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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药具有几千年 的悠久历史 ， 它有多部经典构

筑的深厚理论 ，
也有历代医家积累 的丰富经验 ，是

一

个
“

理法方药
”

完备 、

“

道术并重
”

的独特医学体系 。 建国

前后 ， 中医学经历了 沧桑巨 变 ，从衰落逐渐走 向复兴 ，

这种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 因 ， 其中政策的作

用不容低估 。 笔者曾出版 《 中医近现代史话 》 《永远 的

大道国 医 》 《挺起中 医脊梁
——

“

废 医验药
”

危害中医 》

《 中医大智慧 》 等学术著作 ，进行研究 和探讨 ，
以便为

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

１ 中 医历经辉煌 ， 在近代走 向衰落

神农尝百草 ， 黄帝论 医药 ， 伏羲制九针 的传说 ，
反

映了中 医药的古老历史 。 甲骨文的病症 、病名 ，秦简汉

墓出土的医药简牍 ， 《易经 》 《 尚 书 》 《左传 》 《 山海经 》

等先秦古籍中有关医药 的文字 ，
见证了 中 医古老的学

术渊源 。 可以说 ，五千年的文明史 ，就是中医药与中华

民族血脉相连 、生死相依 ，
逐渐走 向繁荣昌盛的历史 。

１ ． １
“

西风东渐
”

使 中 医失语 在 中国 的历史上 ， 佛

教的中 国化用 了 几百年 ，辽 、金 、元 、清等外族人主中

原 ，
也都被炎黄文化所 同化 。 但是 ， 明 末清初之后 ，

西

方文化逐渐东传 ，西方的医药文明也与传教士
一

起来

到中国 。

康熙 （
１ ６ ５４
—

１ ７２２
） ） 皇帝患疟疾 ，太 医久治不 愈 ，

传教士用金鸡纳霜治疗后很快好转 ，这
一

偶然事件促

使康熙重视西医知识 ，并且用满文 翻译西方 的解剖 学

著作 ，
开启 了西 医知识在 中国迅速传播的序藉 。 在北

京行医 ４０ 余年 的王清任 ，
于 １ ８３０ 年写成 了 《 医林改

错 》
一

书 ， 直指 中 医经 典著作 的 解 剖错误 ， 尽 管他 的
“

改错
”

并不彻底甚至错误 ，但其书 中依你 中 医气血理

论创制的活血化瘀方药十分有效 ， 为他的
“

改错
”

主张

增添了魔力 ，震惊 了中医界 。 在屮 医初遇西医时 ， 中医

首先用 西 医解 剖为标准 ， 给 自 己 打 了一个 不及格 的

成绩 。

１
． ２ 中 医成 了

“

医学革命
”

的障碍 甲 午 海战之后 ，

中国开始了 向西方学 习 的世纪。 中医学被当作阻碍科

学化的堡垒 ， 受到近代许多文化名人 的不正确指责 ， 中

医 的指导思想
“

阴 阳五行
”

学说
，被斥为 陈腐玄虚的封

建糟粕 。 中医 因此而
“

失语
”

了近百年 ，
也在

“

不科学
”

的席位上坐了近百年 。

从 日 本 留学归来的
“

海归派
”

，效仿 日 本取消
“

汉

医
”

的政策 ，
要消灭 中医 。

１ ９ １ ２ 年北洋政府决定不发

展中医教育 ，

１ ９２９ 年 民 国 政府 开始有组织地取消 中

医 ， 中 医被 当成
“

医学革命
”

的障碍 ，
建 国前的 中 医界

逐渐走向衰败 ，尽管还 有 ５０ 余万从业人员 ， 已经是风

雨飘摇之中 的一个
“

夕 阳行业
”

了 。

２ 新 中 国成立后 ，毛泽东主席挽救 了中 医

１ ９４９ 年中国人 民经历了 百年磨难和艰苦奋斗 ，终

于站立在 世界的 东方 ， 而 中 医界 不但没有 获得
“

解

放
”

，反而加快了倒下去 的进程 。 卫生行政部 门 背 离

毛泽东主席
“

团结新老 中西医
”

的指示精神
， 提 出

“

中

医科学化
”

，办中医进修学校 只讲授西医知识 ， 以此改

造中 医队伍 。 不办中医学院 ，不培养新 中医 ， 中医后继

无人 已成定局 。 而且还要考试
“

甄别
”

