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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光炯炯、满头乌发，身着一身得体唐
装，举止间透着敞亮。已过耳顺之年的张其
成教授依旧神采奕奕，一头扎进“中医药文
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研究”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忙得不亦乐乎。
  当代四大国学领军人物、易统各家的国
学思想家、开拓领航的中医文化学家、北京
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响当当的头
衔不胜枚举，似乎还难以还原这位国学大师
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
  出生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一
帖”医学世家，他的家族在安徽歙县定潭世
代行医，已传承460 年有余。作为家中长子，
张其成本应是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但自小
研习中医和国学，耳濡目染之下，他对传统
文化情有独钟，走上了另一条大道。“治病
只是治一个一个的人。我想用文来治人的
心。”放弃家族临床传统，张其成想站得再
高一些。
  数九隆冬，芜湖这座江边城市阴雨绵
绵，寒气氤氲。刚回到芜湖老家的张其成接
受记者采访，将一段与国学、中医文化的缘
分娓娓道来。

从“秀才学医，笼中捉鸡”

到“‘修心’是一种大医”

  一个国医世家的家风传统与文化根系体
现，被张其成展现得淋漓尽致。父亲李济仁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30 名国医大师之一，
母亲张舜华是“张一帖”的第十四代传人。
在芜湖，这个大家庭“五子四博导、两代七
教授”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说到国学研究的缘起，张其成得益于父
亲言传身教的启蒙。小时候住在徽州，本应
继承中医临床家业的张其成常和弟弟妹妹随
母亲上山采药，背诵《药性赋》，回家一起
磨药、学医，过着朴素而又充实的生活。不
过，当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书架上一本本泛
黄的线装古书。“父亲是我的国学启蒙老
师，他几乎可以通篇背诵《论语》，在恰到
好处的时候讲解给我听，随时随地启发我，
并鼓励我多读《道德经》等国学经典。”张
其成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是父亲常
在他耳畔叮嘱的一句话。只要打好了文科基
础，再学中医就容易了。
  上中学时，张其成第一次在家里看到
《易经》，他充满了好奇，偷偷带去二楼
读，感觉既刺激又好玩。“当时有一位当道
士的远房亲戚，不时会到家中做客，每次遇
到我们就会谈起易经、风水和命理等理
论。”张其成回忆，父亲看到后就说，学中
医有两本书是必须要读的，《黄帝内经》
《易经》。正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易不
足以言大医。”父亲提醒，想要真正弄懂
《黄帝内经》必须先学习《易经》。
  张其成孜孜不倦苦读，彻底迷上了这两
本书。读得愈深，他逐渐发现其中的博大，
太神妙了！《黄帝内经》不单纯是讲治病
的，它还讲了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哲
学、心理、五运六气。像第三篇《生气通天
论》，是讲人可以和天相通，人的九窍、脏
腑、十二节都可以与天地之气一一相通。
  “我的性格好静不好动。”张其成坦
言，父母都是名医，小时候到家里看病的人

特别多。他更陶醉于躲在二楼的小世界安安
静静看书。“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给我的影响
特别大。看病只能一个一个地看，但文化研
究强调以文化人，治人心，这种方式影响范
围更深远。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修心’
也是一种医生，叫大医。”他说，自己小时
候就决定弃医从文。
  1977 年恢复高考，张其成顺理成章选择
了中文系，暗下决心先从“打好中华传统文
化的底子”开始。 1985 年，张其成考取了北
京中医学院医古文专业的研究生，在钱超尘
教授的指导下，研究《黄帝内经》语言文
字。国学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学国学，必须
看懂古书。张其成在大学阶段研习的文字
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实际上只相当于中
国传统学问中的小学阶段。
  35 岁那年，张其成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哲
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易经》研究泰
斗级学者朱伯崑。这段求学经历，颇有些波
折。朱先生年事已高，已多年不收弟子。张
其成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经过考试，
张其成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博士毕
业后，他又考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流
动站，成为全国第一个《黄帝内经》博士
后，师从王洪图教授。
  从学中文、中医，再到中哲，这样的学
科背景是张其成刻意的选择。“我的三个专
业都没有离开一个‘中’字，攻克它们，就
能更多地涉及国学的全貌。”文化的核心是
哲学，选择去北大哲学系，是因为他要学习
中国哲学的源头——— 易学。
  “朱先生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一生都重视
《易经》，冯先生的临终遗言是：中国哲学
在21 世纪将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
张其成回忆，1996 年5月，朱伯崑亲手创立了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
后来张其成担任了理事长，接力弘扬易学文
化的优秀传统、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易
学”。

