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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本期学术版聚焦“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一主题，从理解把握中医药学的独特

思维方式、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坚守中医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探讨。

——编 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提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

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

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

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

慧，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

论》等经典著作。

注重整体关联。中医药学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本身也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其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

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注重整体关联。它是从整体生

命观出发构建的一整套有关养生等治未病以及用针灸、按

摩、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中医药学认为，人与天

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具有同根性，天人之间可以相互感

应；强调肝、心、脾、肺、肾等是一个整体，面对疾病，不仅需

要考虑是哪方面出了问题，而且需要考虑这方面和其他方

面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用药

方面，中医遵循组方原则，在临床上一般采用复方，多种药

物各有分工、协同合作，联合作用于多个靶点，联合起来发

挥作用。在治疗方面，中医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重视

精 神 情 志 和 人 体 健 康 的 关 系 ，注 重 从 身 心 整 体 上 进 行 调

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医疗队员引导患者练习

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这些都有利于患者舒缓情志、

增强体质，对提高患者肌体免疫力、尽早恢复健康产生了

很好的效果。

注重动态平衡。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可变的。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取得平衡，到下一

个时间和地点又不平衡了，需要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

是动态平衡。中医药学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

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

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阴阳

失和”是人体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内伤和外感，人的整

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维护健康就是维护人的整体功能动

态平衡，治疗疾病就是使失去动态平衡的整体功能恢复到协

调与和谐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需要人们注意调整

生活方式，适应外界变化，从而取得相对平衡，保持身心健

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成为

我国抗疫方案的亮点，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

重要贡献，中医药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原创科学的价值和优

势。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既能宣肺清泄、疏散上

焦，又能化湿和胃、斡旋中焦，还能活血解毒、畅通下焦，目的

是调和阴阳、恢复肌体的内稳态。从治疗方式看，西医擅长

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中医擅长通过整体调节，清

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激发人体的防御机制。中医通常称治

病为“去病”，其意思是通过调适去除疾病，恢复身体本有的

平衡，并非就病论病。

注重顺应自然。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

分重视顺应自然规律。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其指

导思想皆为顺应自然。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看到水总是往下

流，于是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流下去，有效解决了洪水泛

滥问题。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传统的堤坝，而是用竹

篓装上石头，随着水的波动竹篓也会起伏。顺应自然的思想，

适用于治水，也适用于人体。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重视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不顺应自然，人

的身体就容易得病。顺应自然规律，除了强调顺应事物本性，

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尊重事物个性、差异性。疾病形

式多变，中医通过综合分析望、闻、问、切所采集的症状等个体

信息，确定相应治疗方法，并结合临床、疾病变化随时调整用

药方向，注重因人制宜、因时制宜，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不是单靶点发挥

作用，而是根据患者病情的演变辨证施治。在治疗过

程中，早期以祛邪为主，中期以清热化湿为主，后

期以扶正为主，取得了显著疗效。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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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的独特思维方式
楼宇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

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

动实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医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抗

疫答卷，彰显了独特的智慧和价值理念。中医的价值理念，

可概括为仁、和、精、诚。

医者仁心。“医”作为一种职业，其目的在于治病救人、

救死扶伤，这一职业特点被称为“仁术”。“仁术”一词最早

出现于《孟子·梁惠王上》，即“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它一

开始并不是指医术医德，而是指从仁爱行为推广开来的治

国 之 术 ，后 世 则 将“仁 术 ”作 为 中 医 的 专 称 。 将 中 医 视 为

“仁术”，旨在强调医者要具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保护生

命的爱心，正所谓医者仁心、仁者爱人。“仁”是“术”的前

提 ，“ 术 ”是“ 仁 ”的 体 现 ，仁 爱 之 心 通 过 医 术 得 到 充 分 体

现。中医强调“待患若亲”，即把患者当亲人。这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分不开的。唐代医药学家孙

思邈所著《大医精诚》一书，明确了为医者的基本要求：“普

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

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所有这

些，不仅是从医的入门条件，而且是衡量一个医者是否合

格的标准。

调和阴阳。中医将人的健康状态称为“平”，将健康人称

为“阴阳和平之人”。《黄帝内经》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调和阴阳，以平为期”的健康基本法则，倡导“天人相应、调

