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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学的国际地位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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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中西医学发展的不同历史与概念之比较$说明中医学所蕴藏的独特医学体系$完全可以与西方医学平等互补$共同

发展现代全球医学=传统中医要跟上时代步伐$实现中医现代化>国际化$中西医结合是必由之路=在当前中医学向国际社会发

展之时$应借各国开展中医药立法之机$强调中医药和针灸因有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而不容分割$并且中医学的现代发展已经

为全球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本文还对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以期获得中医界同仁的认同>补

充和发展$并促进西医界人士的思考$使中>西医学界在新时代所需的全球医学新体系中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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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不 仅 为 中 华 民 族 健

康繁荣壮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而且也给世界各国人

民 治疗>养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医学以其辨证思

路>整体观念>完善的体系>确切的疗效$越来越受到国

际患者的欢迎=当然$因为中医理论的古老深奥$中医

走向世界也遭遇到了来自西医界的一些阻力和非议=
如何挖掘和发扬中医学这座人类文明的宝库$如何既

继承传统精华又创新发展中医药$这是一个早就摆在

人们面前的问题$近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固
步自封没有前途$只承袭不创新没有出路=

分析几千年来中西医学的不同发展道路$认识和

分辨中西医学各自的特长和不足$进而在充分继承传

统医学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崭新的现代中医学$然

后在平等互补的前提下使中西医学融会贯通$最终形

成世界性的现代新医学体系=到那时$不仅中西医学达

到了有机的融合和发展$而且世界人民也将充分享用

现代新医学体系所提供的更完美的健康医疗保障=这

种世界性的’医学大同(是现代人类健康需要的理想境

界$是中西医学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道路尽管漫长$
可是作为一种伟大的事业$有识有志之士将不畏道远

任重而奋勇前进)特别是新中国近五十多年来对中西

医结合的大量研究$已经为现代中医学的产生创造了

必然条件$甚至已经创造了现代针灸学这样新颖的科

学模式和诊治体系=
% 中西医学发展过程的差异

%*% 中医学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和高度的文明$在春 秋 战 国 时 代#公 元 前 ::&’前 ,,%
年<$不 仅 出 现 了 许 多 思 想 家 和 哲 学 家$如 孔 子>老 子

等$而且在医学界也出现了如秦越人#号扁鹊<这样的

名医=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扁鹊就有了丰富的中医

理论$并善于应用脉诊>针灸>汤药>按摩等方法治病疗

伤=在马王堆汉墓#公元前%-.年<出土的/经脉0帛书

!.! 91263)/"8434V43")"84 87u|,&&-$57v|%$87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万方数据



中也有了如!阴阳十一脉灸经"这样的文献记载#尤其

是大约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公元前%%&’公元%%(年)
成书的!黄帝内经"*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
也由此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诊治法则#!黄帝内

经"在当时就已盛行的经络学说+脏腑学说+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等的直接影响下*推进了中医学体系的归纳

整理*发展和指导了中医学体系的临床治疗#
在!黄帝内经"的影响下*中医学向广度和深度发

展#例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就十分重视经络和藏象理论*
并 以辨证施治指导临床*著有!伤寒论"强调,-凡要和

汤合药*针灸之法*宜应精思*必通十二经脉.#晋/王

叔和研究经络学说后强调了脉的作用*从而确立了寸

口脉法*并发展成为经络脏腑功能以脉象为代表的切

脉诊病方法*著有!脉经"一书流传至今#晋/葛洪以及

南北朝的陶宏景强调了经络之气与导引*发展成为气

功学*并分别著有!抱朴子"和!养性延命录"加以说明#
晋/皇甫谧注重经络穴位+气血脏腑+刺灸各法*在公

元%0%年完成了!针灸甲乙经"著述#
由上可见*我国古代是在对人体的解剖结构和生

理 病 理 产 生 的 独 特 见 解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出 了 中 医 学 体

