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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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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

相互交叉而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知识体系，具有复杂

性科学的特征，是我国最具有自主原始创新潜力和可

能的学科领域。中医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很广，本文仅

从中医理论体系特点分析入手，就中医理论基础研究

的思路和方法等进行探讨。

1 中医理论体系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1．1 中医理论体系的独特性 中医学是具有中国优

秀文化传统背景和特点的医学科学。整体观念和辨证

论治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独特性。整体观念是中

医科学思想的核心，强调整体包含于部分，部分展开为

整体。辨证论治是形象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统一，体现

了中医学朴素的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辩证思

维方式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

阶段的思维方法。”⋯就科学思维方式而言，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是朴素的系统思维与朴素的辩证思维的统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的具体体现。

因此，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必须坚持“文化自觉”，强调

中医学的主体性。

1．2中医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复杂性探索是20世纪

7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一般把能用

还原论方法解决的问题称为简单性问题，不能用还原

论解决的问题称为复杂性问题。近代科学强调还原

论，被称为简单性科学；现代科学强调整体论，被称为

复杂性科学。中医学具有复杂性科学的特征。中医理

论体系是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于一体

的多系统多层次的知识系统，其学科属性具有综合性

特征，所谓天地人三才于一体，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朴

素的整体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中医理论基础研

究必须充分认识中医理论体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

不仅仅是指其研究对象——人的生命问题的复杂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其认识和解决生命、健康和疾病的

科学方法的复杂性。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科学

问题，都是复杂性科学问题，都必须用处理复杂性科学

问题的方法来解决。要坚持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实现

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

抽象到具体的高度分析与高度综合交织互动的辩证思

维途径。

2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2．1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艰巨性 中医理论的继承

与创新面临着一些必须解决而迄今尚未解决的矛盾和

冲突，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今文

化、中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等。哲学是文化的指导

思想，也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哲学范畴的矛盾与

冲突属于基本矛盾与冲突。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中医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先进、最科

学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如

何认识和改造、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鉴别与

吸收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思想以及近现代科学知识，是

我们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迄今尚在探索之中，特别是

哲学层面的矛盾和冲突，涉及到中医理论继承与创新

的指导思想、世界观、科学观和方法论等根本问题。这

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就决定了中医理论基础研

究的艰巨性。

2．2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长期性首先，中医理论继

承与创新所面对的矛盾与冲突，是西学东进以来中国

思想界和学术界一直在探索和争论的问题，解决这一

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其次，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是一种

创新性的科学实践。创新性科学研究，要求按照明确

的科学目标，在未知领域中进行的一种前瞻性、战略

性、全局性、带动性的科学实践活动，具有首创性、探索

性、高投人性和结果不确定性的特点，需要长期反复地

探索。再次，科学理论创新需要遵循科学认识规律，经

过实践—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实现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飞跃。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以获取科

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中医理论的创新就

是从科学事实到科学抽象的反复认识过程，是一个艰

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一切，决定了中医理论继承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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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的长期性。

3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3．1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

的思路是面向实践需要，以理论的自主创新为导向，选

择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合理的科学假说，通过观察与实

验而获取科学事实，进行科学抽象，创新科学理论同时

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一思路是以临床实践的科学问

题为科学探索的起点，以临床实践的解决为科学认识

的归宿和新起点，遵循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再认识

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医学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

学价值和科学思维艺术。

3．1．1 科学问题的提出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

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

启发新问题的问题。”【21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始点，

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科

学问题，应基于稳定的认知目的，即满足社会需求、解

决临床问题、原始理论创新而提出。科学问题包括问

题范围、求解目标、应答范围和背景知识等。973计划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应选择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

核心问题，或为经验问题，或为理论问题。每个项目或

课题应在问题具体明确、求解目标有限的前提下，寻找

正确的解题方法、手段、途径和措施。应答范围应是确

定而有限的。研究人员的背景知识，应包括学科知识、

专业知识和学科交叉知识。

3．1．2科学假说的建立科学假说是根据已知的科

学事实和科学理论，对未知的现象及其规律性所作的

假定性解释。建立科学假说的过程，是综合运用各种

科学思维方法，进行初步假定和逻辑论证的过程。中

医理论基础研究的任何一个项目和课题，都必须建立

起合理的科学假说。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属

于复杂性问题，背景知识涉及到中医学、现代医学、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多学科复杂知识体系，

其思维方式应为探索复杂性问题的思维方式，即以系

统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根本思维方式，综合运用逻辑思

维和非逻辑思维。知识和思维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医

理论基础研究中建立科学假说的难度。

3．1．3观察与实验 观察与实验是获取科学事实的

基本手段。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应根据研究目标和科学

假说，拟定研究内容，设计观察与实验的技术路线和实

施方案。除遵循科学观察与实验的一般程序和原则

外，特别强调的是中医学研究的对象为天人合一、形神

合一的既有生物学属性又有社会学属性的人。因此，

以整体动物为实验对象的实验研究，动物模型也应具

备生物学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等要素。

设计观察与实验指标时，应充分体现科学假说的内涵，

建立能反映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特点的合理的指标体

系，为验证科学假说提供真实、客观、全面、系统的科学

事实。

3．1．4科学抽象科学抽象是对科学问题进行科学

解释或说明的复杂的思维过程，是中医理论基础研究

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中医理论研究的科学解

释，除遵循科学抽象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两点应给予

足够的重视。一是要实现从病理到生理、从功能到性

质的科学陈述。只有正确地运用科学解释的逻辑规

律，才能实现上述转换，最终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完成

中医学的概念、原理、理论的创新。二是应用还原论方

法揭示中医理论概念、原理的科学内涵，即用另一种科

学语言解释中医学的概念、原理，便于学科之间的交流

与沟通。一般以特称肯定判断加以陈述。其本质是

“以西释中”，尽管是必要的，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

新。经过科学抽象实现理论创新之后，还要对新理论

从逻辑、经验、关系和价值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价。对中

医新理论的评价，应遵循中医理论的性质规律，按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评价。临

床疗效是评价中医理论真理性的实践性指标。

3．2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方法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中所运用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手