，
用

“

科学的西

医知识
”

考中医 ，结果全国的 中 医仅有不到 ２０％ 合格 ，

大批 中医被迫 改行 、歇业 ， 中 医队伍锐减 ９０％ 。 东北

卫生部长王斌竟说
“

中医是封建 医
”

， 必将随着封建社

会的消失而消失 。 中医进人 了最困难的时期 ， 这是此

前所没有出现过的
“

灭顶之灾
”

。

１ ９５ ３ 年 ， 毛泽东主席在白学光 （ 时任解放军总后

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 的报告上批示 ， 要检査卫生部的

工作 。 中 央文委工作组发现 了卫生部 中医政策的严重

问题 ，
立即报告 毛泽东主席 。 毛泽东主席严厉批判歧

视 、
限制 中医 的错误政策 ，撤消 了卫生部两个副部长 的

职务 ， 尽管他们战争年代 曾经功勋卓著 。 这个举措 ， 让

全国为之震惊 。

２ ． １ 毛泽东制定中医新政策 中医走进西医的医院 ，

开展中西医结合 ， 防治 各种严重疾病 ；研究中医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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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医研究院 ；
创办 中 医学院 ， 让中 医不再 自 生 自

灭
；
大力扶持中医教育 ，让学中医的学生与师范生一样

享受优待政策 。

经过
一

系列措施的挽救 、扶持 ， 中医重新得到社会

重视 ，不再是
“

封建余孽
”

的代表了 ，重新站立起来成

为受人尊重的
“

苍生大医
”

。 台湾的陈立夫说 ，尽管他

对毛泽东很多做法不赞同 ，
但是他要歌颂毛泽东的中

医政策 。

２ ．
２ 中医有了再次发展的机会 毛泽东主席制定 了

扶持中 医的新政策 ，中 医界不负众望 ，
立即给予这个政

策提供了事实证据 。

１ ９５４ 年 ，放弃个人诊所 、走进医院的郭可 明在石

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以 中 医的方法治疗 乙脑 ，治愈率在

９０％ 以上 ，这对于当时病死率 ３０％ 以上 、致残率也很

高的世界医学界来说 ， 犹如
一

声春雷 。 中 医治疗婴幼

儿肺炎 ，挽救了许多年幼的生命 ； 治疗血吸虫腹腔积

液 ，弥补了
“

华佗无奈小虫何
”

的缺憾 。

一个一个的成

就 ，
证明 了毛泽东主席当初 的决断非常正确 ，他多次 自

豪地说 ：

“

中华民族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我看中 医

是一项 。

”

２ ． ３ 中 西医结合治病初显成效 １９５ ８ 年 １０ 月 １ １

日 ，
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 《关于西医学 中 医离职学

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 指出 ：

“

中国 医药学是
一

个

伟大的宝库 ，
应 当努力发掘 ， 加以提高 。

”

并指示各地

要多办
一些西医学习 中 医的培训班 ，期待 出

一

些高明

的理论家 。

理论的创新不容易 ，
临床的成就却逐渐显现 ，针刺

麻醉获得成功 ， 引 燃了世界针灸热 、 中 医热 ，
也是

“

乒

乓外交
”

前后 ， 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的先行军 。 不仅如

此 ， 中医中药治疗急腹症 、骨折 、异位妊娠等西医需要

手术治疗的许多疾病 ， 使很多患者避免 了手术之苦 。

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 ， 中医表现得更加优秀 。 青蒿素

提取成功 、 活血化瘀研究等 ，
也是这个时期 的重 要

成果 。

２
．
４ 走过

“

文革
”

在调整之中继续前进
“

文革
”

中许

多行业受冲击 ， 由于中 医学和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 因而倍受损失 ，许多老 中 医受到不公正待遇 ，

甚至被迫害致死 ； 中医院校被合并 ， 中 医医院也在
“

中

西医结合唯
一道路

”

的不正确指引下 ，走 向衰落 ，或者

受到冲击 。

“

文革
”

后
， 中共中央发出 了 《关于认真贯彻党的

中医政策 ，解决 中 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 》 的文

件 ，这是改变 了许多 中医命运的 中共中央 （
７８

）
５６ 号文

件 ，邓小平批示说 ：

“

这个问题应该重视 ， 特别是要为

中医创造 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

”

