疗体系%做到(先中后西)-对
现代医学目前已有较为成熟疗法者%应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增效解毒的优
势%找准中医治疗的切入点%尽量做到(能中不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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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即提到中国文化%或者说(国学)%说明麻柔主任认为它的地位
十分重要%需要强调*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
医的根)%这是麻柔主任常说的一句话%是他

.#

余年潜心修习经典%遍读
古籍的切身感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求(道)问(医)%+道德经,

+易经,+黄帝内经,等诸多经典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发*他提出了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标与本$(标)是读懂古人说什么%(本)是修己以契合
圣心*第一要读懂%第二是笃信%然后再慢慢领会其中之道*中医深深植
根于中华文化%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
化是大道%中医学是小道*就是说%我们只有国学学好了%才可以深刻和
精准地体会古代医家的思想%才能学好中医*(经典是圣人之言%只有契
于圣心才能领会%&&而国学犹如粮食%学医难易只在有无中国文化资粮
而已)!吴见非"*只有以传统文化为资粮%刻苦修炼%达到有资质%有底
蕴%我们中医的修为才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我们在国学的学习过程中%

会有困惑和不解%但这一阶段终会过去*我们只有不断进步%才能有所提
高*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麻柔主任认为%对中医的学习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的文化
底蕴*所有的文献和文学都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紧密联系的%不能割裂开
来*麻柔主任主张大家涉猎群书%特别提出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他
指出%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的开场白%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其实就是提醒读者(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道)的真实含义
要靠读书人自己体会和理解*+孔子,有云$(&&圣人立像以尽意%鼓之
舞之以尽神*)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我们孜孜不倦'勤勤恳
恳地学习和细致地耕耘%才可以真正找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才能深刻理解
中医%学好中医*

"

|Þ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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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柔主任推崇明代医家张景岳*张氏有云$(不知+易,%不足以言太
医*)其更指出$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
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
阳消长之机*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

麻柔主任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中提出他的座右铭(志道'养德'精
艺)*依孔子的(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道)%解为有志
于道%是指一辈子要追求的东西-(道)是回答宇宙和生命是如何生灭这
两大永久性课题的核心理论基础*(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论语,"讲的就是天道*(养德)意为修养(无为而治)的德
性%亦泛指修养德性-德者得也%得道自然有德%养德需先志道-(精艺)

解为技艺精湛%特指治病的技艺*(道)依靠平常修养%修(身)修
(心)%得(道)而(德)自现%(艺)寓于(道)中%(学艺)亦可以(养
道)*学医首先要养大(道)%然后才是求(艺)这个小(道)*在这六字
中%(志道)(养德)是做人的基础%(精艺)是做大夫的要求*

麻柔主任曾谈到楼宇烈教授的+中国的品格,一书%指出%它是一部
很好的中国文化的精要概述*文化是什么. 文化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第一
是世界观%第二是思维方式%第三是生活方式%第四是宗教*现在很多中
医科班出身的医者还未建立中医思维方式%谈何辨证论治啊*

谈到中医思维的形成%麻柔主任指出%中医思维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办到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广泛地涉猎中国不同的文化遗产和现代成
果*中国文化门类很多%只钻研一门恐难以很快突破%需要多看多思考*

在学中医'读古籍的过程中%麻柔主任认为需要注意几点$第一%就
是不要迷信科学%科学不是永久真理*第二%只有(道)是唯一的*麻柔
主任认为%只有(道)是体现生命的规律和本质的东西% (道)是回答宇
宙和生命是如何生灭这两大永久性课题的核心理论基础*人类可能会无限
接近(道)%但可能永远也达不到*

麻柔主任反复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的关系%其实是希望年轻一代尽
快地找到有效学习中医学的路径%少走弯路%都可以顺利成才%最终修成
(大师)%但要做一名大师%必须要对治疗不同的疾病有独到的见解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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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推陈出新%可以举一反三*所以%麻柔主任提到%希望大家都能
够多学点东西%多读点书*

那么如何学好国学呢. 一言以蔽之%即是孜孜以求*孔子有云$(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有思考地
学习*麻柔主任现在已经七十岁了%仍然每年年初制订读书计划%到年底
总结*麻柔主任笑谈%每年的读书任务都不能完成%倒不是因为读书少%

而是临时增加的其他读书(任务)%比如读到不懂的地方很多%总要查其
他书籍%这样越查%需要读的书就越多%最后倒是读到很多没有计划的
书*不过即使这样%麻柔主任也乐此不疲%因为毕竟每年都有收获%都有
新的体会*

中国文化是中医的根*麻柔主任除了对中医的学习以外%还涉猎了很
多其他的学科领域%关注很多学科的进展*这对于开阔思路都是很有好处
的*麻柔主任常提醒我们%在临床处方后%应该问一问自己$你开的处方
是中医思维指导下的吗. 你临床有效的处方是哪一类的. 是经方%是时
方%还是经验方. 如果总是这样善于提问%善于总结%善于思考%你一定
可以当一个(真中医)*

麻柔主任提出%学习中医%形成中医思维的过程是$学经典
A

临证
"

总结思考
"

再临证
"