和致平”的价值观，主张在自然观上“天人相和”，在社会观上

“人我相和”，在身体观上“形神相和”，在治疗观上“阴阳相

和”。中医将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将人内在

的五脏六腑和外在的五官四肢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人只有通

过调和阴阳，依靠自身脏腑、经脉、气血的功能活动及调节能

力，才能达到人体内外的协调统一、形神气血的协调平衡。

在治疗方法上，中医是扶正祛邪式的调和性治疗。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得到普遍使用且疗效显著的“清肺排毒汤”，来

源于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四个经方，蕴含中医

治疗学调和阴阳的价值观念。中医注重扶正祛邪、整体调

节、多靶点治疗，一方面扶持正气，提高自身免疫力；另一方

面祛除邪气，将体内疫毒排除出去。

精勤不倦。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

邈提出“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我国古人认为，

医者除了学习医学和易学两门专业课，还须广泛涉猎经史

子、儒释道等领域，以开眼界、拓心胸。《黄帝内经》称医者

为“工”，倡导医者发扬工匠精神。中医认为，医道是“至精

至微之事”，关乎患者性命，一定要精益求精，真正掌握救

死扶伤的高超技艺。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三药三方”，是

多位中医专家经过反复讨论、精心研制才确定的，能够根据

患者病情变化一人一策、随证化裁、及时调整，注重体质、疾

病、症状“三结合”，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方，精准施治，有效

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病亡率。据统计，湖北省确诊病例中

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 90%。截至 2020 年 7 月，中医药

已传播到全球 183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 40 多个外国政府、

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支持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 区 建 设 30 个 高 质 量 中 医 药 海 外 中

心，为维护人类的健康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贡献出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

守信戒欺。“ 诚 ”是“ 医 者 仁 心 ”的 外 在 表 现 ，如 果 说

“仁”偏于恻隐为端、慈悲为怀的医者之心，那么“诚”则偏

于心怀至诚、一心赴救的医德行为。孙思邈提出，在患者

求救时，无论对什么患者都要“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

药，无得参差”。其大意是说，诊察疾病，专心致志，详细了解

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错。这体现

了真诚恳切、守信戒欺的品质。明代中医学家龚廷贤提出

“医家十要”，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提出“医家五戒”，对医者

行为都作出具体规定。对待患者要严守医密，不以虚言诳

人，不以危言相恐，不以神方秘术炫世惑众，不曲顺人情以

保己名，其中就有“诚”的要求。中医强调，医者要诚信求

真，慎独自律。除了慎独外，对同道“不得道说是非，议论

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

（作者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

彰显独特的中国智慧

坚守中医价值理念
张其成

中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促进中华民族昌盛和保障中

国人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难得历史机遇，中医药

在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回顾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起着引领

和推动作用。中医药工作者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

求，以提高临床疗效和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为

中心，广泛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在国家重大专项和科技

支撑计划等规划支持下，中医药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水平

不断提升，在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具有

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在我国医疗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也令世界瞩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

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彰显了中医药对人类健

康的重大贡献。近些年，国家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及

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科研体系建

设顺利开展，建立起涵盖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室

和科研实验室；着力建设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实验室，初步形成以独立的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药

大学和省级以上中医医院为研究主体，综合性大学、综合

医院、中药企业等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这些科研

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提高临床疗效、保障中药质量、促进中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科技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尽管近些年中医药在

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中医药科技基础薄

弱，在理论研究、药理研究、客观化标准化研究、中医药循证

方法学等方面，仍有一些难题需要攻克。推进中医药科学研

究，重在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以解

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

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将临床实践和产业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加以研究，在解决问题中推

动成果转化、科技进步。近年来，我们在重大疾

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一批科技成果，

如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理论研究、络病理论及方药研发等，都

是围绕国家和社会需求进行研发取得的。

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医药原创成果。屠呦呦研究员领衔的

团队从古方中受到启发、找到灵感，用现代科技手段从青蒿中

提取出青蒿素，转化成一种强有力的抗疟药物，挽救了数百万

人的生命。中医药虽古老，但其理念并不落后，有些已成为现

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必须坚持把原创的中医药理念、经验和

现代科技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自己的开拓创新之路，形成一

种“思维+首创+科技+转化”的中国特色研究模式。同时，要

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增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韧劲和

钻劲，认准稳定的研究方向，踏踏实实做科研。

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统一，是中医药科技迅猛发

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坚持中医原创思维的基础上，注

重多学科合作，海纳百川、融合创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证候学流调采用手机 APP 采集、远距离传输，在千里之