３ 三支力量长期并存 ，共 同发展

中医发展的道路问题 ，长期困扰着广大从业人员 ，

也为 中医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多困惑 。 中 医与西医 ，分

别起源于不同的地区 ，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在近代逐渐

碰到一起 ，
不是新旧取代 ，

也不是简单组合 ，很多著名

中医学者以
“

新 中医
”

自 居 ，
也有很多西医喜欢 中医 ，

逐渐把 自 己变成 了中西医均懂的医生 ，
左右逢源的两

种医学在
一

个人的心 目之中 ， 是否可以成为一个
“

既

高于西医 ，又高于中医
”

的
“

新医学
”

？ 很多人跃跃欲

试 ，
以为必然如此 ，

因为 中医与西医面对的是 同
一

个患

者 ，或者是同一个疾病 。 但是 ，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之

中 ，并没有出现这样理想的
“

新医学
”

，反而使 中医事

业受到
一

定的影响 。

３
．

１ 政府卫生部门告别惟
一

道路 １ ９ ８０ 年卫生部确

定了 中医 、西医 、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 、共同

发展的战略思想
；
１９８２ 年的衡阳会议上 ，卫生部部长

＇

崔月 犁倡导
“

保持 中医特色
”

的方针 ，年底颁布实施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

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
统医药

”

。
１９８６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 家 中医管理局 ：

并划拨了专 门的中医事业费 ，为 中医的发展在管理机

制方面 ，做出 了重大决策 。

３ ． ２ＳＡＲＳ 时期再显 中 医药神威 中 医药治疗流行

性出血热 、 甲肝合并乙肝、艾滋病等许多传染病方面 ，

都有 自 己独特的表现 ，但是在 ＳＡＲＳ 疫情突袭之前 ，未

受到人们注 目 。 在世界医学还没有针对 ＳＡＲＳ 的有效

药物之时 ，在没有疫苗预防的紧急关头 ， 中医药显示 出

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重视的优秀特质 ， 中医药人员在

香港与西医专家 同心协力战胜 ＳＡＲＳ 的表现 ，
也令英

国皇家医学会会员刮 目相看 。 笔者主编的 《 中 医群英

战 ＳＡＲＳ》 ，用 ５０ 万字 的
“

史实篇
”

与
“

反思篇
”

，研究和

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 。

３ ． ３ 中医是
一

个与时俱进 的学术体系 中 医注重历

久弥新 ， 与现代医学发展 同步跟进 。 比如 ，西医的

疫学说 、 自 由基损伤 、微量元素 、细胞性因子网络调节 ，

中医药都有不同的组方药物 ， 可以作为
一个有效的干

预因素 ，取得试验可以证实 的结果 。 中 医不仅在慢性

病 、复杂疾病领域 ，善于解决很多棘手问题 ，
而且神舟

飞船载人上天 的时候 ，
使用中药

“

太空保心丹
”

预防太

空病 ，保护宇航员健康出仓 。

４ 新时期中医发展迎来新机遇

中医的发展道路充满坎坷 ，
医药产业背后巨 大的

经济利益 ，让中西医之间 的关系 ，
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之

争 ，
还伴随着地盘和利益的复杂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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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反对中医思潮沉渣泛起 ２００６ 年 ，

以 《告别中 医

中药》出笼 、 网络签名取消 中医药闹剧为代表的反 中

医思潮重新抬头 ，
中 医药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又

一

次成

为社会热点 。 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吴仪副总理看出了 问

题的严重性 ，她带领多部委领导出席了 ２００７ 年初的中

医药工作会议 ，成立 了中医药工作部级领导小组 ，启动

了
“

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宣传活动
”

，展示了 中央政府

对于中医药支持的态度 。 笔者出 版的 《捍卫中 医》 ，记

录了这个历史过程 。

学术界对于 中 医药高度关注 ，尽管有人说
“

中华

文化 ９０％ 都是糟柏 ，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

阴 阳五行是

最大的伪科学
”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 中 医药是我国原

创的知识体系 ，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 因此 ，著名哲学

家任继愈 、学部委员方克立等认为 ，反中 医思潮的重新

抬头 ，
不是中医 自身 的问题 ，

而是哲学的问题 ，也就是

如何看待 中 医药的世界观有问题。 他们带领有关专

家 ，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成立了
“

中 医哲学分会
”

， 表

明捍卫中医的坚定立场 。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们

利用 ２ 个假期集 中讨论
“

复杂性科学与中医的复兴
”

