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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哲理的角度阐述了传统中医学发展

过程中融合“道”学理念和现代医学经典论述互

补的规律性,并从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论治和

治未病等核心内容的丰富实践中探究了结合医

学的哲理思维。书中以生动的比喻,从传统理

论的推导到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格物

致知的思维方式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或加深

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特色治病原理的认知。行

文寓哲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不失为探究结合

医学哲理思维的新颖之作。
本书与2005年版的《循证思维及其方法与

实践》一书参读,堪称内容较为完善的论述,与

其共为结合医学的“姊妹篇”,适合中西医药卫

生人员和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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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周大勇主任医师,携其最近力作《循道悟医———探究结合医学

的哲理思维》,索序于余,并再三嘱余予以审稿。最近虽然较忙,因

念及大勇主任医师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勤奋工作和他已经做出的

成绩,乃慨然应允,为之作序。

浏览该书全稿,其新颖之学术观点、精辟之逻辑说理、清新流

畅之语言文字,使我心胸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全书分上、中、

下三编,上编从哲学思维论证中医,中编从临床实践推陈中医,下

编探讨中西医结合之思路,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真可谓发前人之

未发,述今人之未述,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领域内,可谓是一株奇

葩。

大勇同志现任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曾任会宁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及县中医院院长等职,早在30年前,还是余主编《中西

医结合研究》刊物时,他便屡屡投稿,初露头角。15年前,余主办

甘肃省中医主治医师提高班之时,他被选送参加了第二期学习班,



并任该班班长,与余朝夕相处3个月。在学习班,他是一位勤奋好

学的学生,后来由他主持的“乙型肝炎课题”,余任鉴定委员会主

任,他的副高、正高级职称的晋升答辩,均曾由余主持。在长达三

十年的交往中,大勇由一位有志、好学的青年人,已经成长为在中

西医结合方面,成果累累、光照陇原的博学之士。而今他已年逾花

甲,仍然勤奋钻研、笔耕不辍,继2005年出版的《循证思维及其方

法与实践》一书后,《循道悟医———探究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是他

的又一部重要论著,斯书行将问世,以此为序。

     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  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

2010年3月25日于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自 序

是凡史学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著书立说,总离不开与哲学的联

系与皈依。哲学是智慧之学。在古希腊,哲学的原意是philos-
ophia,即“爱智慧”。历经嬗变演化,现代人对哲学的权威定义是: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

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
时代的精华(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缘于医学不是一般的科学

技术,医学的深层次问题触及到人的生死这一根本问题,显然也属

哲学问题。考查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典籍,虽然没有哲学这个名

词,而现代哲学所关注、研究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道”的研

究。这种道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集

中表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是一种特

殊形态的哲学。由此衍生的传统中医研究中的中医哲学,是以中

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是中医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
从其学科属性上讲,中医哲学既是中国哲学的分支,又是医学哲学

的分支。
缘于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华传统

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从本质上看,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

传统哲学之上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医学采用的理论范畴上得以证

实。因此可以说,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中医哲学,往往

如同文化是多元的、多形态的一样,哲学乃至科学、医学,包括中医

学,也都是多元的、多形态的而共存。
值得欣慰的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得以数千年的繁衍昌盛,以中



医为主流的传统医药学功不可没。然而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医药

学因封建帝国与世界政治、文化的隔绝而鲜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
谅必也因此失去了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机会。自从西医

传入中国以来,关于中西医的种种争辩就不绝于耳,各方对此莫衷

一是。实际上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中医价值的认识。如果没有对祖

国传统医学价值的深刻体悟,自然就难言扬弃。
从“道”的角度考察,中、西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医学观上

各有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劣势。翻阅医学史,虽然人类已战

胜了天花、鼠疫、霍乱、白喉等众多疾病,但疾病并没有消除。目前

相继出现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疯牛病、SARS等新的疾病就是最

好的例证。不仅如此,一些旧的传染病如肺结核、炭疽、流感也在

一些地区死灰复燃或流行,时刻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可见,旧的

疾病虽被治愈,但又会出现新的疾病,因为疾病是不断变化的,当
病原体产生耐药性时,新的病种也随之产生,这又是人类免疫系统

无法抵御的,于是疾病又会再次威胁人类健康。当人类机体产生

抗体或是发明的新药可以杀死大部分病原体时,一小部分病原体

产生了耐药性,形成新型变异进化的病原体,如新型甲型 H1N1
流行性感冒的流行。这些说明疾病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与人类相

伴相生。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不断与疾病斗争的历史。相

应于上述论点,正如非典型传染性肺炎的SARS病毒之所以能够

引起疾病,就是因为这种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变异进化的病毒,它
不能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从而能够通过DNA基因复