外的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不到一周，4 省 20 家医院千余例

确诊患者证候信息就汇总出来，经过信息处理和专家分析得

出“湿毒疫”的诊断，有力指导治疗，为患者临床救治争取了

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

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

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必须坚持需求

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突破我国科研发展的关键瓶颈，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

重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

进行研究论证；建立符合中医药规律的现代评价手段，将中

医药治病的机理药理阐释清楚。加强《伤寒杂病论》《温病条

辨》等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

对古方的科学内涵和思维理念进行研究消化再吸收，并转化

为新的技术成果。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

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在一系列科研政策支持下，以需求为导

向，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中医药事业必将加速振兴发展。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推进中医药科学研究

科技支撑中医药振兴发展
张伯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

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

服务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近年来，

中医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从业人员数量与结构得到

改善，中医服务总量持续上升，但仍存在高质量供给不够、特

色不突出等问题。2021 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

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针对中医药人才发展的制度短板和

弱项，完善了顶层设计，强调夯实中医药人才基础，提高中医

药教育整体水平，坚持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加强中医药人

才评价和激励。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须遵

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

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大力培育中医

药特色人才。

坚持立德树人。中医药博大精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薪

火相传。如何培养出德才兼备、内外兼修的中医药特色人

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大力推动中医药人才培

养，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此，需要充分发挥教师

队伍“主力军”、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中医药院校教师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成

才规律，熟悉掌握国家大政方针和中医药历史文化典故，充

分挖掘中医药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加强通人文、读

经典、重临床、强能力的综合教育，将知识传播和人格塑造紧

密结合起来，让青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树立积极

健康的职业价值取向。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以屠呦呦等老一

辈中医药工作者为榜样，胸怀祖国、勇于担当，艰苦奋斗、团

结协作，善于传承、勇于创新，潜心研究、淡泊名利，切实承担

起新时代赋予中医药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优化课程体系。《黄 帝 内 经》提 出 ，医 者“ 要 上 知 天 文

下 知 地 理 中 知 人 事 ”。 促 进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需 要

高 素 质 复 合 型 中 医 药 人 才 。 优 化 课 程 体 系 ，不 断 增 强 青

年 学 生 的 创 新 能 力 和 实 践 能 力 ，对 于 培 养 和 造 就 一 批 高

素 质 复 合 型 中 医 药 人 才 至 关 重 要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中 医 药 学 教 育 取 得 长 足 进 步 ，

但 也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课 程 体 系 设 置 不 够 合 理 的 现 象 。 有

的 忽 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中 医 药 教 学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导 致 青 年 学 生 人 文 底 蕴 不 足 ；有 的 理 论 学 习 与 临 床 实 践

结 合 得 不 够 好 ，导 致 青 年 学 生 临 床 能 力 不 足 。 中 医 药 院

校 需 要 进 一 步 优 化 课 程 体 系 ，建 立 以 中 医 药 课 程 为 主

线 、先 中 后 西 的 中 医 药 类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增 设 中 医 疫 病

课 程 ，把 专 业 课 程 与 通 识 课 程 结 合 起 来 ，把 理 论 学 习 与

临 床 实 践 统 一 起 来 ，让 青 年 学 生 具 备 深 厚 的 知 识 基 础 、

宽 阔 的 专 业 视 野 和 较 强 的 适 应 能 力 。 注 重 选 拔 和 培 养

中 医 药 传 统 文 化 功 底 深 厚 、热 爱 中 医 药 学 的 优 秀 青 年 学

生 ，拓 宽 其 多 学 科 交 叉 和 个 性 化 发 展 路 径 ，完 善 青 年 学

生 在 自 然 科 学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等 学 科 领 域 的 基 础 知 识 结

构，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注重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中医药师承教育是

独具特色、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学术传承规律的教育模

式，是中医药传承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具有师徒关

系紧密、教学方式灵活、注重个性专长、突出实践技能等特

点，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对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

药理念、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应

看到，传统师承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着学习内容与形式不明

确、质量良莠不齐、人才培养效率较低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满

足中医药快速发展的需要。院校教育有助于中医思维体系

的建立，有利于中医药与现代知识的结合。中医药院校要强

化医科教协同，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把传统教育

的精髓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强化中医药基础理论教学，加强

多层次师承教育项目，扩大师带徒范围和数量，建立早跟师、

早临床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着

力培养青年学生的中医药学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

大力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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