把《易经》看成是算命的书

是桩冤假错案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应该有一个精神支
柱。创立“易道主干，三教合易”学说，是
张其成的一大学术贡献。基于多年的易学研
究基础，张其成认为，大易之道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主干，中华文化的结构是“一源三
流，两支五经”。“一源”即《易经》，儒
家、道家和中国化佛家则是从“易道”分化
出来的三条支流。两个支撑点是国医、国
艺，“五经”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五部经
典，包括《易经》《论语》《道德经》《六
祖坛经》《黄帝内经》。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棵参天大
树，那么树根一定是《易经》。”张其成对
《易经》等国学经典的研究几乎到了如痴如
醉的境界。 1988 年硕士毕业后，张其成曾面
向社会第一次开设了《易经》课，“本以为
大家会觉得晦涩难懂，没想到来听讲的人挤
满了教室和走廊。”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为了讲好《易经》，自己开始大量收集资
料。与此同时，张其成发现外国科学家对这
本书极为着迷，比如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从
易经八卦中看出了二进制，诺贝尔奖获得者

玻尔认为太极图的对立原理与量子力学中的
互补原理相同。这些惊喜的发现，更加激发
了张其成深入研究的兴趣，萌发了要编一部
易学工具书的想法。
  在没有电脑、完全靠人工的情况下，他
花了四五年的时间，终于主编出版了我国第
一部《易学大辞典》，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
的空白。两年之后，又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
部《易经应用大百科》。
  易道太极图中的奥秘也引起了张其成的
关注。在北大读书时，他用两年时间将太极
图的来龙去脉考证得清清楚楚，专门写了一
本《易图探秘》。“我们现在看到的太极
图，应该说大部分都是错的。真正的太极图
其实代表了宇宙周期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
可以量化。”他认为，太极图蕴含的核心思
想是“刚柔中和”，它是中华文化最完美、
最形象、最精准的表达方式。
  研究最深之时，张其成差一点儿走火入
魔。“什么都要算一下，红灯绿灯我都要先
算一下。”他直言，这部诞生于三千多年前
的经典著作，如果被人们认为是一本占卜、
算命的书，那肯定是桩冤假错案。“我认为
《易经》是一部‘改命’的书，它告诉人们
怎样才能逢凶化吉。”张其成告诉记者，我
们要从这部蕴藏着天道规律的书中“活出
来”，它本是讲天道，但又绝不只是讲天
道，恰恰是通过天道来讲人道，包括人应该
怎样按照天道做人做事。
  张其成倡导重新认识《易经》。在一次
大型的人力资源论坛中，讲完五行与人格的
课程后，某位互联网高管现场向他提了一个
请求，“作为《易经》研究的大家，你能不
能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足球赛？”张其成只
好回应，“我预测一下，但你们都不要当
真。我根本不懂足球赛，从来不看。”
  那天晚上是中国队和伊朗队对阵，张其
成预测说，两个队差不多。“现场很多双眼
睛瞪着我，那些眼神我受不了了，意思像是
在说，你在忽悠我们。我又说，中国队能险
胜，下面哗哗哗地掌声雷动，我补充了一
句，别当真。”
  活动结束之后，张其成赶回家，打开电
视机，上半场1 ： 1 ，下半场1 ： 1 ，加时赛
又是1：1，“没想到，最后点球的时候，惊
心动魄，2：1，中国队险胜。”
  很快就有电话打来祝贺张其成预测成
功，这时的他忍住笑意，假装平静地说了两
个字“玩玩”。“它并不是不可以预测，但
是千万不能陷在术里。要以道来统领术，超
越具体的东西，灵活地运用。”张其成透
露，《易经》的精华其实是六十四卦前面的
那些话，它阐述了深邃的哲理和人生的道
理，让人明白有因必有果，做什么样的事，
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正是《易经》
的魅力，它教你从这件事推测到下一件事
情，以类万物之情，推测出万事万物的情
况。”
  如今，张其成致力于国学经典文化的阐
释与传播。面向社会举办《易经》研习班
后，2004 年，他创办了国学书院招收弟子班
并独立讲授“国学五经”。不仅如此，张其
成还去全国政协干部培训班、中国石油等讲
授国学经典文化。他是最受欢迎的国学讲师
之一，个人在喜马拉雅FM开设的国学经典课
程深受听众喜爱，其中《张其成讲易经》播

放量达3501 . 4 万，长期居人文类、国学类播
放量第一名。《张其成讲黄帝内经》播放量
已到1447 . 3 万。

“如果仅仅把中医视为一种医学，

是非常可惜的”

