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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育群关于“阴阳学说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讲座

[ 作者 ]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单位 ]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摘要 ] 2007年7月2日下午在广西民族大学多媒体教学大楼104教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廖育群所长已经为大家奉献了一次题

为“重建秦汉医学史”的精彩的专题学术讲座，让大家如痴如醉，意犹无尽。为了满足大家晚上廖所长为大家又演义了一出精彩讲座——

阴阳学说与中国传统医学。讲座的内容包括：阴阳家及其学说旨要、医学中阴阳循环与对立的不同表现、医学中的特例——三阴三阳、医

学与易学、中医的灵魂——辩证施治。 

[ 关键词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阴阳学说;中国传统医学;秦汉医学史

       2007年7月2日下午在广西民族大学多媒体教学大楼104教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廖育群所长已经为大家奉献了一次题为

“重建秦汉医学史”的精彩的专题学术讲座，让大家如痴如醉，意犹无尽。为了满足大家晚上廖所长为大家又演义了一出精彩讲座——阴

阳学说与中国传统医学。这一讲座吸引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其中包括：广西民族大学的容志毅教授、吴致远博士和高建平博士、广西大学

的蒙绍荣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黄祖宾主编和黄世杰老师及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大学科术史的研究生们。讲座的内容包括：阴阳家及

其学说旨要、医学中阴阳循环与对立的不同表现、医学中的特例——三阴三阳、医学与易学、中医的灵魂——辩证施治。在讲座中处处体

现廖所长的独特人格魅力、超凡的演说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渊博的学术知识。廖所长的讲座条理清晰，结构严谨，是他学识渊博，勤

于思考的真实反映。廖所长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往往通过旁征博引，吸取大量的文献资料，再利用的对比的方法，把问题分析得深入浅

出，并综合归纳，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亮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廖所长在讲述“医学与易学”时，首先做了一个文献综述，“不知

《易》，不足以言大医。——（明）张景岳”“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

医。——（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习业》”……；再进行分析比较：汉代：以今本《黄帝内经》、《难经》。为代表的医学经典，

大讲阴阳、五行。晋唐：风尚大变，独重实用。宋代：学风又变，理论研究的兴趣转浓，汉代医学经典中的阴阳之说才倍受青睐，阐发注

释越来越多。阴阳学说越来越成为理论医学基础的基础。当代：“科学易”之风大行，“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之说空前盛行；然后

分析归纳，“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分离的历史，也是它不断走向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历史”，“而取向于事物矛盾

关系的卦象说，则开辟了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最后亮出自己的论点：“一般认为，大讲阴阳的《易传》形成于

战国中晚期之间，至迟也在战国末期。医学与《易》学，大致均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接受了阴阳学说，但两者间却无直接启承关系。”经过

研究分析，亮对自己的观点。对中国书店出版的《易学与中医•总序》一书中的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

统共同构成，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与道家共同尊奉的，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因此：“《周

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集点。”，廖所长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以为《周易》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载体——不仅

承载着早期巫师的“占卜之术”，儒家的“义理之说”，古代睿智的“哲学思想”，还必须承载当代的“科学文化”，然而就“阴阳学

说”而论，《周易》也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听取了廖所长的讲座，大家都反映说：收获颇丰，不惜此行。有的说，廖所长善于思考，

勤于探索，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让她大开眼界，真正见识到了大家的风范；有的说，廖所长的讲座为她提供了很多做科研的

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有的说，是廖所长的讲座让她深深地为古代中国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精深的学术理论体系所折服；有的说，廖所长

的讲座让她明确了今后研究的方向，有的说，廖所长的讲座让她清晰了毕业论文框架的构建…… 总而言之，廖育群所长的讲座精彩绝

伦，同学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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