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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中西医结合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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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虽好!但其作为一种全新的医学!在缺少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情况下!有如空中楼阁"目前临床只

是采取简单的中西医加和!实际#结而未合$% 虽然其前途是光明的!但其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故在此领域暂时不必花

费大量人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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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西医学&中医结合医学三种医学同时并

存于我国医疗系统中' 其中$中西结合医学是在中

西医两种医学各擅风流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是一

种新兴的医学' 本文拟从中西医结合的起源&现状&

未来等角度探讨%为什么有中西医结合&目前的中西

医结合怎样&中西医该怎样结合$中西医结合会有怎

样的未来' 不端之处$恳请斧正'

"!中西医结合的缘起与现状

"$"!中西医结合缘由!随着西洋医学的东进$加之

近现代(科技大棒)的(威胁)$近代不少医家逐渐达

成这样一种共识%(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

!*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他们认为中西医两种医

学均有各自的优缺点$两者应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

发展' 诸如唐宗海&张锡纯&恽铁樵等名医就是其中

的代表' 但是$他们的学术观点只能算是一种学术

流派$还不能算一门独立的医学体系'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西医学搭乘这一时

代快车踏入了医学前列$许多传统医学都随着它的

发展而灰飞烟灭' 中国传统医学虽然因其理论体系

完善&思维方式独特&临床疗效卓著$仍然屹立于东

方神韵大地$并有(遍地开花)之势$但也受到巨大

挑战'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深入$新的困惑不断产

生' 以物理学为例%(物理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

简单性-信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

作用中了解整体$要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宏观

的尺度上组成整体的小单元怎样表现出一致的运

动')

."/依附于现代科技的西医学$显然也不可避免

地面临同样的困惑' 在困惑的徘徊中$科学家们猛

然发现$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似乎能弥补他们的不足$

因而对中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兴趣' 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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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理论及某些诊疗优势的对照与冲击下$中医

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中医的理论并不是那么

完美$中医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中医的学术表达也

较为晦涩$一些病种的治疗疗效远不如西医' 在这

一背景下$中西医结合呼之欲出$似乎显得理所当

然'

中西结合医学的产生$出发点是好的$原本就是

为了相互取精华$去糟粕$产生一种完美的全新的医

学' 很多学者对中西结合医学的本质进行过阐述$

大体观点如下%中西结合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范畴$

其内容主要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观念&中西医结合的

临床实践活动和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体系三部分' 中

西医结合不是中医现代化$因为它不以中医学的自

身发展为核心"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不是(对话)$其

主要内容也不是只停留于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同与

异以及产生根源之分析.#/

"中西医结合是发挥中

医&西医之特点$相辅相成$取长补短$融汇贯通$在

治疗疾病时获取最佳治疗效果的一种方法' 也有人

指出%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药结合$不是简单的同时

使用中西药治疗疾病$而是通过中西医结合$充分发

展中西基础理论$并使其不断完善"也有人认为中西

医结合的本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医现代化$它是

发展中医的一种途径'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中西结合不是中

医和西医的简单加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应该是在比

较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优缺点的前提下$产生出一套

既兼顾整体又照顾到微观的理论体系$用此理论作

为指导$综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优势治疗方法$用之

于临床$能够取得优于两种医学的临床疗效$并具有

无限生命力的一门全新的学科' 它要求一套能够解

决现代科技困惑$弥补两种医学理论的缺陷并能确

切地指导临床的理论体系$是两种医学优势的集成&

缺陷的摒弃'

但是$站在大科学的背景下来审视$笔者以为$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提出$又有点为时过早$正如一个

(早产儿)注定先天不足'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学

科$必须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

这一理论体系应该具备解释现象&指导实践&预测未

来等三方面的功能' 而中西医结合没有自己独立的

理论体系$有如空中楼阁'

诚然$中西结合医学的产生$可能有其积极的一

面' 有学者指出(通过近半个世纪中西医结合研

究$一方面架起了中&西医之间沟通桥梁$使西医了

解了中医药学及其在人类医疗保健事业中的科学价

值"另一方面架起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桥梁$通过中

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国际学术交流$使中医药在更多

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医学界得以更广泛认识和传

播')

.#/但是$假如没有中西结合医学的提出$我们

也许同样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临床同样可以走到

现在这一步$甚至中医还不至于这样尴尬' 因为中

西结合医学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医学向

西医学的妥协$是中医学走向全盘西化的过渡' 不

少名老中医强调(回归中医)$也许就是开始意识到

这些了'

"$#!中西医结合现状!中西结合医学自打有中西

医结合第一方111石膏阿司匹林汤以来$就没有取

得什么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在理论上没有什么质的

突破$这一点大家应该算是公认的' 究其原因$理论

体系的建立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这正好也是中西医结合的至难点' 因为缺乏独立

的理论体系$不得不借用中西医的两套理论体系来

解释现象&解决问题' 这就有如中西结合是坐在以

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为支撑的凳子上$如果$撤除凳

子的任何一条腿$中西结合医学就无处可坐$这是一

种(缺一则少二)的现象' 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人

士指出$目前的中西医结合只是(中西医加合)&(中

西医配合)&甚至是(中西医凑合)$得出的结论是

(中西医结而未合)' 很多临床医生认为同时采用

中药和西药的治疗就是中西医结合了$尽管心里可

能不是这么想$但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这样做了' 倘

若能根据西医的检查结果$配合中医的四诊信息进

行辨病辨证$比较权衡$采取中西医优化方案$有时

收到较好的效果$理当称得上是很优秀的中西医结

合医生了$但仍然不能排除(中西医加合)之嫌$且

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增加了病人

的负担和痛苦$其次还可能制约中西医两种医学的

各自发展'