。

４ ． ２ 《 中医药法 》立足于保护与发展 中 医立法的想

法萌发于 ３０ 多年之前 ， 当时尽管没有明显的反中医思

潮 ，但是 ，很多部门认为有了 《医师法》 《药品管理法》 ，

就不应该另立《 中 医法》 ，所以草案没有走 出卫生部的

大门就夭折了 。

？

２００３ 年国务院出 台 了 《中医药发展条例 》 ， 把
“

管

理中医药
”

的理念 ，转变为
“

发展中 医药
”

， 为重新起草

《 中医药法 》奠立了 基础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正式颁布

实施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 》 ，把多年来党和政

府扶持 、保护 、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示 、政策 、法规
，
用

一部专门法固定下来 ， 不再满足于
“

管理职能
”

，
而是

推行中西医并重 ，
以保护 、发展为导 向 ，

让中 医药按照

自身规律发展 ，涉及 中医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保障 ， 中

药材种植 、加工 、开发 ， 中医人才的教育 、培养 ， 中 医科

研的 目标方向 ， 中 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 、传承和传播 ，

中医药的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 其中提到的 中医诊

所 、 中药制剂备案制 ， 中医人才可 以通过师承与确有专

长考核获得医师资格等都将逐步落实 ，
并推动 中 医事

业不断发展 。

４
． ３ 中医药走向世界展示国家软实力 中 医针灸诊

所 、 中医诊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播 ， 已经遍及五大洲

的绝大多数国家 ，
中国与 １００ 多个政府之间的协定 ，包

含有中医药合作的内容 。

一带一路也有很多国家引进

了 中 医药项 目 。 习 近平主席说 ：

“

中 医药学凝聚着深

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

实践经验 ，是古代科学的瑰宝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 。

”

他把宋代针灸铜人复制 品送到世界卫生组织

总部 。 世界针灸学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总部

设在中国 。 这充分说明 中 医药独特的学术特质 ， 具有

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未来价值 ，并且随着养生治未病 ，健

康小镇 ，
医养结合 、康养旅游等新业态的逐步深人 ， 中

医药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

４
． ４ 中医道术并重特色有待保护和发扬 中医近现

代所走过的坎坷道路 ，都是
“

重术轻道
”

造成的 ， 目前 ，

仍然是只承认中医有技术和方药 ， 不认为中 医的脏腑

经络 、阴 阳气血等理论属于科学语言 。 并且认为 ， 中医

的技术需要按照西医的病名进行规范 ， 方药需要按照

化学原理进行研究 ，仍然处于
“

废医存药
”“

废医验药
”

思想制约的时期 ，这种忽视
“

道
”

只重视
“

术
”

的导 向 ，

造成了中 医事业的困难与衰落 ， 乡 镇以下难见 中医身

影 ，城市中 医院严重西化 。

中医药有很多优秀的特质等待我们去发现 、发扬 ；

它很多理论 、技术与经验 ， 都落在现代医学 的 目光之

外 。 比如 ， 中 医不专门研究人体和物质的空间结构 ，
而

是用生成论的方法研究生命的时空并存 、形神一体 、多

元和谐 ；
不是直接针对病灶 、靶点的治疗 ，

而是通过调

动
“

内在卫生 资源
”

，加 强人体的 自 我调节 、 自 我修复

能力 ，
来维护健康 ， 调理亚健康 ，治疗不健康 。 治病方

药不是单一 的化学对抗 ，
而是复 杂整体 的

“

组合效

应
”

，这在方法论上不是现代医学的法宝
“

定性定量分

析
”

所能阐明的 。

在建设创新型 国家 ，提倡科学技术原始创新的新

时期 ，中 医药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宝藏 ，具有
“

独特的卫

生资源 ，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 ，原创优势 的科技资源 ，

优秀的文化资源 ，重要的生态资源
”

等 ５ 大资源优势 ，

等待着释放能量 ， 为中华 民族的重新崛起而走进世界

千家万户 ，关爱天下众多的人民 。 ．

追往思今 ，在建国 ７０ 年到来的时刻 ，我们看到 中

医药的沧桑巨变 ，也对 《 中 医药法 》 和 中医政策所引 领

的未来 ，充满信心和期待 。

（ 收稿 日期 ：２０ １ ９
－

０６
－

１ 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