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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儒相通 贵在中和
———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中医药文化论坛发言摘登

中医普世价值

将为世界文明发挥作用

中医文化具有返本开新的历史文化价
值。作为充盈着中华文化血脉的中医药，
在世界文明中，《黄帝内经》《本草纲
目》进入《世界记忆名录》等事件显示其
独特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中医学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独创性
的价值。中医学理论是以调节平衡为主，
自成一个自调节和控制的系统。和谐便构
成了中医学的主要思想要素。中医治未
病的思想，运用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
一手段；治病讲究防患于未然，这与当
代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巧妙契合，与绿
色医学的发展方向殊途同归，也顺应了
发生医学模式向健康医学模式转变的当代
大医学之路。

中医学中“三因制宜”原则，因人、因
时、因地制宜，与现代医学提出的个体化诊
疗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遥远时代传承而来的
中医与现代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无论什么时
空都闪烁着科学和先进思想的共性。中医的
普世价值也将继续为世界文明发挥作用。

在世界语境中

讨论中医

东西方文化的对峙交流为中医发展提
供了历史契机。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
历史条件下，中医药的品质、内涵和价值
彰显，既体现出它与历史思想上的共性，
又显现出与现实医疗服务的共性。

只有融入世界语境中讨论中医，才能
够实现鲁迅先生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才能以此为契机，实现自身转
型，与世界医学接轨。

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
品格。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
着历史发展演变传承至今，本身内涵有与
时俱进的品格。除此之外，中医自身要有
转型意识，有意识地走出去，跟随历史的
发展进程继续前进。

世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提高自身文化自信，在科学引领下找到自己
的方向进行转型。普利高津曾说：“现代科
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更将把西方传
统中强调实验、表述定量和自发组织世界的
观点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这说明，随着
世界的思维方式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不
断有全新的认识。也意味着，我们要运用科
学思维来诠释中医的一些理论，把中医原创

思维看作是总体思维内涵中自主的、非线性
的、整体的、动态的、模糊的复杂性系统存
在，会滋养和承载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转型

不转基因

面向未来，首先应坚守中医学的逻辑
性与母体性。中医学讲究整体综合诊治，
具有天人相应的生态医学观，自稳调节的
生命观，上工治未病的预防观，以人为
本、因人制宜、以平为期纠正失衡的治疗
观，养生保健、延缓衰老的“保命全形”
观……这些思想都是引领未来医学的重要
指导思想。

增强文化自信，坚定中医学的母体

性，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指导医疗实践。中
医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态势，表现中医理
论和逻辑严谨的学说体系也要逐渐完备，
使其具有再生与持续的特质。在坚守精神
和灵魂的基础上，形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
保持持续性发展。作为以历史为主线的医
学，要坚定中医学的再生性与持续性，既
要吸收先进科学文化，吸收社会实践成
果，还要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坚
持中医学的时代性，迎合时代的需求，利
用现代科技挖掘中医的价值内涵，促进中
医学术的现代转变，使它发出时代的强
音。一定要确立为我所用、吾主人随的思
想，用思想、理论和方法武装，才能不断
地促进中医的先进性。要做到时代性，首
先要把标准化作为创新支撑的保障，在世
界中医里赢得话语权，解决中药出口的问
题；而且还应确定中医概念，形成基本规
律和基本原理，构建中医理论体系，形成
中医规范化的学科。

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医用现代科学进行
认证，需要三项原则。转型不“转基因”。中
医一定保持质地、保持原则，在不“转基因”
的前提下，转其形态。

和而不同，同而不继。在多样文明、
多样文化中，矗立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立
足于民族的文化，建立文化的自信和自
觉。

现代诠释，注入活力。比如，原来《论
语》、《老子》等书，一般老百姓读起来非
常困难，但蔡志忠用漫画方式表达之后，使
这些文化现象成为普遍现象，为发展传统文
化创造了很大的张力。同样，传统文化要活
下去还要活得精彩，包括输入文献的形式、
方法学的形式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注入
活力，以当代人的理解呈现它的原貌。