系*历经两千多年的考验*证明了这个体系拥有客观法

则及治疗效果#
&1% 西方医学的发展与传播,在西方*从古埃及公元

前 后的几百年的医学繁荣时期发现神经$23453)并 研

究了神经通路与脊髓和脑的联系*到近代西医外科及

药物研究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这种直观的研

究促进了西方解剖学+生理学及实验医学的巨大发展#
如 &6世纪英国名医哈维$784539)证明了以心脏为中

心的循环系统:&;世纪英国学者谢灵顿$<=344>2?@A2)
研究了中枢神经系统低级部位的反射机能:直到%(世

纪初叶麻醉药+疫苗和抗生素的发明使西医学达到了

比较完善的境地#
由上可见*鉴于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和科技在工业

革命解放出来的经济动力中翻天覆地的不断创新*医

学也随着科学观以微观唯物诊治见长*西医的科学形

成 了 循 证 医 学$B5>C32D3E8F3CG3C>D>23*BEG)#近

H((年来*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医学逐渐渗透到了

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占据了主流医学的地位#
% 中医学面临的国际局面

%1& 国际法律局面II医药外交,世界各国关于中医

药立法的进程参差不齐*中医体系的独立立法举步维

艰#中医学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流传到了海外*西方传

教 士$J3FK>@)如<AKL3C3GA482@等早在&0世纪就将其

传播到西方*可是直到&;6%年中医学才得已大举进入

西方世界#近年来*各国为了加强中医药的规范管理*
相继提出了中医药的立法工作#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可
是中医药立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立法*即如何合理地对

中医立法以保障中医独立完整和不可分割的理论和临

床体系#尽管中医立法在泰国及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

州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目前在英国开展的立法工作

却有H个问题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其一*将中医划归为

-替代医学.*不能受到主流医学的礼遇:其二*将中医

药与-天然草药学.一概而论*视中医师等同为草药师:
其三*将中医药与针灸分开立法的意向割裂了中医的

完整性*不利于患者病症的全面治疗#因此*将中医药

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立法工作的开展*也是影响中医

学国内外发展的重要一环#
目前在英国*政府已允许中医整体独立立法*将中

医药与针灸割裂的危机排除*这是英国-中医药立法论

坛.的%(多个国家的H0H家政+企+事+学各单位及个人

努力的结果#中国驻英大使查培新在论坛开幕词中说,
-中国政府希望看到通过立法与规范*实现中医药在英

国的合理法律地位MM*中医药可根据其独一性来进

行规范与监督管理*割裂管理的方式将使它无法有效

发挥作用.#这场争论发挥了-医药外交.的作用#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中医药在中国的地位得到

巩固和发展*中医药期刊和中医院逐年增加*中医院和

中医师的工作条件不断改善*中医药在治疗多发病和

疑难杂症等方面正在显示优势等等*都为传统中医药

的 继 续 存 在 和 向 前 发 展 提 供 了 良 好 条 件#特 别 是 于

%((H年&(月&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条例"*作为第 &部中医药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医药

事业走上了全面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十一五.计划

中 对 中 医 药 的 重 视 也 为 中 医 药 全 球 化 创 造 了 基 本 条

件#%((H年;月%N日在北京成立的-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 合会.*为全面推动中医药全球化*建立统一的中医

药国际标准*与世界各国主流医学体系合作*加快各国

对 中 医 药 实 施 法 律 保 障 的 进 程 等 问 题 提 供 了 组 织 基

础#这种促进中医药规范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也是传统中医药在当代条件下的新发展所必需的#
%1% 国际学术视野,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一再鼓励中

西医结合*并号召西学中*试图以此来迅速发展和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体系或现代中医药体系#五十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写照了全球结合医学的形势#就整

体上来说*这条中国医学发展道路是成功的并有先见

之明#许多新成果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针刺麻醉

术的成功及其理论研究*中药青蒿素的药理研究及提

取*骨伤小夹板的临床应用*一大批中药制剂的研制和

/;/世界中医药 %((O年&&月第&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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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型等等!另外"中西医结合的理念正深入中国医药

界"中医师和西医师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喜欢从中西

医结合的角度医治病人"并产生了良好的疗效!
中西医结合也是有不同方式方法的!循证医学#套

用证明式都是从西医学的角度来结合和应用中医学及

其方法"就内容来说应属无机结合!目前在西方针灸界

所盛行的$西医针灸%&’()*+,-*./.0*1.2’34也基本上

属 于 套 用 式"尽 管 他 们 可 用 神 经 递 质%5’.2612+078
9)11’273分泌学说来指导临床取穴扎针机制"但并未本

质地体现中医学的特色和经验"因此并不是完整的和

创 新的!中西医结合的本质式研究"是从中医学的角

度"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学术精华"然后结合西医学及

其现代研究新进展创立新的医学思维与体系而进行理

论和临床的有机结合!应该说这种方法是更为先进的!
这种本质式研究也可因角度不同#认识不同#层次不同

而产生 各 种 各 样 的 工 作 假 说%/26/67)1)603%例 如 目 前

有关经络本质的研究就已有了数十种假说3"但百家争

鸣必然会繁荣学术"促进中医药的全面发展!
: 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 临床研究方法与标准的建立=近十余年来在西方

