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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开放体系 

王振瑞 

人类文化是多源的，也是多元的。中国是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多源一体、 

多元一体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表明了中华文化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古代医学，不断吸纳不同部 

落、部族、民族、国家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借用儒、道、 

释各家的哲学思想阐发医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 

系统、开放的学术体系。 

与渐渐远离了传统的其他文明古国的早期经验 

医学相比，中国医学堪称继承传统的典范。中医学 

的成熟性和完整性，决定了它独特的继承价值，在现 

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几千年前的医学思想，仍是 

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继承中医学的宝贵遗产， 

仍是中国医学界的重要任务。 

但是，人类历史是进步的历史，任何继承都不是 

对历史的简单重复，中医学几千年来的传承过程，实 

际上是继承与创新高度统一的发展过程。从《内 

经》时代至今，历代医家都在解决前人未能解决或 

未曾遇到的问题时，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使中医学 

术体系不断得到深化和丰富。无论是药物知识、诊 

疗方法，还是思想观念、辨证体系，都反映出从古至 

今的发展轨迹，彪炳着历代医家的智慧和功绩。 

《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对 

前人的用药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但当代《中华 

本草》的全面性，《中药学》的通俗性，都为《神农本 

草经》所不备。脉诊从头、手、足三部九候法，简化 

为独取寸口法；从寸口的寸、尺二部脉法，到寸、关、 

尺三部脉法；从脉象种类的增减，到脏腑定位的变 

化，等等，都体现了历代医家对于脉诊实际价值认识 

的不断深化。《难经》将《内经》的“热病”统称为 

“伤寒”，反映了对外感病病因认识的变化，在重视 

阳气思想的主导下，强调寒邪致病的严重性，直接导 

致了辛温解表方药的广泛应用。金元时期的寒凉派 

医家观察到辛温方药的局限性，提出了“六气皆从 

火化”的病机理论和辛温剂中加寒凉药的治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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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温病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明代医家首先 

提出外感邪气由口鼻而入，打破了邪气外经皮肤、层 

层深而入里的定论，唤起了人们对传统病因学的重 

新思考。继明代瘟疫学说之后，清代“温病四大家” 

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创见。这些创见是对前人认识的 

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没有达到终极，只是为后人的 

研究搭建了进步的阶梯。 

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与传统和现代 

的关系问题。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个 

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同 

历史时代的人们，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解决“现 

代”问题的历史，是继承和创新相互交织的历史。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主要 

表现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随着中国引进 

西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西医学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 

部分逐渐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西医学术的发展和 

队伍的壮大，使中国传统的医学和医界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医学家开始思考中 

西医关系问题，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中医学的 

发展途径，形成 了中医近代史上的“中西医汇通 

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 

具的中医学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到了日益 

激烈的批判。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西医界人 

士以西医学为标准力斥中医学之“短”，甚至提出了 

废止中医的错误观点，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制造 

了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团 

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提倡西医学习中医，确立了 

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药学遗产，丰富现 

代医学，创立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新医药学的中西 

医结合方针，肯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地位，有力 

地促进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 

如同科学多元化一样，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多 

元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两条发展中医之路，都可以继 

承和发扬中医的精华。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歇， 

不断创新是历史创造者必然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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