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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的继承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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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要继承!发展"一方面要有一大批中医精英的学术传承"另一方面要有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让老百姓信中医!看中

医# 学术传承主要靠专业训练"而中医信仰的培植就必须落实于中医的宣传普及"尤其要把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社区"只有

让最基层的老百姓真正了解中医!认识中医"才会有病就去看中医# 唯此"中医才有振兴的希望!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中医继承$大医大师$中医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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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需要大师#但更需要&粉丝'( 中医要发

展#固然需要一批技术精湛)医德高尚#能视死别生)

妙手回春的大师级人才( 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中

医要想摆脱边缘)附属的尴尬局面#首先就得让百姓

了解中医)认识中医)信仰中医( 一句话#就是让老

百姓有病能看中医#使中医服务有对象#实践有机

会( 否则#没有足够多的临床治疗历练#没有殚精竭

虑劳神尽心的摸爬滚打#是成就不了名医大师的#这

就如同没有深厚的土壤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道理

是非常明白的( 然而#要重建中医的信仰基础#夯实

中医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医的宣传

普及工作#尤其要让中医科普进农村)进社区#只有

农村)社区的中医崛起了#中医的振兴才有希望(

G!中医确实需要大师

近年来#对于&大师'的称号#可谓毁誉参半(

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当此之时是一个没有大师也产

生不了大师的时代#尽管人们希冀着大师#呼唤着大

师#但与传统意义上那些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开一

时风气#成一代精神的饱学硕识之大学者相比#时下

那些自诩或被诩为大师的人#有的不过是匡衡说诗

式的解人颐者而已( 不过#中医的情况有些不同#不

仅在&十五')&十一五'期间确认了两批国家级名中

医#共有 &## 多名#而且今年又评选了 "# 名国医大

师( 这些名老中医#大多名震一方#声闻遐迩#可谓

是学验俱丰之士( 国医大师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中

医的国宝#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学识和经

验#更多的是中医文化的精神和风采#甚至昭示着中

医的未来和希望(

为了弘扬中医传统#发展中医优势#使国家名中

医#尤其是国医大师的精神)技艺能一代代传承下

去#国家相继启动了全国名老中医师承和全国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培训等项目#俗称是名医带高徒(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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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千计的中医高徒经过名老中医的口传心授)点拨

枢机#迅速地崛起于临床#成为中医的中坚力量( 可

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新一代的国家名医)大师必然

擎起中医的大厦#成为中医的栋梁(

中医不仅现在需要大师#将来也需要大师( 当

然#中医的大师不是装潢点缀中医的门面#也不只是

地位影响的承认#而是中医学术薪火相传的接力(

培养)评选中医大师的意义#就在于有一批能真刀真

枪拳打脚踢杀出一条出路力挽中医于狂澜而不倒的

铁杆中医)血色中医( 所以不论是名医还是大师#他

们肩负的是中医救亡的责任和复兴的希望( 正是基

于这一点#我们加紧培养中医名师不仅是现实的需

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中医更需要"粉丝#

中医历史上不存在&粉丝'的问题( 因为#几千

年来#中医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命健康保障的唯一医

学技术#而且是融入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人们日常

生活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人们熟悉中医#就像

熟悉穿衣吃饭一样( 对于中医的历史和文化#人们

有目共睹#耳熟能详(

首先#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免除重大

疾病的劫难#保障民族体质品格的形成#其所达到的

成就#是世界上别的任何一种民族医药所不可比拟

的( 仅以人口史的研究而言#历史上每次人口的重

大变化#其主要原因不是战争就是饥荒灾难#即使有

些疫疾的记载#往往也是在大乱或大灾之后#而像欧

洲历史上动辄几千万的瘟疫死亡人数#在中国从来

就没有出现过( 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医药的巨大贡

献(

其次#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认识不断深

化#对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日益精进#由此所形成的

知识体系#绝不是中医经验理论的简单堆垒#而是人

类探索生命奥秘的智慧结晶( 其结果#对于我们今

天研究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本质#把握生命规律#仍

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还有#中医文化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

又融合于其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医的理念)思维方式乃至技术法则)价值取向#如

&天人合一')&整体自然')&阴阳平衡')&尚中贵

和')&恬淡虚无'等#无不渗透到男女老少各个阶

层#贯穿于生老病死各个阶段#影响到衣食住行各个

方面#可谓深入民心#家喻户晓( 中医之道#不仅是

治病养生的法则#也是安邦敦国的方略#所以才有

&上医医国')&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不为良

相#则为良医'等嘉言彦语流传千古(

正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中医学作为治国利民

保身之仁术#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关注与研习( 早

在+黄帝内经,就指出医学之道#&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从而把医学作

为教化社会的工具( 张仲景则大声疾呼居世之士#

要&留心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

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到了皇甫谧

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

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 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

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在皇氏看来#人之立世#于忠于孝都有学习医学精通

医道的必要%这也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要求( 魏

晋以降#十儒九医#士林中肘后案前多有医方药籍#

有的甚至悬壶应诊#干脆以医为业了( 中医从此空

前普及( 于是#+肘后方,)+小品方,)+和剂局方,)