临床兴起的循证医学%>?&3"可以说是在医学实践中

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临床学科!高素质的临床医生#最
佳的研究证据#临床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和知识及患

者的参与是循证医学的基础!在医学科技高度发达的

当代"以及以人为本的潮流中"循证医学能够迅速地受

到世界的欢迎"确实也是应运而生!但必须指出的是"
循证医学是在西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可

避免地也承袭了相应的弱点"例如西医学贯有的缺乏

辨证思维的问题仍在循证医学中存在!这种不够全面

的分析方法不仅会贻误疾病的诊治"而且也增加了患

者在心身和费用等方面的负担!然而在世界的东方"中
医学却有着丰富的辨证思想"这就促成有志于结合医

学者找到了既先进又全面的一种医学新模式@@辨证

医学%A)+,’*1)*+,?+7’(&’()*)0’"A?&3!辨证医学可

以说是在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之上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医

学新模式!这种医学的基础是中华医药的特色理论"把
整体观念和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的观察和逻辑推理"以

及阴阳平衡"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规则"与事物的变

化和疾病的发展相结合来辨证论治"这样的研究思维

可以定义为A?&!
:;B 向 国 际 主 流 医 学 迈 进=<CDB年 美 国 尼 克 松 总 统

访华"纽约时报报道了有关针刺麻醉的消息引起了西

方主流医学对针灸医学的注意!自此针灸逐步纳进了

西方主流医学!可是中医学因各种原因还未达到与针

灸同步!西方主流医学要求以循证医学%>?&3方法来

评 价 中 医 药"同 时 尚 没 有 开 始 接 受 另 一 种 医 学 系 统

@@辨证医学%A?&3!在辨证医学没有充实的临床证

据和实验的情况下"西方主流医学很难接受中医的理

论基础"所以把中医推进主流医学是一项很艰难的工

作!在中医理论基础没有充分现代化的情况下"我们只

能把重心放在临床疗效上以启发西方的医学家!在这

个过程中"中外临床研究的合作#学术交流和中外政府

在 医 学 方 面 的 合 作 也 会 推 动 中 医 纳 进 国 外 的 主 流 医

学!同时"把中医教育推进正规的西方医学院也是一个

必须的途径!
把中医推向主流医学的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

医药的安全性!在英国和其它国家包括中国"中医药的

事故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病患者以外"政
府和媒体也都很注意中医药的安全问题!过去$回归自

然4或者以为$天然药物无副作用4的观念已经过时!
中医药要在安全行医这个问题上作很多规范工作

和建立标准"来减少主流医学对中医药的反对阻力!除

中医药的学术#临床现代化和培养一批正规的医学队

伍 外"还 要 建 立 中 医 的 临 床 管 理 系 统 %E,)0)*+,
F6G’20+0*’3"这些都需要多方参 与"从 政 府#企 业#医

学专家到教育机构要联合努力!因为在海外"中医药一

旦发生事故"就不仅是某个医生#某一种药的问题"而

是影响了中医药整体安全的问题"为中医药纳入主流

医学带来巨大的阻力!
:;: 迎接全球医学与生物经济时代%F,6H+,&’()*)0’
+0(?)68’*6069)*>2+3的来临=目前"全球医学的统一

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医学发展趋向"很多现象已经很明

显地说明医药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疾病无国界"
所以医药也不能有国界!西方主流医学应该接受这个

现实"中医药也要迎接这个挑战!因此"世界医学界已

经开始谈论结合医学%I01’J2+1)G’&’()*)0’3的来临!
医学的发展使得我们无论在临床#药物#医学物理

和科技的配套发展等方面都需要重新思考医药的基本

理论#方法和系统!这个重新思考也给中医带来了一个

理论上的创新机会"所以"把中医推进主流医学的最终

目的就是参与全球医学的形成和创新!据很多经济学

家和专家推测"B<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生物经济时代

%?)68’*6069)*>2+3会 形 成 并 逐 步 替 代 信 息 时 代

%E699.0)*+1)60>2+3"中 国 的 专 家 也 在 预 言 这 个 趋

向"如果这个趋向是肯定的"中医药也要投入这个生物

经济时代"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因此"这一展望给中医

药发展带来了很及时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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