(张熠儒 常青 王凯 刘宇 整理)

大众健康

钟响磬鸣。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与中华文化
的奇葩中医药学，有其天然的内在联系，历史证
明二者在很多方面相互促进和补充。

“天人合一”与“同重仁德”

儒学和医学在理论上有相通之处，《灵枢》
上说“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
“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人合一
的理论是中国哲学的范畴，“天人”的概念于

《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及诸子著作
中更是频繁出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一种自
然规律的外现，而人是天地之心；天人一体和谐
相处，重点在人，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医的基
本理论，以至历代的名医都认为“万物悉备，莫
贵于人”。

“仁”是儒家思想的结晶，也是医家德的核
心，医学就是仁术，仁者爱人，仁本身是医德的
表现，历代的名医都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
点。唐代孙思邈提出“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
则。医家和儒家同重仁和德。近代名医冉雪峰先
生也谓 :“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
问。”就彰显了医家、儒家共同的理念。

儒医互援，相互渗透

儒学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中医，体现在多
个方面。比如将“致中和”作为思维的基本取
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
本身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

达到这一理想状态的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
所，万物生长发育。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结
就要散，逸就要劳，以平为期，以和为重，是中
医的最高境界。“阴阳和合”本身是儒家致中和
思想的最佳体现。

儒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巨大的影响另一个重要
表现是医儒相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儒
家理论依据，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凸现的是一种
担当精神。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
想很接近：“医以活人为务，故与吾儒道最切近
者”，治国与治人，其理相通。

儒医具有区别于其他医家的独特道德理想、
思维定势、生活方式和为人风范。儒医群体对中
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医学
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助推者。

中医并非只从儒学得到营养，儒学也于此得
到补充，两者思维模式相互渗透。儒家学说里运
用了很多中医学的认识和理论。《诗经》中记载
了许多种中草药和15种病名；《周礼》中详细记
载了周代的医疗医政制度；《春秋》中记载有六
邪致病思想和许多医学活动；《论语》提倡的

“仁义”“忠恕”，不仅是儒家的基本理念也是
中医理论的核心。

知微入妙，儒学理论滋养中医

中医在实际操作中被儒学理论滋养，发展完
善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学说并广泛用于实践。如
“元气”说是中医和儒家的相通点，“元气”最
早见于儒家经典《易经》，被医学发展，把“元
气”看作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还有太极图说对中医“命门”学说的影响。今
天的太极图，是周敦颐所传，有《太极图说》加以
解释，后有中医人认为命门就是人身之太极，从而
把命门认识提到人体生理至高无上的位置。

《方要》中的“运气七篇”里说“不懂五运
六气，遍检方书何济”。“运气同知”也是受儒家
影响。“太虚无形，气之本体。”五运六气，医
学和儒学大家都很重视。

中医学受到儒学广泛的滋养和启发，在漫长
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完善对疾病的认识，推测诸
疾病的干支，人之所患何病、其病属何经、应遣
何药等预测分析，并借以作为临床“治未病”的
理论依据。千百年来，这些理论一直有效指导着
中医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对人类医学最宝贵
的贡献。

(王凯 张熠儒 刘宇 整理)

文化符号：孔子、中医

文化需要符号来表示，用以传输自己的价
值观。中国要提高文化软实力也要采取这种措
施。调查显示，孔子是排得最前的代表中国文
化的符号，针灸、中医也是榜上有名，同是代
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

中医学是以儒学、道学提供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作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尤其是儒家思想，
它不仅提供了逻辑思维，而且奠定了伦理规
范；而中医逻辑思维的养成和道德规范，都是
从儒家吸取营养。

儒学的孔子和中医两者结合，作为中国的文
化符号，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充实其内涵并与
时俱进发展。

做强辐射源，让文化传播更远

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让大众了解
儒学和中医的关系。首先应从中医学生做起，通
过教育传播文化。儒家对教育的目的和看法，如
仁民济世、忠君孝亲等；对人才培养目标的看
法，如以德为先、德术交融等；对教学内容的看