+苏沈良方,#乃至+串雅内外,)+验方新编,等方书

纷然应世#民间百姓则&据方炮制#对证投饵'#亦往

往能建功获效#从而加快了中医民间化)民俗化的过

程( 韩愈说$&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

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说明至

迟在唐代起#民间草药验方已经普遍流行#真正形成

了医隐于民)药藏于乡的中医普世格局#市井百姓中

知三分医)懂七分药的人比比皆是#像&姜汤驱寒)

糖茶暖胃'式的中医常识#也几乎是妇孺皆知( 一

千多年来#中医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存在于老百姓中

间#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内容( 直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这种状况还时有闻见#可谓遗风犹存#令

人称奇(

然而#风凋碧树#雪拥蓝关(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

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百十来年光

景#阵地萎缩#病种减少#迅速地从主流医学降为辅

助附属地位#可谓是&韶华已逝#风流不再'( 新中

国成立后#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中

医的政策#如扶持发展中医高等教育#开展中医科学

研究等#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推迟了中医衰落的态势#

但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中医自身的原因始终未能找

到振兴的契机或突破口#仍然陷于十分尴尬的地步(

而最要命的是#找中医看病的人相对过去少了很多#

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儿科病)妇产科病等#看中医

的人更为减少( 时下的中医#似乎只是成了看疑难

杂病的专家#或者是在西医宣判无法治疗时#才无可

奈何去找中医寻条活路(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医在全国广大农村)

社区的严重缺位或放弃#导致一般老百姓已经不知

中医是何物#既不了解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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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病#也不知道自己有病还可去看中医( 这样一

来#哪里还谈得上信仰中医)追寻中医呢. 因此#中

医要自救#关键就在于重建自己的信仰基础#培养自

己的&粉丝'#让农村)社区等最基层的老百姓有病

能自觉地去看中医#吃中药(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没

有老百姓的推崇信服#没有人自觉地看中医#中医只

能是高楼深院里被研究的对象#或者像京剧那样成

为高人雅士的欣赏艺术#甚至当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起来#那么中医的前途就真的是吉凶难卜了(

