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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内

容，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由人来传承

发展，有了人类社会必然形成相应文化。 

中医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学起源和发展于中

国，她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载体，是人文与生命科学有机结合的系统整体的医学知识体

系。  

中医文化与中华文化  

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医学蕴含了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文化精华，形成了中医文化特色，体现在哲学、人文与生命科学的有

机结合。中医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基础，也是发展中医学的灵魂和动力。  

如何深刻认识中医文化，提高中医文化的认同感，理清繁荣发展中医文化的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学术

界围绕着中医文化的核心内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基本形成了共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我们提交

了《发展中医，繁荣中华文化》的提案，建议通过中医服务民众健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医学的科学内涵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防治的医学科学，其科学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效地吸取哲学、天文、地理以及人文等自然与社会科学成就，形成系统完整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几千年来，不断丰富

发展的理论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养生保健与医疗实践，形成理、法、方、药有机统一的中医理论体系。  

二是强调天人相应、阴阳平衡、脏腑协调、形神统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注重人体内部整体恒动以及与自然、社会和

环境的和谐生存状态，是人类健康追求的方向。  

三是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收集人体的外在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人体的整体状态（证候），确定相应的治疗

原则和方法。这种辨证论治的理论与实践既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个体化诊疗模式，又能够有效实现早期干预的医学“战略前移”

的目标。  

四是中医药、针灸、推拿等丰富的诊疗手段和方法，注重人体功能的整体调节，激发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一方面疗效

可靠、毒副作用小，另一方面能有效解决健康需求不断增加、诊疗技术飞速发展与医疗保健费用不断增高等矛盾。   

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医学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中医学的哲学思维。以天人合一、形神统一为核心，强调人体内部、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长、壮、老、已的动态生

命观，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以阴阳平衡为理论基础的人体动态平衡观，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精气乃竭”，疾病的发生是阴阳“两者不和”所致， 强调“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从而达到“阴平阳

秘”的平衡状态。  

中医学的诊疗理念。强调“治未病”早期干预的养生保健思想；运用司外揣内、以象测内的逻辑思维与悟性思维相结合的辩证

逻辑为主的诊断思维模式；平衡阴阳、协调脏腑、扶正祛邪的治疗观念。  

中医学的道德伦理观。医乃仁术的价值取向、大医精诚的医德医术是中医不懈追求的理想信念。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基本职责，

医德修养是衡量医生素质的基本要求，大医精诚是医者医德医术的至高追求。  

中华文化对中医理论  

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萌生、成长的土壤。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医文化来

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阴阳五行作为生命和自然界的基本属性，以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认识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一种

生命文化，是有关生命与疾病的认知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中医理论的动力。《周易》、《河图洛书》等形成的哲学观、宇宙观、整体

观、变易观，是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黄帝内经》把中华文化应用于认识健康领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的许多理念和《周易》相通，并逐步地融入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吸收了自然科学成果，逐渐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关于养生的方法、技术和丸散膏丹的炮制与道家文化密切相关，如道家“道法自然”、“恬淡虚无”与重视“精、气、神”

的练气、保精、存神的养生方法以及倡导内丹（静功）、导引（动功）等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理论的发展。有关医德的观念，渗透

了中国传统道德理念，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如“主中庸”、“倡中和”和“仁者寿”的主张，形成了中医道德养生的理念。佛教

学说传入中国以后，中医养生吸收了许多佛学理念，如“修禅”、“安神”、“养心”、“修炼”等，使中医更加重视养心宁心的

养生与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其诊治疾病体现了丰富的整体思维、辨证思维以及中和思维。如“千般疢

难，不越三条”的病因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整体治疗观，“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治疗观

等。可以说，历代中医名著的问世与中医重要理论的形成，既汲取中华文化的先进理念，又促进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  

中医学具有广泛和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之所以历经几千年的历史而不断发展，并日益为世界所重视，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一方面，是由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所决定的，集中表现在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另一方面，中

医学有着丰富深厚的中华优秀文化底蕴，蕴含着中华民族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追求健康的智慧，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  

发展中医，传播中华文化  

正确认识中医，自立自强，坚持主体发展，使中医药在维护人类健康、繁荣中华文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坚持继承创新，有效利

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进一步认识中医学理论的文化底蕴以及在维护健康和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作用，提高

中医传承创新能力，丰富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中医诊疗技术，全面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  

加强中医学知识的推广普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意识的增强，中医不仅能治疗“已病”，更要发挥治“未病”优

势，将服务的关口前移。采取群众看得懂、听得懂、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推广中医药文化，扩大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度。如

组织中医专家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为广大群众普及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使群众了解各种各样的中医药信息。如冬病夏治的

机理、煎药的流程、理疗的途径、针灸推拿的作用、中药膏方的服用方法、中医养生知识等。让老百姓感到中医药方便、快捷、安

全有效，在社会上营造重视中医的良好氛围，引导群众早期应用中医药服务，促进中医药在医疗保健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繁荣发展中医文化。将中医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加强中医药文物、古迹保护，做好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加大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力度，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创造良好传承

条件。推进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弘扬行业职业道德。开展中医学文化普及教育，加强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开

发利用，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全社会尊重、保护中医学知识和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推进中医药国际发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借助媒体、国际会议、报纸期刊，扩大中医药科普知识宣传；完成

一批用于中医药国际医疗、教育和科普宣传的中医药教材、古典医籍，组织翻译和编撰现代中医药研究成果。加大对中医药一级学

术期刊国际化进程的支持力度，促进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工程的保护。积极探索中医文化

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渠道，展示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科学性、特殊性及其与西医药的互补性，使中医学与中医文化获得更广泛

的民众认知和认同，为民众健康造福。  

中医学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中医学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医学理论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医学理论

体系特点和丰富的诊疗手段在当今社会人类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体现出巨大的优势。充分认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发

扬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必将为人类健康以及繁荣中华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链 接•   

曹洪欣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

知方法）传承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中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6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获中华中医药学会时珍医药创新奖，2009年度何梁何利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被俄罗斯外交部授予国际合作发展奖。发表论文27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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