法，如启发有道、知行合一等，都对中医教育思
想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中医学发展的外延是儒释道医集于一身的人
才模式。很多学校也开始开了选修课人文大讲
堂、儒文化与中医药。先知儒理，方知医理。儒
医同道，先学习综合能力，再培养医学专科，这
是中国的培养模式。

还应通过对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以
及对外国学生的调研，去了解他们对中医文
化的认同。认知程度的差异从某一侧面也反
映儒文化、中医文化需做好辐射源，用强烈
的辐射源获得最佳文化传播效果。齐鲁大地
是世界儒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医药很好结合
的典范之处。

应该有世界眼光，把辐射源做强，让文化传
播更远。

医儒同道，和而不同

儒家与中医药的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是“中庸观”。中医讲究理、法、

方、药，天人相应，是其思想之源。中国传统
文化对中医药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医讲究
调理阴阳，以平为期；用药的“无过，无不
及”也完全符合中庸的观点，只是说法和应用
范围不同而已。

其次是“社会观”。儒家强调主动入世、
服务社会，现在培养人才也要求主动入世。首
先要明德正心，德育教育排在第一位。《论
语》是伟大的社会学书籍，中医的人才同样要
学好这本书，走积极入世这条道路。

然后是“尊经观”。这是对中医文献的保
护，学中医的人对古书是情有独钟的。儒家的尊
经研典，客观上为维护中医学的传统理论起到了
特殊作用，中医也从儒家思想里得到一些借鉴。

最后是“养生观”。从道和术两个层面，儒
家的养生观主要体现在道的层面，可以概括为
仁、德、和，多指道德健康和心智健康等精神层
面，达到中正平和，调节内心世界，尽量趋于自
我稳态；中医养生学，讲养神、养形，神形兼养
也为儒家所提倡。

和而不同，方得始终。儒家思想，要吸取精
华、去除糟粕。

(张熠儒 王凯 刘宇 整理)

明代医家张君岳(音)提出“医易同源”，认为传
统中医与《周易》之间是同源同根共生共进的关系。

象数模型

中医哲理之薮源

从宇宙本源来讲，数字一的产生之前是无的概念。
从无的概念到有，从无极到太极，不断发展。无极，包
括易，是道的概念，表达物质本源的状态。所谓无极，
是物质高度统一，是相同相通的特殊时空的存在状态，
不分阴阳，阴阳是内在统一的关系；而太极的产生过
程，实际是阴阳的分界，“极”就是上升到高端、极端
的状态，体现阴阳之极，阴和阳是至高、至远的状态。

无极和太极之间的关系，在薮源过程中是不同层
面的关系，无极太极演化之初元，内在开始没分出阴
阳，高度混“元”如一，演化为不同的状态。

太极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相同混元的部分，体现的是太极
的概念。阴阳作为模型，《易经》的八卦，从阴爻到
阳爻，阴爻是中断的，阳爻是相连的，生出自然过程
是八种物质形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从而创
造了八卦。八经卦到六十四卦是二进制的过程，这个
数字模型如果薮源到物质的存在，就相当于原来的公
式这是1，3，5的状态。《素问》有“阴阳者，天地
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
明之府也”。

“元”模型与“元”思维

中医重视“元”，有元精、元气之说，更重视元

精与元气的关系。“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元精
冲懿，有英雄之姿。”描述的是一种存在状态，“奥
区元精合，万古青濛濛。”这种状态整体表达的就是
一的概念，就是元，元为首，潜在的是一之元。二者
的关系，元气是元精为父为母的方面化生的阴和阳，
阴气、阳气，阴气是精、血、津、液，阳气卫、宗、
营、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等。这和易中“元”模型
不谋而合。

易之“阴阳”

模型与中医阴阳学说

中医和易都重阴阳运动和合，是万物人体运行规
律。从万事万物运动的角度来看，阴阳即为运动之规
律，“阴在内，阳守之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在中医中，“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
发腠理，浊阴走五藏。五藏，实际是五脏分藏，心藏
的是神，肺藏的是魄，肝藏的是魂，脾藏的是意，肾
藏的是精，这几方面代表的是火、金、木、土、水几
个方面。和易中讲述的道理有一致性。