  做博士后的两年中，张其成专注从《易
经》出发研究《黄帝内经》，研究《黄帝内
经》的五行生命观。博士后出站后，张其成
留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一直从事以《黄帝
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
  “如果仅仅把中医视为一种医学，是非
常可惜的。它是一种医学没有问题，但它是
最贴近百姓生活、最完美地将科技与人文融
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张其成认为，国学是
中医的基础，中医文化与国学研究一脉相
承。中医“天人合一、阴阳中和”的理念便
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体现，中医“调和致平”
的理念及其各种医疗技术、养生方法，几千
年来护佑中华民族繁衍不息、中华儿女祛病
健康。
  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国学，中医发展就
没有了“根”。 2014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
立国学院，张其成出任院长。“当时中医药
大学开办国学院，前所未有。有人说，中医
药大学开办国学院，没特色。”张其成回
忆，为了论证可行性，他询问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时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院长许嘉璐先生的意见，对方表示全力
支持。后来，张其成还去请教自己的老师、
著名学者楼宇烈。楼先生回答，中医药大学
开办国学院，不是特色，是本色。
  张其成介绍，成立后的国学院特聘楼宇
烈、陈可冀、钱超尘等先生为荣誉教授，立
足于以中医药文化为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研究，重点开展儒释道与中医学研究、易
学与中医学研究、中医典籍与汉语文化研
究、中医哲学与中华文明研究。他坚信加强
国学建设，必将对推动中医药文化发展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
  与别人不同，张其成的中医文化研究分
为两个部分：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一个扩大
了中医的研究领域，抓住了中医的“魂”；
另一个，将中医纳入传统文化范围，拓宽了
传统文化的路径。“中医文化与中医临床是
有机关联的，要把它们区分开，是我研究中
医文化遇到的最大困难。”张其成说，将临
床背后的理念、思维提炼成文化，这项工作
极富挑战性。
  不过，张其成还是凭借扎实的学术研究
和实践翻越了这座大山，建立起相关学科体
系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历时两年，张其成主
编了《中医文化学》，这是我国首部以“中
医文化学”命名的国家级规范教材，标志着
中医文化学已正式
纳入中医药本科教
学体系，对于中医
文化学科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为了
弄清源头问题，他
还主编了《中医哲
学基础》，阐述中
医学的文化源流、
哲学观念、思维方

式和历史发展脉络。
  2016 年，张其成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复兴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中医文化的三个
层面与两个维度。三个层面指核心价值、实
践方式、品牌形象，张其成比喻为“心”

“手”“脸”，“心”——— 中医药的核心价值，就是
“阴阳中和”；“手”——— 中医药的行为方式，就
是中医行为文化，包括辨证论治、养生方法等；

“脸”——— 中医药的物质文化，就是形象文化、
品牌等。而两个维度是指传出去与传下去。
  作为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其成所提提案都与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有
关，包括《逐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建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终身教育体系》《推进中医药文
化进课本进校园》等提案。“现在，中医文化走
出去最大的障碍就是观念和科学性，一些针灸
的中医疗法，西方人可以接受，但是他们对药
物非常谨慎。”张其成说，不过可喜的是，中医
药疗效正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中医的理念也
在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国际传播中，中医药本
身是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因为它去意识形态
化，不会让国外排斥，并且为人民健康带来
好处。
  2011 年，张其成发起成立了“张其成国学
基金”，2019 年获批成立“北京张其成中医发展
基金会”，他表示，设立奖学金是为支持中医发
展，推动包括中医在内的整个国学的普及。此
外，张其成还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中医
药大学等多个高校设立奖学金，至今已捐助
1100 多万元。“希望能鼓励更多优秀的人才加
入到国学文化的传承传播中，未来我还要扩大
奖学金的资助面。”
  2021 年 10 月，山东大学张其成奖学(教)金
颁奖仪式中，张其成亲临现场，为21 位优秀教
师、学生、校友颁奖。作为世界儒学的最高学
府、中国文史哲的高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开设的尼山学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他十
分钦佩。他告诉记者，山东作为文化资源大省，
很多领域都走在前面，他经常与山东学者交
流、请教。
  张其成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
需要遵循“顶天立地”的理念。所谓“顶
天”就是要有天道的信仰，不违背天道，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成文化自信。“立
地”就是把国学普及给广大百姓。“建构一
种信仰，使人人心中有信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有了信仰之后，这个民族就是坚定的、
坚韧不拔的，就是‘顶天立地’的。”张其成说，
自己研究国学，传播国学便是朝着这个目标去
的。俭朴的书房里，笔墨生香，一瞬间张其成
的思绪又回到了连绵青瓦、斗角飞檐的徽
州，夜色透过摇曳的风灯洒落在熟睡的定潭
河上，二楼角落的灰暗灯光映衬出少年的脸
庞，张其成正在捧着线装古书苦读……

出生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一帖”医学世家，却放弃家族临床传统，只因想站得再高一些———

张其成：用文来治人的心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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