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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战疫”发挥潜能证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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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发挥

了应有的担当，强力参

与“全民战疫”，中医领

域的精英及许多地方的

中医力量的介入，在“全

民战疫”这个广阔的战

场上呈现出许多亮色，

鼓励了人心，对最终赢

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据报道，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2020 年 1 月

17日就以临床急用实用

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

“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有效方

剂筛选研究”专项工作。

2020 年 2 月 3 日，

由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

队——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

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南楼一病区8名新型冠

状患者全部痊愈出院。

2月6日，国家卫健

委接着再发通知《关于

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使用“清肺排毒汤”》，

称 抗 疫 用 药 可 结 合

中医。

据 2020 年 2 月 11

日央视网报道，2020年

2月6日，武汉两家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医院有23

名患者治愈后集中出

院。期间，中央湖北指

导专家组成员刘清泉分

析了“中西医结合、以中

医治疗为主”的治愈效

果及其对治疗新型冠状

肺炎的意义。

在西医尚未找到对

症的好药、根治的疫苗

背景下，中医对“防控”

效果的巩固和“歼灭战”

的展开，以致最终取得

彻底胜利，起到了重要

作用，显示了中医这一

千年传统医学隐藏的巨

大能量和不可限量的

未来。

中国中药谷向武汉捐赠中药茶包

中医重拾“话语权”
中国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

国家民族的危机，始于西方的坚船
利炮攻陷我海防城镇，而全面的危
机意识则始于甲午海战的失败。

其实传统文化的“变革自我”，
早于1911年。晚清科举的废弃和
新式教育的实施，对传统文化的扬
弃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在“五四
运动”中，“文化不如人从而导致国
家衰落”的观念已成为主流意识形
态，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
以期“文化救国”成了那个时代的
共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医这
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治病救人之
术”被民国政府质疑，面临“存废之
争”。最直接的原因是，主持医药
卫生事业的官员几乎清一色是西
方医学专业的留学生。但民国的
老一辈名医施今墨以自己高超的
医术、“临床疗效比拼”的方式保住
了自己“现代合法的行医权力”。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组
成部分，无法回避“如何面对现代
化”的世纪课题。随着时代的发
展，中医如何面对现代化，不只是
中医学科本身的事情，更涉及中华
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事关全体中国
人的生命健康。

中西医“对话”的本质
中西医之争的本质是中国走

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传统
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现实
是“文人通医”。“不为良相即为良
医”是传统知识精英为人处世、参
与社会进程、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
人生路径。仅凭这一点就可证明，
中医是具有实践理性特征的儒家
传统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不止于此，中医并非一般意义
上的传统文化，它是“治病救人”的
医学体系，护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
繁衍生息，从根本上成就了民族的
存续大事，因此深谙传统文化的学
者楼宇烈把中医称之为“中华文明
之魂魄”。

那么，为什么中医很难发声以
自我证明，或者大声争辩呢？

从根本上讲，近现代文明是基
于西方哲科思维模式的文化体系，
西方医学的发展与前沿学科进化

同步，已从细胞学和遗传基因角度
研究和治疗疾病。

与此相反，中医这一源自《易
经》哲学与道家哲学思想，有千年
实践经验累积的医学却有着完全
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精神品格。

中医所秉承的“阴阳理论”“五
行相克”，即“气”“经络”“脉”“穴
位”的概念，即便是古代的普通人
都未必理解，我们又怎能去苛求现
代人，更遑论与根植现代西方科学
技术的话语体系进行对话沟通
了。从比较文化角度说，就连诸如

“阴阳”“五行”这些核心概念，如何
准确地翻译成外文都是困难的。

中医与西医，实质上是中国传
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其面
临的困难依然很大。这个所谓的

“大”，不是金钱和权利的问题，而
是文化的隔阂问题，是源自东西方
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背景的医学
话语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异质”差
别而造成的。

这个对话的困难不仅是由于
文化体系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中医本身包含“超前的科学观”，也
就是著名学者钱学森认为的“中医
是顶级的生命科学”。

因此，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对
话、交流与融合，必定是中医在世
界崛起的过程。

中医的生存与发展
首先，要高举“疗效是检验医

学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旗帜。
经过与SARS非典和“新冠肺炎”的
两场“战疫”，中医在当代初步恢复
了自己在大众面前牢不可破的医
学身份，但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任
务依然沉重。

中医药振兴首先还是“实效说
话”。中医界自身要不忘初心，努
力钻研，提高医术水平，巩固自身
的力量。

政府应该出台更多切合实际的
政策，鼓励有能力的民间中医力量
的释放。眼下，就连民间老中医都
知道，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是中医最
突出的表现。换句话说，很多大病、
难病、慢性病，其实许多公立医院无
能为力，而疑难杂症的特色医院或
有造诣的中医却可大展身手。

第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
宝藏挖掘。中医要生存和发展，最
基础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不是现在

“课堂上读书学习”的培养模式，而

应借鉴传统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
式。要以“十年树木，百树人”的决
心，从小开始熏习，为未来杰出人
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另外，无
论少年或专门学校里学习的青年，
都必须在实践丰富的师傅的指导
下，用心学习领悟、研读中医经典，
长期进行临床实践。

第三，在与西医的对话过程中
发展中医。东方的智慧与西方的
逻辑思维各不相同，各自按照自己
的惯性发展并“相遇”。在21世纪
的今天，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
话、沟通、融合，“各美其美”，实现
文明互鉴，共同受益，是走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的必由之路。中医的
自我觉悟，以及积极主动与西医互
动，必然有助于自身在现代化之路
上更好地发展，参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建设。

第四，加大中成药的研发力
度。我们应发掘中医药潜能，借鉴
日本、韩国的经验，把“中医经验”
汇集成成熟有效的方子，并在现代
科技的基础上研发、制造成药，由
此进入工业化生产以惠及广大百
姓。这是中医药发展壮大的成熟

路径之一。
第五，中医是中国泥土里长起

来的医学，始终是人民的守护神。
把中医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
在社会误导的陷阱。中医不是单纯
的文化概念，更非一般意义上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讲究“治未
病”。中医是活的医学，是可让百姓
普遍受益的国宝。政府应加大支持
力度，动员中医各界的社会力量，让
中医实实在在有益于百姓的健康。
这是中医数千年来存在的理由，也
是她未来发展的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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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业已证明，也必将证明，
中医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魂魄，也是
人类共同的医学宝藏。著名中医
邓铁涛说得好：“21世纪是中华文
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21
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
的崛起已势不可挡。作为一个国
家的独有的实力，文化的崛起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包含了五千
年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的崛起，将
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

山东鲁艺书画研究中心名誉艺术顾问张焕业的抗疫画作《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