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受制于科技发展

水平的' 另外$中西医教育模式的弊端也不无影响'

目前中西医结专业基本采取中西医课时比为 "M"的

状态$中西医结合教材是采取中医理论整合西医理

论的形式' 这不是要培养中西结合人才$而是在培

养中医&西医皆懂的人才' 有的学校甚至提出(一

体两翼)的培养模式$明确指出学生要掌握两套医

学理论' 这一培养模式的结果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培养出了(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的两不象

样的人才$或者说只是培养出了科普型的人才' 常

言道%学西医难$学中医更难' 如此看来$学习中西

医结合是难上加难'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况

且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要做$如是又怎能保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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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西医结合并没有完全找到结合点$在理

论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只是采取一种

简单的加合方式$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融合$一个好的

中西医结合医生只是中西医皆用$追求的最高境界

只是中西医皆通' 其次$中西医结合关注度还远远

不够$据广州中医药大学 #%%J 年 N 月的一份调查报

告显示%仅有 "&$+ O的医学生主动地去了解中西医

结合的发展情况$(P$N O的医学生很少去了解中

西结合医学的情况.+/

$医学生尚此如此$其他行业

就更不用说了'

#!中西医结合的前途与对策

中西医结合发展以来凸显出来的弊端应该说是

现实的必然$自打(娘胎)出来之际就带着严重的先

天禀赋不足$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

首先$我们要重新认识中西医结合医学$因为中

西医结合医学目前尚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

系"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还

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什么固定的模式'

.'/正

如浩瀚的宇宙$她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其理论

的空白$或许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举一国

之力$甚至举全球之力才能完成' 正因如此$我们要

扼制和改良目前这种中西医结合的培养和发展方式

以及社会中西医对立的格局$在中西医结合这个领

域暂时不必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做更多的探求$而是

一心一意地发展中西医两种医学$做到(搁置争议$

共同发展)' 基于中医学和西医学都不完美$如果

二者纵深发展$互取所长$在互补的情况下解决更多

的医疗问题$那么中西医结合医学将取得巨大成

果.J/

' 为此$中医人才和西医人才应该各司其职$

在各自的领域做深&做专' 西医界要博大胸怀$继续

求真务实$虚心借鉴$不能骄傲自满$目中无人"中医

界要虚怀若谷$与时俱进$不能夜郎自大$自惭形秽'

两种医学要和平相处$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和

医疗氛围$政府在各方面的调控和导向是有必要的$

其中两种从业人员的收入平衡就是应该有所考虑

的'

其次$虽说中西结合医学的提出有点为时过早$

但正如钱学森先生所预测的%(一旦突破$现代科学

理论将重新改写')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亦曾

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

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

.N/当

前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存只是暂时的$医学一元主义

主张%(天下事务只有一个真是') 因此$正如其他传

统自然科学一样$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对人类自

身认识的深入$医学亦将百川归海' 由于未来中西

结合医学很可能是一种各种优势的集大成者$因而

笔者相信$中西结合医学最终或能当此重任$但其道

路是曲折的$时间是漫长的' 然则$毫无疑义$中西

结合医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Q/R自然杂志$"&P%$!"#%""R

.#/孙荣$试析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及其历史地位.Q/R医学与哲学$

"&&($"P!(#%+J(R

.+/陈意丽等$州医学院校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对中西医结合认识

的调查报告.Q/R医学与哲学$#%%N$#(!P#%'N *'(R

.'/林振波 $中西医结合之管见 $广东医学院学报.Q/R"&&J$"+

!+#%#NPR

.J/罗侃等$从循证医学与中医辨证论治谈中西医结合的前景.Q/R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 !N# %+"" *+"+R

.N/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Q/R自然杂志$"&P%$!"#%"'R

&收稿日期'#%%&?%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专栏征稿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双月刊(已全面改版!以下重点栏目面向全国征稿'

!

理论研究!对中医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论述% 讨论专题有'中医水理论研究+火理论研究+体

质学说研究+梦理论研究+病证理论研究%

!

百家争鸣!旨在打破中医学术界的沉闷局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争鸣% 争

鸣要求坚持良好的学术道德!敢说真话!敢亮观点% 争鸣的主要内容有'中医教育反思+中医科研走向+

中医发展前景+中西医结合前景+新时期中医的生存模式等%

!

中医文化研究!主要反映中医与古代哲学+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文化形态的研究成果

以及五运六气研究+生命学说研究的最新动态%

!

道教医学研究!包括道教医药文献研究+道教医药人物研究+道教医药史研究+道教医学理论研

究+道教医学方药研究+道教医学养生研究等!要求观点正确!不违背国家宗教政策%

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

0#"0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年第 #" 卷第 J 期

http://www.ajutc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