“三才”模型

奠定中医哲理基础

三才。“一卦三爻”大的方面是天、地、人，
《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两之。”兼三才而两之实际上是成卦，
两之成卦形成一系列的卦型，它启迪的是中医两大辨
证体系，三焦辨证、六经辨证。所以这种模型奠定了
中医哲理基础，有同源性。

易中有“三才”的模型，医学中也很多见。比如
“一源三歧”的模型就对应了易中的三才模型。“一
源三歧”包括妇科“一源三歧”的概念，而儿科两大
辨证关系也基于此概念中对“督脉、任脉、冲脉”的
把握。三焦辨证从临床角度的一些表现，如厥阴病被
表达为“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
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之利不止。”这些表达中的
三、六数字所表达存在的状态，与人体之间的对应关
系非常精准。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周易》确实是古老而又常
新的学问，从西汉的象数学一直到魏晋玄学，宋明理
学，明代理学和近代的科学，易不断发展；而同一过
程中另一方面的中医以《黄帝内经》为源也不断推
进、演化。三焦辨证、六经辨证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都是易学不断推演的状态，是“大化日新”的表现。

“医易同源”是中华文化弥足珍贵的奇观和学典。
(张熠儒 王凯 刘宇 整理)

中医，转型不“转基因”
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琦

儒医互融，先品德而后学问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高级顾问、教授 卢祥芝

做强中医，让文化传播更远
广东中医药大学教授 孙晓生

易，生生之道 医，生生之具

——— “医易同源”解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教授 吴世彩

9月20日、21日，在曲阜开幕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由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承办的第一届儒学思想与中医药文化专题论坛成功举办，第一次把中医药文化推到世界

儒学的国际化大平台上展示、交流。

来自省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分别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人本思

想、“和”的追求、中医和伦理学等多个角度，系统阐释了儒学与中医药文化的密切

关系，展示了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仁心仁术

让病人感受到医学的温度

中医精神同儒学一样，都具备“仁本”精
神。所谓仁，《说文解字》上有言“仁，亲也，
从人从二。”它是一个会意字，又有另外一个写
法，看上去上面一个“千”下面一个“心”，
忎，古文仁，从千心，二人为仁，是指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论语》中间亦有云“樊迟问仁。子
曰：爱人。”所以仁，即为爱人，在医学上即为
从医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黄帝内经》有云“医乃仁术”。医学是
人与人的关系，医生的技术是仁爱之术，医学
的本质是救人。所以中医体现了仁爱精神和人
文精神。

一般说来人文精神具有三个性质：仁性、理
性、超越性。所谓仁性是以人为本，所谓理性是
人是有价值、有信仰、有真理追求的。超越性，
则表现为和谐性，是一种共生的精神。

中医充满了仁性，以人为本。在这一核心的
指导下，给病人温暖如春的感觉。比如号脉，当
大夫用三个指头搭在病人手上时，医患相通，使
病人感受到医学的温度，那是冰冷的仪器无法传
达的内容。

医儒之道，贵在中和

中医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阴阳中和”，
这4个字是对儒家，同时也是对道家、佛家综合
观念的一种集中体现。

所谓“中”，儒家称为中庸，道家称为中
道，佛家称为中观。所谓“和”，儒家称为仁
和，道家称为柔和，佛家称为圆和，在中医是不
偏的。儒家是站在阳刚立场讲中和，佛家是站在
空性的立场讲中和，中医典型站在中的立场上讲
中和。很多人攻击中医太简单，说一个人有病，
是阴阳失调，需要调和阴阳；病治好了，阴阳便
调和了，而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事物的本质，
所以就是中和，调成平。

大医精诚，传医有道

我们家世代从医，一直在进行人文传承。第
一代是宋代的张扩、张杲，张杲写了《医说》，
是第一部医学史著作；明代是张守仁；第十四代
是李济仁和张舜华。到第十五代，全家只有小弟
弟一个不从事医学，在清华，虽然纯粹从事科学
事业，但也应了“中医的传承不能偏离科学”的
话，是纯中医的出身。