段，统称为方法。方法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灵

魂。科学方法有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

方法等三个层次。

3．2．1 哲学方法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气一元

论和阴阳五行的中国古代哲学为中医提供了世界观和

方法论，形成了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朴素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体现出朴素的系统思维方式。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应在继承朴素辨证思维的基础上以

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方法，以整体思维为主导，整体思

维与分析思维相统一的现代系统思维方式。从古代朴

素的整体论，到近代的还原论、现代的整体论，把整体

论和还原论辩证地统一起来，坚持整体一还原一整体

的思维路线。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长于整体思维，

乏于实体分析，反映在科学研究上则是详于整体观察，

略于还原分析。因此，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必须加强还

原性研究，当然还原性研究的结果必须上升为整体。

3．2．2一般科学方法分为经验性科学方法、理论性

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交叉性科学方法。经验性科

学方法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的一般方法，如观

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测量方法等。中医理论

基础研究的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主要来自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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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患者为主、动物模型为次)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现

象，要以临床研究为主，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

理论性科学方法是指科学思维方法，如加工经验材料

或科学事实和构建理论的思维方法。中医理论基础研

究既要吸收思维科学研究成果，正确运用各种科学思

维方法，又要体现中医科学思维的特点和优势。钱学

森先生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

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究体系”【31是处理复杂性问题的

基本方法，是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方法，是现代

科学特别是交叉科学的重要的一般科学方法。这种方

法也必须是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基本方法。

3．2．3具体科学方法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等各种学科所运用的特有方法。中医学的学科

属性，决定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各种学科

的具体科学方法，并形成自身特有的科学方法，如文献

分析法和临床调查法等。文献分析法是中医理论继承

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文献梳理，发古人之未发，在继

承之中求创新。文献资料书面知识属于显性知识，利

用知识工程方法既可研究显性知识，又可发现隐性知

识。将传统的文献法与知识工程法相结合，便形成了

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文献研究方法，可称为文献知识

工程法。临床调查法应按照术语学的要求，运用规范

的现代汉语来表述临床四诊所获得的症状和体征，即

以中医学的科学术语为科学语言。根据中医基础理论

术语、中医l临床诊疗术语等国家标准和全国自然科学

名词委发布的《中医药名词》等建立定义文本，是保证

四诊资料科学性、可靠性的基础。文本定义四诊调查

法是中医学特殊的调查法。

根据中医学理论、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特点，结

合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认为：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在

研究模式上，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临床与实验相

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思维方法上，应强调一般

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模式，在学科交叉研

究模式上，应采用学科主体模式。即以中医学科为主

体，应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原理、理论、方法与之相交叉

而形成的科学研究模式。其研究结果能形成主体学科

的新的学科增长点，丰富和发展了主体学科。

4小结

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创空间的科技优势领域之

一，近年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的

专项支持，给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带来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生命科学领域的严峻挑战，中医药发展的不平

衡，使基础理论研究凸显为中医药学发展的关键和瓶

颈，面临最重要的系统发展时期。深入分析中医理论

基础研究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正确认识其长期性和艰

巨性，坚持正确合理的目标方向，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

人文科学的成果，理清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方法

和基本模式，对于提高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效率，促进

中医理论的创新和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中医理论基

础研究的引领作用，提高中医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度，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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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痛宁洗剂治疗痔病肿痛87例

关键词痔疮／薰洗疗法；@痔痛宁洗剂

房斌

(新疆昌吉州中医医院肛肠科。831100)

笔者采用自拟痔痛宁洗剂熏洗治疗炎性、血栓性外痔，内痔

脱出嵌顿87例，疗效满意，现介绍如下。

1临床资料

本组87例，男38例，女49例；年龄18～91岁。其中炎性

外痔15例，血栓外痔3l例，炎性血栓性外痔13例，内痔脱出嵌

顿28例；初发患者68例，发病并治疗两次以上患者19例。

2治疗方法

痔痛宁洗剂：黄芩、茯苓皮各209，金银花、连翘、赤芍、桃

仁、红花、苏木、五倍子各159，上方用纱布包，加水3000mL，煮沸

10min，熏蒸肛门，药液转温后清洗患处，每次15rain，每Et 2—

4次。

3结果

本组87例中治愈6l例，好转17例，未愈9例，有效率为

89．65％。未愈病例中2例为血栓性外痔，2例为炎性血栓性外

痔，5例为Ⅳ期内痔，均为急性发病5天以上就诊患者，后经手

术治疗而愈。

4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外痔肿痛及内痔脱出嵌顿多因湿热瘀血互

结蕴阻于肛门，不通则痛而发病。痔痛消洗剂具有清热利湿、活

血化瘀、消肿止痛之功效。方中黄芩、金银花、连翘可清热解毒；

赤芍、桃仁、红花、苏木活血化瘀止痛；茯苓皮利水消肿渗湿；五

倍子收敛固涩。经临床证明，痔痛宁洗剂实为非手术治疗痔病

肿痛早期的良方。

(2009—05—25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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