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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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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简述 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面 临的困难

,

认为中医学基础理 论的现代研究应基于定

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

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研究
、

保持传统特色与多学科交叉渗透
、

提高疗效与探

求本质等方面
。

[关键词 1 中医学
,

基础理论
,

现代研究

中医药学是 中华 民族灿烂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 昌盛作出了巨大 的贡

献
,

并以独特的理论体系
、

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

界医学之林
,

成为人类 医学宝库 中的重要财富
。

中

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
,

显示了其存在的科学价值
。

同时
,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

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许多不足之处
。

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

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交融
、

结合
。

随着科学实践的发

展和进步
,

中医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前进
。

1 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面临的困难

近几十年来
,

通过
“

七 五
” 、 “

八五
” 、 “

九五
”

攻关

项 目和
“

攀登计划
”

的实施
,

中药学 的现代研究取得

了一定进展
。

但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具有理论构架
、

思维方式
、

逻辑推演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

给 中医学

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
。

目前中医

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尚未 出现重 大突破
,

传统

的理论框架尚未从现代意义上进行整理和翻新
,

对

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往往陷于争论而得

不到深人的解决
。

2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的内容

几十年来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西医结合的基础

研究结果表明
,

只有不断发展中医学基础理论
,

才能

带动中医学整个学科的进步
。

笔者认 为
,

正确认识

和解决下列 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的问题
,

是解决

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 目前停滞不前的重要内容
。

2
.

1 定性研究与定 t 研究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对生命现象的许多研究内容
,

需要定性研究的同时
,

更需要定量的研究
。

事实上
,

定性的东西是在大量的定量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
。

相对于西医而言
,

由于 中医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使

得中医学中定性 的内容大多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

没有足够的定量分析的研究基础做支撑
。

如征候的

定义等
,

几乎都是定性的认识
,

缺乏定量的内容
。

而

西医学的概念大多建立在精确的定量研究 的基础

上
,

如炎症定义 中的有关白细胞数等等
。

因此
,

中医

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对中医基础

理论的定量研究
。

2
,

2 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研究

在生命科学领域中
,

无论从个体
、

细胞
、

亚细胞

或分子水平来探讨各种生命现象 的机理和本质
,

都

需要各个层次的观察结果做支持
。

微观的观察结果

要接受整体宏观生命现象 的检验
,

并整合到整体 中

加 以解释
。

而对个体行为和群体特点研究的最终 目

标也要综合到系统中去解释客观现象的本质
。

中医

学中的许多理论
,

如阴阳学说
、

五行学说等都从宏观

角度
、

整体层 次上较好地 阐述 了复杂的生命现象
。

但是
,

却没有很好 的微观上的数据结果用于支持 中

医学的宏观理论
。

西医学也有许多宏观层次的理论

和概念
,

如内稳态的概念
。

但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大

量的实证数据基础上
,

并随着科学研究 的进展而不

断改进和完善
。

因而
,

未来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应侧重于在现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微观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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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

同时
,

应根据微观层次的研究结果对宏观

的理论和概念适当加以诊释
、

调整和完善
。

2
.

3 概括的理论与精确的阐述

运用科学的
、

精确的实验和临床数据
,

从复杂生

命现象 中
,

总结出概括性 的理论和定律
,

使人们更容

易了解和把握生命现象 的本质
,

这也是科学发展的

基本途径之一
。

中医学 的优势是将人 与 自然 的关 系进行 了概

括
,

其不足是这一概括并没有建立在精确数据的基

础上
。

如
:

中医学运用
“

比类取象
”

方法
,

虽将许多复

杂的生命现象进行了概括
,

但并不具备精确性
。

中

医学认为
,

脾为后天之本
,

脾在五行中属 土
,

而土主

万物
,

以及脾主运化功能等
。

这是根据一些临床现

象建立起来的一种概括性理论
,

但这一理论没有精

确的临床数据和功能指标
。

在西医学中
,

有相似 的

概括性理论
,

如延髓为生命中枢
,

它是建立在神经元

功能
、

神经电等许多可重复性现象观察等事实和证

据基础上总结 出来的
。

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
,

随着长

期的对精确的实验数据 的大量积累
,

可能使概括性

的理论发生修改
,

这种修改有时是重大的
。

因而
,

概

括的理论总结和精确 的研究 阐述应是互动的
,

是当

前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 的重点之一
。

任何一种理论和概念都具有抽象 的特性
,

但这

种抽象性是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
。

如西医学中免疫

调节的概念
,

是建立在包括 T 细胞受体活性调节
、

B

细胞表面受体调节等许多具体的概念之上
。

而中医

学中的很多概念
,

如 阴平 阳秘
,

精神乃治
,

并没有建

立在具体的概念之上
,

使这种抽象概念的运用程度

受到一定限制
。

因此
,

对 中医学基础理论 中不具备

具体数据和证 明的抽象性概念进行具体化和精确的

阐述
,

是当前扩展中医学基础理论运用范 围的主要

研究内容之一
。

2
.