秉承家规“大医精诚，传之有道”，家父被评
为全国最美医生。作为唯一一个拥有众多传统家
规的中医家族，还曾登上了中纪委网站，传统家
规一共90多个，我们家拥有79个，家规不仅含有
医德和医术，还拥有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

张氏家训：“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
率真。”医者的厚和真内含于此，大医精诚的特
性被很好地体现出来，也代表了传统文化使得中
医“传医有道”，用一颗赤诚之心，普度众生。

(张熠儒 常青 王凯 刘宇 整理)

中医温度：仁心 仁术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张其成

会议现场

本版摄影：刘欣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蕴含了大量的儒学精神内涵。中
医、儒学最根本就是仁爱思想、仁本思想，
一直以来，儒学医学在“仁”的思想上都有共
通之处。

仁爱思想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的
主要主张，这是儒家的立足点和根基；仁本
思想也是中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之一，以人
为本给患者治病，“医”“仁”一体，密不
可分。

仁爱思想，儒学之根

孔子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仁，《论
语》中樊迟问仁的时候，孔子答道：“爱
人。”仁是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一种精
神，“仁”中“爱人”的思想并非一般意义
上的封建主义，而是一种超越性的普世心
理，是人道主义的选择，闪烁着人文主义的
光辉。

这种光辉照亮了千年，跨越了历史的长
河，具有永恒性。孔子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
就是仁爱思想，这种思想也一直被继承发
展。《孟子》中说：“君子所以易于仁者，
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
者爱人，有礼者教人，有礼者树仁。”

君子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是否有仁爱
的思想。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者
也。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这句话中说，“有养”就是可以抚养，可抚
养之事未必有抚养之心，现在提到“孝顺”
往往指抚养老人；而孔子说牛马都能抚养，
和抚养老人有什么区别？关键就在于是否有
敬畏、有敬爱、有仁爱。所以仁爱，是儒学
的基本概念。

人本思想，仁者爱人

孔子的人本思想不仅仅是“仁爱”，不仅
仅是《论语》中说的：“弟子，入则孝，出
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此处的
“仁”是博爱的思想。除了“仁爱”以外，
更重要的是人本思想。人本思想在《论语》
中有许多处体现，《论语·乡党》中说：“厩
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2个
字，说出对人的关注。奴隶社会马贵人贱，
那个年代“问人不问马”，把人看得非常重
要，这就是经典的仁者爱人。这种思想是超
越时代的，是有历史的普世性存在的。

医儒同体，医者仁心

孔子的人本思想也一直贯穿在中医学问之
中，两者相通，为人服务。中医学从张仲景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
保身长全”到孙思邈《大医精诚》对孔子人
本思想的诠释，都在解释中医的人本思想，
这与儒学是一脉相承的。

儒学的人本思想对中医学影响非常深厚，
儒学的人本思想和中医学的人本思想息息相
关、世代共存。

从“仁爱”出发，回归人本，关注医儒共
通的“人”，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仁”。

(张熠儒 王凯 刘宇 整理)

以人为本，医儒同心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王新陆

“和”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和”是中国传统中医重要的原

理，也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和”

的思想渗透到中华文明的哲学、历史和

政治、伦理、宗教、教育、文化、艺术

等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中和思想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一种思

维模式和价值追求。

首先，“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

要原理。《中庸》中解释：“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古人认为“和”是天地万物运行

的一个规律，能够做到中和，就接近天

理，符合规律，是很根本、很重要的哲

学原理。

其次，“和”是万物产生的重要法

则。《礼记·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到达中和状态时万物

才能化生，这是宇宙间不同物质之间关

系、状态的一种表达。《吕氏春秋》

“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很多医家

有所发挥，将人的生命与天地和起来解

释、研究。

第三，“和”是社会和人际和谐的

准则。《尚书》曰：“神人以和。”就是社

会万邦和谐的关系。社会和人之间的关

系就是和的关系，而且在不断发展中，

“和”已经成为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

“和”大概有和平、平和、和谐、

和合、中和、融合、调和等意思，它是

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原理之一，是中华

文明的精神、文化、心理、信仰、行为

的范式，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
观、价值观、方法论、思想原则、精神
道德伦理，涵盖了宇宙天地万物生成、
自然运行法则、仁人社会、道德修养、
方法准则等各个方面。