求名师'学经典的过程*每每思维总是由证到悟%再
由悟到慧的过程*麻柔主任希望青年一代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
进%认识中医%学习中医%体会中医%做一名真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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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柔主任认为%中医学'西医学都是人类和疾病做斗争过程中产生出
来的生命科学%但两种医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不同*西医(病)的概
念是对疾病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及其预后的概括%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的
病因学'解剖组织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的基础上*它的诊断除了症
状'体征等外%还要结合各种理化及影像学检查*在时空序列%它偏重于
空间*

中医(证)的概念是指疾病在体质'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等因素多种
矛盾综合作用下机体整体反应的演变过程%是诊察和思辨所得*包括病人
的不适感觉%发病时间'持续时间等%在时空序列%它偏重于时间*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中医
学认为%疾病是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受病因作用后%因自我稳定调节紊乱
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同一邪气致病%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可以导致
疾病的多变性和证候的多样性%表现出不同的证候*所以%中医治病不是
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区别*不同的病可以导致相同的机
体反应状态!证"-相同的病%由于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或其他影响因素
的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机体反应状态!证"%这就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
治的依据所在*

西医对疾病的病因'病理的认识比较细致深入%这些都是传统中医所
欠缺的*当然西医辨病也有强调病变局部%忽视整体的缺点%而辨证施治
特别强调整体观念又恰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优化治疗模式%就是针对不同疾病或疾病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治疗
体系%并根据学科特点将其有机结合%达到最优治疗效果的医学模式*近
现代医家对辨病和辨证的关系做了重新审视*著名中医大家赵锡武认为%

有病才有证%唯辨病才能识证*病为本为体%证为末为像%病证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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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见辨证与辨病各有短长%相得益彰'相互结合%具有极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

辨证论治也在不断变化*目前的研究很多集中在诊断指标的客观化%

辨证的准确化等方向%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可能是治疗的最优化的判定*条
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伴随着不断出现的新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
段*但传统医学的本质与核心///辨证论治仍是中医学的根本特色*现代
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辨病论治的
发展方向%也将是在西医病名基础上的中西医对疾病认识的相互补充和统
一融合%使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具有现代化的时代特点*辨证论治与辨病
论治各有所长%辨病论治可以改善局部病理损害%通过对局部病变的治疗
得以改善全身症状*辨证论治通过对机体的整体调节来改善局部病理损
害%驱除原发病因*辨证论治是对整体的调节%是调整机体在病理损害%

如体质'环境'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病态反应状态*简言之%辨病论
治通过局部治疗改善整体状态%而辨证论治通过整体治疗改善局部症状*

由于病和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联系%一个病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多
变%其在整体上表现的特性具有偶发性%不可能将证候类型固定%因此辨
证与辨病在地位上是平行的%应该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分别进行*对于不
同的疾病%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必然各有侧重%可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权
衡*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二者有相关性而特点明显%故单纯强调辨证论治
或辨病论治都有所偏颇%可能对医学发展和临床疗效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可能最终不能完全融合%但在低层次上可以很好地互
相配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也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互补模式)的具体体
现*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中西医优势与不足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它的最终实现体现了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麻柔主任从事临床及科学研究近
-#

载%他擅于治疗血液系统疾病%

治疗中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辨证及辨病治疗优势*麻柔主任的辨(病)%

是基于对细胞形态学'染色体'基因甚至分子水平的认识%来指导对疾病
各阶段的治疗*麻柔主任又从中医的系统论'整体观出发%本着治病求本
的原则进行辨证治疗*这主要体现在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辨证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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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相结合%淋'浆系恶性增殖性疾病的异病同治%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的同病异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分阶段治疗及专验方的临床应用等方
面%临床均取得了明显疗效*下面就常见的血液系统疾病逐一简述$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麻柔主任特别重视疾病的诊断%并能动态地对疾病的发展变化或转化

跟踪了解*疾病的诊断体现了现代医学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也是对疾病发
生'发展'转归及预后整个过程的综合表述*而通过辨证来认识疾病%认
知的是在时间轴过程中病人整体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二者各有优势%二者
结合有互补性*如针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重视分析外周血常规'骨髓
形态'病理'染色体'基因甲基化等检查结果%并与临床诊断与治疗密切
联系*麻柔主任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本着治病求本的原则%以调整阴
阳平衡'补肾健脾为基本治法%避免应用凉血'止血等治标的药物%也较
少针对气血亏虚等标证专门应用补血补气之品*(出血不止血%血虚不补
血)%充分体现治病求本的原则*

麻柔主任开创性使用古方青黄散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青黄散始
见于+世医得效方,+奇效良方,等*我科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用青黄散
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取得
了良好的疗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进行了相关的实验研究*随着近年
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认识的逐渐深入%对此病的认识%既有与白血病相
同的恶性克隆性的病理基础%也有与再生障碍性贫血相似的外周血细胞减
少*而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效造血引起的疾病及
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与血液系统其他各病相异%说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是一组独立的疾病*现代医学基于分子水平的认识越来越明了%诊治的病
例数也越来越多%但其治疗本病的总体思路仍是促进正常造血与抑制异常
恶性克隆%尚缺乏满意疗效*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麻柔主任开创性地
使用青黄散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开始应用于中高危患者%后扩大到
低危患者%均取得了较好疗效*因此可以说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用中
药补肾健脾'调节阴阳促进骨髓恢复正常造血%结合青黄散解毒散瘀以抑
制恶性增殖%体现了辨病与辨证治疗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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