4 保持传统特色与多学科交叉渗透

任何学科
,

尤其是传统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保持

其本来的特色
。

但是
,

保持特色的同时
,

也一定要不

断吸纳其他学科
,

如数学
、

物理
、

化学等的先进知识

和技术
,

并接受其他学科 的渗透和交叉
。

中医内科

学 4 大经典中内经
、

伤寒论等都独具特色
,

但如果 当

代的中医内科学都 只建立在其特色的基础上
,

而不

吸纳当代科学技术并与之交叉渗透 的研究结果
,

那

么其发展也就受到很大限制
。

人体解剖学是具有西

医学特色的传统学科
,

由于不断 吸纳当代物理
、

数

学
、

化学
、

信息技术等技术
,

人体解剖学不仅具有很

详细的人体结构图谱 (包括超微结构图谱 ) ; 同时
,

也

已经或即将描绘出人体的基因结构图谱
。

由此可见
,

中医学现代研究 的重要指导思想之

一应保持系统开放
,

吸纳其他学科 的先进知识和技

术
,

并接受其他学科的渗透和交叉
。

传统学科的发生发展不同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

的影响
,

在吸纳新知识新技术的同时
,

要充分考虑传

统文化的因素
。

毋庸质疑
,

推动传统学科的发展
,

需

要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
,

但现代 的科学技术的运用

也是必不可少的
。

文献的整理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在

推动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过程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

比如
,

现在提倡 的中西医结合和 中医现代研

究都是为了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
,

强调研究中的

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渗透
。

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 中医

研究 中使用的方法不 同
,

可有传统研究和现代研究

之别
,

但提 出
“

中医学 现代 化研究
”

的概念
,

似有不

妥
。

因为
, “

现代化
”

往往含有对
“

传统
”

过多的否定
,

而中医学 中的许 多传统 和特色是 中医学 的优势所

在
。

建议提为
“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
”

似乎更

为妥当
。

2
.

5 提高疗效与探求本质

由于中医学 中许多基本理论
,

如征候
、

脏腑的病

因等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
。

因此
,

中医基础理论的

现代研究内容 中
,

首先应该重视 的是探索这些概念

的实质
,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研究过程 中发生

的各种共同的和不同的现象 的机理进行探索
,

而不

应把提高临床疗效作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唯一

重要 目标
。

对表面现象的本质探索与临床疗效的提

高可能会存在一定距离
。

比如
:

对中药和 中药方剂

研究 可以也应该把提高临床疗效作为研究 的重要 目

标
。

但对临床基础
.

理论研究的重要 目标应放在发现

现象和解释现象 的发生和发展本质 的研究
,

基础理

论研究的结果与提高临床疗效之间有一定距离是允

许的
。

2
.

6 各家学说与相对标准

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
,

出现过 良好的
“

百花齐

放
、

百家争鸣
”

的局面
,

为中医学 的发展提供 了许多

有益的素材
,

对中医学术发展起 了非常重要的推动

作用
。

但要看到
,

长期 固守和拘泥于固有 的学术流

派对学术研究的长远 发展会 产生不利影响 的
。

因

为
,

固有的学术流派会限制学术发展过程 中起 重要

作用的
“

创新思维
”

的发挥
。

不同学术流派的存在应

处于不断更新过程 中
,

即不 同学术流派处于不断的

循环和更新才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
。

在这个循环

和更新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标准
,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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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争鸣的目标也应该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个更符合

科学发展的相对标准
。

只有有 了这个相对标准
,

中

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才能深人开展下去
。

与此

同时
,

中医学基础理论 的现代研究结果也可能会反

过来充实和完善原来 的相对标准
。

3 结 语

综上所述
,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应注意

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
,

从概括到精确
,

从宏观到微

观的转变
。

在保持中医学学科特色 的基础上
,

注意

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

并与之相互交叉

和渗透
。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现象本质的特性
,

并要求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有相对一致的标准
。

以上

是笔者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的一些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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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N I H 生物医学研究和管理讲 习班
”

在北京举办

2X() 0 年 5 月 14一 17 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生命科学部
、

国际合作局
、

国际交流 中心和 中国

医学科学院在北京共 同组织 了
“

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 ( M H )生物医学研究 和管理讲习班
” 。

来 自国内

医学研究领域的部分高校和研究院
、

所 的 200 余位

代表参加了讲习班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

主任周炳现院士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

M H 副院长 Wen d y B al idw
n
博士

、

M H 副院长

高级顾问 hP i l ip Ch e n
博士

、

N I H 副院长 Wi l li a m H ar
-

l a n 博士
、

N xH F o g a rt y 国际中心项 目主任 A ll e n H o l t

博士分别就 M H 院内研究项 目的管理和评估 ; M H

院外资助项 目的概况
、

M H 资助项 目的同行评议过

程
、

在非工业化国家中的疾病预防和心血管系统疾

病
、

中美间的国际合作等作了专题报告
。

N IH 是享有盛誉的世界 著名生物医学研究单

位
,

也是代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研究

的政府机构
。

它在支持和调控生物医学研究 方面

起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

不仅拥有雄厚的研究经费
,

而且具有很 高 的研究 水平
。

在 M H 成 立至今 的

123 年中
,

有 97 名得到过 M H 资助的科学家获得

了诺贝尔科学奖
,

其中 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

成果是在 M H 的实验室里实现 的
。

M H 不仅具有

世界一流的科研 条件
,

而且有完整 的科研管理模

式
,

它的项 目评审体系
,

同行评议和项 目遴选准则
,

支持创新
、

鼓励学科交叉的科学管理方法
,

以 及激

励和培养青年人的机制等
,

对提高中国的生物医学

研究和管理水平
,

具有十分重要 的参考价值
。

(国际合作局 徐曼红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