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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学习中医心理学的意义 

                                    作者：董湘玉、李琳 

 (一) 中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21世纪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考验。不同科学领域之间不断地

融会贯通，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的边缘学科不断涌现。中医心理学就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产生

的。有人预言，在21世纪，心理学有可能成为一门带头学科，它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它将成为与现代化建

设联系最为密切的基础学科之一。 

     在传统的中医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心理学”的具体名称，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丰富的“心理学”

内涵。《内经》中就已经具有了中医心理学的雏形。由此以降，经过历代医家在理论上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在实践

中反复地运用和验证，中医心理学体系日臻成熟。 

     中医心理学是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形势下，从中医学中分化而诞生的新兴学科。它立足于中医传统理论中的

心理学思想，在继承传统中医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将之升华而发扬光大。它将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内容，在中医医疗

卫生保健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二）中医心理学体系的完善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途径之一 

     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当时社会背景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因而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历史发展到今天，传统中医就必然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巨大冲击，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变革，

中医现代化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途径是多方面的，有从朴素唯物论思想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

变，有从借助古代哲学而形成思变定性的理论概念到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结合而实现的定量化的系统理论，有从传统

诊断方法及相应治疗方法的临床治疗效应到以此为基础的实验分析和仪器测试的结果等。其中，中医心理学是中医

学心理思想升华的产物，它既能体现东方文化的精华，又是对现代心理学的有益补充和进一步深人。它既顺应了中

医现代化的潮流，又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能催化中医固有框架实现现代化，又能使中医治疗方法更

加丰富多彩。中医心理学从中医学中分化出来，必将促进其原有框架的改变而向现代化迈进。因此，研究中医心理

学，不单纯是整理和挖掘中医学中的心理学内容，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探索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途径与方法，为

中医现代化的最终实现贡献力量。 

（三）中医心理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医师必备的素质 

     现代健康观念认为，除生理健康之外还必须具备心理健康。现代的疾病观念认为，除机体的病理变化之外，还

包括心因性疾病。在致病因素方面，不仅有生物因素、物理和化学刺激等因素能导致疾病，同时还包括复杂的社会

 



因素引起心理异常变化的疾病。因此，治疗疾病的手段，不但要运用药物、针灸、理疗等方法，除此之外，还必须

配合各种心理疗法。其中有些疾病，心理治疗是主要治疗手段。中医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将具有中医特色的心理学

的理论和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医的医疗实践中，用以改进中医防治疾病的措施，提高医疗保健质量，促进人类的身心

健康。 

     作为现代的中医师，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掌握人的心理过程和个体的心理特征，认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

病的关系。同时，还要培养自身良好的心理素质，以良好的心态，有意识地把心理治疗恰当地运用到临床实践之

中。医生和患者之间，首先做到心灵的相互沟通，才能保证医疗服务质量，从而提高治疗效果。中医心理学，是现

代中医师应当接受的再教育，是高等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如果只掌握中医的某些基本理论

和治疗手段，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中医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医师。 

（四）中医心理学是中医心理卫生保健的基础 

     心理卫生保健，传统中医称为“养生”、“摄生”等。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积极预防疾病的

思想。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记载：“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进

一步指出：“恬淡虚无，真左剩人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由此

可见，养心调神，就成为中医心理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卫生保健措施和理论核心。只把传统的中医养生思想上升到现

代心理卫生的去认识，才能把中医养生理论和实践加以提高，心理卫生保健的内容也才会更加丰富，才能为人类的

身心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