制系统来复制。缘此机体的免疫系统和病毒之间就展开长时间的

斗争。当我们的身体痊愈后再一次遇到SARS病毒时,人体的免

疫系统就会主动识别,迅速发起排斥反应将其消灭。这就是为什

么医生把痊愈了的病人血清注射给SARS患者能迅速治愈疾病



的道理。在与SARS病毒的抗争当中,人类从对它的无知到发现

它的发病机制再到研制出疫苗,证实了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无止

境的这样一个道理。医学也正是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不断完善的。
再如甲型 H1N1流感,由于病毒变异的原因,以往的抗病毒药物

就显得力不从心,反而从现代模糊数学和整体涌现性的理念用中

医药清热解毒的治则倒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故而在预防和治

疗上达到其“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效应。这显然是

现代医学所不能媲美的。
古代医学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水平肤浅的影响,不可

能以实证(如循证医学)的方法揭示生命和疾病过程的内在联系,
人类只能“顺乎自然”,遵从自然的“命令”以保全自己,在疾病侵袭

面前,没有与之抗衡的主动性。但从“道”而悟,中医认为生命是宇

宙的一部分,生命的运动和宇宙的运转遵循同样的法则———天人

合一。这种理念是中医的理论基础。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
一个完整的过程;疾病是生命自身运动的过程,而非生命的敌对

方。又缘于“道”从佛学的角度还可诠释为“方法学”的内涵。故而

站在时代的潮头重估中医,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把医学并不当作

简单的治病,而是对生命体的调节,达到动态平衡,保持生命过程

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体与精神的和

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反映了中国人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

的高度智慧和逻辑思维指导下的灵契所在。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人类已经能够将视觉深

入到细胞、分子乃至更微观的层面,征服越来越多疾病的同时,医
学与它最初的目标———“生理上的治愈与精神上的慰藉”(韩启德:
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的发展方向似乎渐行渐远。现代科学技术

的飞跃让医学有了独立的价值,并使这种价值不断强化。但人的



存在却被不断地忽略和解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1974年在《人类

与大地母亲》中的诘责就令人振聋发聩:“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

已经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造成障碍……人类将会

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 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

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同样的,技术至上,忽视人文也

会让现代医学进入死胡同。当冷漠取代温情,当交流变得奢侈,当
诊疗成为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过度的检查和治疗现象,使得医学

也就退化成被药物和仪器所役使的工具,使得迷失在技术和市场

迷雾中的当代医学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原本是从哪里出

发。这种现象验证了美国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1849~1919)100
年前曾敏锐指出的近代医学的三大精神困境:一是历史洞察的贫

乏;二是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三是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

些显然依旧困扰着我国的医学界,可以默认,也是中国现代医学在

人文自觉方面的一次历史性“踏空”。
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浪潮的激荡之下,今天的传统

医学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窘迫境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今医学系统

中究竟如何定位,应该沿什么方向和途径发展? 是在抱残守缺中

沉沦,还是在融合创新中涅槃? 从现实来看,这是一个亟待澄清的

“道”学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善于传承和

发展自己优秀的主流文化的。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西医和中医

的区别不是简单的新旧之别,更不是先进与落后能一言以蔽之的,
他们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从多元论的思维去传承、融
合、创新、发展,不妨为医道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不

揣愚陋,欲集己40年医学之经历,本循道悟医之思维,就中医、西
医、中西医结合的点滴体会祈教于同仁,以抛砖引玉。

值此,权作为本书之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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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哲 理 思 维 篇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现代哲学所关

注、研究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道”的研究。
中医学是一门以“术”载“道”的学问。

摘自《中医哲学基础》



第一篇 从“用夏变夷”说起

  《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1]中谈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
闻变于夷者也。”这是2300多年(前372~前289)的论述了,可以

说是“中西合璧”最早的证据兆端,从[唐]孙思邈(公元581~682
年)“兼收博览,推陈出新,用夏变夷”的论述看来,中西医药结合的

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400多年前的孙思邈年代了。时至现代,对于

中西医药结合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一知半解者则不乏无知而

妄言者。究其缘由,看来还得先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观说

起。
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如古希腊人

与中华民族,就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的差异正是构

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丰富的哲学思想中独特的

思维方法,不仅为中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实

践的有效性提供了方法学指导和发展方向。由于中医学是一门诞

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学科,其母体文化厚实,历史积淀丰

硕,使得中医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医学的思维特征。
就其思维方式的变易思维而言,恒动变易的思维在先秦早已

确立,此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自然界的变化看成是一个如江河

之水流动的连续过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
后,在20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

要特征之一。它是指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问题时,注重事物的

运动变化规律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首先把一切事物看成包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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