"!中医普及任重道远

中医要重建老百姓的信仰基础#迅速改变被边

缘化的局面#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宣传普及力度#走

进农村#深入社区#宣传中医科学#普及中医知识#让

老百姓比较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医#认识中医#有病

能自觉看中医( 今年六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

了中医药文化建设和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正在加

紧设计规划中医药文化建设和科学普及的宏伟蓝

图#制订近期必需完成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 这是

继&中医中药中国行'之后#一个更为深入切实的中

医科普活动#相信必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

是#从重建中医民间信仰的角度看#今后相当一段时

间内#科学普及应当是中医的主要任务#真可谓任重

道远( 本文无意于具体的细节#仅从宏观的角度谈

谈迅速扩大中医影响#培养中医&粉丝'的几点原则

意见(

"@G!中医的宣传任务!中医的宣传任务至繁至巨#

但有三点是必须把握的#这就是$

第一#宣传中医的科学精神( 发生在上世纪二

十年代初的那场科学与玄学之争#本来是科学与人

生观的大讨论#但影响所及#在某些领域却变成了科

学对迷信的批判( 比如中医#近九十年间#就常常被

视为玄学)迷信而屡遭诟病( 以至近年还有人批评

中医不科学#或斥为伪科学而加以挞伐( 中医内部

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医玄学化)神秘化)庸俗

化( 不唯如此#中医有时还成了被调侃)被讥讽#甚

至被妖魔化的对象( 可是#面对舆论的喧嚣#却很少

听到中医正面的回应#因而在老百姓中造成了一定

的负面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中医的信仰与传播( 因

此#时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医的

科学性)实践性和经验性( 众所周知#中医有几千年

的实践经验积累#有着万种以上的中医古籍记载#还

在使用着数千种自然药物#以及可供参考选择的数

万种药物配伍使用方案!方剂"#所有这一切都是中

医科学的证据( 更何况#中医揭示的脏腑身形)气血

津液以及寒热虚实等生理)病理变化情况#都是外可

度量)内可剖视的结果%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虽然

手段有些原始粗放#但出发点和旨归与现代医学的

理化光电检查几乎完全一致%中医的辨证施治虽然

有些&以意为之'的成分#但决不是凭空臆断想当然

的裁判#因为分析的是病机#把握的是关键#参稽的

材料为四诊所获#而施措的理法方药多为公认的原

则或经验%至于中药的应用#从种植)采集)收藏)运

输到炮制)加工#以及丸散膏丹的制备)煎煮饮服的

规定#那一环都得在实践中完成( 总之#从本质来

讲#中医是经验医学#而经验医学的特点就在于它的

长期实践性( 这一点与古代天文学一样#经验的积

累是无数人长期观察实践的结果( 宣传中医的科学

性#就是要讲清楚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为什么能这样

看病#以及中医的优势和特点#一句话就是要把中医

治病的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说明白#让老百姓相信

中医#喜欢中医( 当然#在正面宣传的同时#还要注

意对那些丑化中医)贬损中医的现象进行毫不留情

的批判#如对&悬丝诊脉')&隔帷试腕'之类荒诞不

经的说法#要敢于揭露#公开批评#尤其要让那些别

有用心的人找不到攻讦中医的借口(

第二#要宣传中医的人文传统( 中医有着悠久

的人文传统#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对生命的敬重)对患

者的关心和对医德的培养( +内经,讲&天覆地载#

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而以宝命全形立论%孙思邈

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

用千金要方名书( 还有医家径称&医之为道#所以

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仁

者爱人#中医之所以称为仁术#就在于中医始终把生

命放在第一位#对生命的尊严极尽敬畏珍重之心(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医看病是看患病的人#关注的是

病人的整体情况#是病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内心

的各种关系#而不局限于具体的某种病情( 这也是

中医与西医最根本的差别( 孙思邈+大医精诚,集

中体现了中医的人文传统( 而&精诚'二字#也就成

了唐以后历代医家医德培养的基本要求#医疗技术

精湛#服务态度诚恳#是每一个中医从业者终生奉行

的准则( 宣传中医的人文传统#目的就是要高扬中

医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实现医疗作风的根本

转变(

第三#宣传中医的文化价值( 前已述及#中医药

植根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不断吸取中华文化的知

识营养而烙下传统文化的印记#同时本身也是中华

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医药文化不仅体现

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智慧#同时凝聚着中华民族

特定的精神情感)文化特质和价值观念#某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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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与中医导引

"

!章文春G"&

#

!!G@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G##L$%&@江西中医学院!南昌 ""###L"

摘要!形气神三位一体"是古人对人体生命的体验和认知"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人体生命观# 认识和把握形气神三位一体

的生命观"对中医导引的习练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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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宣传中医的文化

价值#根本的目的也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民族

认同感和自信心#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从而增强振兴

中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医宣传普及的措施!目前阶段#中医宣传普

及的阵地主要在农村和社区#普及对象主要是农民

和居民#重点是要把中医的养生治病理念)中医的科

学道理)中医的基本常识)中医的突出优势和主要特

点#以展示中医的文化习俗#向基层的老百姓介绍#

使老百姓了解中医( 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第一#政府主管部门及有关领导要高度重视#要

有真抓实干的精神#要有确实可行的政策保障#要有

细致长远的规划#还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中医的

宣传普及工作常抓不懈地管起来( 是否可以设立中

医日#在一年中抽出一天来作中医主题宣传( 还有#

恢复一些中医药传统习俗#建立中医博物馆)展览馆

等#以展现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和活力( 总之#要把中

医宣传日常化)生活化(

第二#迅速恢复或尽快建立乡镇社区的中医诊

所和中草药店( 采取特殊政策#鼓励)支持中医院校

毕业生到乡镇)社区去办诊所( 或者让中医毕业生

先到农村)社区锻炼几年#以充实基层的中医技术力

量( 也可以让城里的中医轮流下乡#到乡镇诊所干

上三五年#以支援农村的中医事业( 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中医真正能把根扎在乡镇#走一条&农村包围

城市'的中医发展之路( 真正要有中医的人才入乡

进村#才能谈得上普及中医( 否则#仅在城里声张造

势#没有中医诊所#没有中医药店的乡村)社区#永远

不可能认识中医#熟悉中医(

第三#要书到农村)社区( 应该尽快组织编写一

套农村或社区+中医知识读本,#至少让农村的乡镇

干部)中小学教师人手一册#甚至还可以发至村干

部)居委会干部#让他们充当中医的义务宣传员( 另

外#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举办各种中医培训班)学

习班#尤其要让年轻人了解一些中医的知识#从小孩

抓起#从妈妈抓起#使中医常识妇孺皆知(

第四#要充分发挥电影)电视)广播以及各种报

刊杂志等宣传媒体的优势#以中医为素材#制作宣传

介绍)歌诵推崇中医的电影)电视)小说)故事等作

品#让中医知识家喻户晓( 韩医已有一部 +大长

今,#而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像模像样宣传中

医的影视作品#实在有些让中医大跌眼镜(

第五#宣传普及中医要有投入#要把这笔费用纳

入国家财政预算#政府要敢于为此埋单( 农村)社区

的中医崛起了#不仅对建设和谐健康的小康社会有

利#而且对于降低农村)社区的医疗费用#减少国家

的农村医疗负担也是功莫大焉的事( 更何况#中医

的振兴发展对于提高国人的健康水平#增强国民身

体素质#有百利而无一弊-

总之#中医要继承#要发展#就得要让老百姓信

中医)看中医( 而要让老百姓成为中医的&粉丝'#

我们就必须加大中医宣传普及的力度#把工作的重

点放在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的中医崛起了#中医

的振兴也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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