“和”是中医

贯穿始终的思想原则

孕育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
从理论到实践都贯穿着“和”的思想，它
是认识理解中医学的基石。中医认为人的
生命过程，始终处于不间断的变易当中，
保持其内环境与外环境之间在变易中协调
和谐状态的关系是人生命健康的根本。

《春秋繁露》：“此中和常在乎其
身，谓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寿引
而长。”要长寿，就要重视人与天地的和
谐关系；“和乃生，不和不生”就是指和
对产生发展的重要性。《内经》中“三而成
人”“二生三，冲气以为和”谓精、气、
神。这“三才”和，才能成为健康的人。

《生气通天论》：“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
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
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素问》“血气不和，百病变化而
生”，说明阴阳、血气之间是和谐协调
的关系。不但如此，人的整体也是
“和”，《素问·逆调论》曰：“亢则害，
承乃制。”人的整体之和也是表现在生
命状态之中，和的状态对整体和谐产生
了重要作用。

“和”也是中医养生、治病的重
点。陶弘景《养性延命录》：“能中和
者，必久寿也。”健康与中和有关体现
在生活状态的方方面面，如动静相和、
饮食中荤素相和，是养生的重要原则。
在治疗上，也要追求和谐。《伤寒论》
提出“和则愈，不和则不愈”，和之法
变化无穷，用各种方法达到和，是治疗
的要求。

“和”既是中医学面对生命发生、
发展过程各种生理、病理复杂状态和关
系的一种哲学总结，是中医学的重要学
理，也是认识和把握生命现象及其规律
的思维方法和思想原则。“和”简明正
确地表达了健康生命的阴阳、精气神、
脏腑、经络、人与自然等物质、非物质
的各种不同要素间的关系。同时，也是
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追求。其强
调的是人的生命不断运动变化中，具有
差异性、多样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济
相成、协调和谐。

(张熠儒 王凯 刘宇 整理)

儒医相通，根本在“和”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严世芸

人文缺失成现代医学之痛。“今天
的医学好不好？今天医学本身病了。”
现代医学问题的根源是技术的持续膨胀
而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培养。医疗只看见
病、各种参数，看不见活生生的人。医
疗目标迷失、目的提得太高，人道和科
技失范，追求高科技、高效率的同时，
“ 人 ” 消 失 了 ， 如 何 让 医 学 回 归
“人”？值得反思。

高投入和高科技只是医疗的一部
分，关注“人”本身才是重点。医学要

持续发展，走自己道路，借助儒家智慧
或中国智慧关注人本，是一种契机。

以人为本，构建“经世致用”好医
学。比较中西，非有好坏，而应加以包
容，共同为医学服务。“好医学”的建
构有三个原则，首先倡导大同世界，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是快乐健康，
第三应知道医学的边界，不能将医学视
为无所不能。

医学的真谛是人道主义。今天把医
学概念异化了，把看病看成治病。其实
很多健康问题与生活方式有关，所以要
持大医学观点，广泛关注“人”。

“好医学”应当覆盖面更广，医疗
成本相对低廉，费用可控制、可承受。
应该充满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关
爱，充分尊重病人权益和尊严。同时注
重医生的客观观察和病人的主观体验。
应“尚和合，求大同”，包容各种各样
的方法。要强调各种手段基本无伤害。
不仅仅是重技术还重文化，“好医学”
尽可能做到和自然和谐和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尽可能把食物当作药物，不要把
药物当作食物。

尊重传统的精华、传统的智慧，
分析今天医学弊病，提出“中国方
案”。“好医学”是绿色的、可持续发
展的、能够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并可
大规模应用推广。

(张熠儒 王凯 刘宇 整理)

用儒家智慧，构建现代“好医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何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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