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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理论医学  

  一、医学哲学 
  1952年在我国开展了学习苏联医学、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活动，这对于提高人们
的认识，掌握巴甫洛夫学说是有益的。但也有人把巴甫洛夫学说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
化身，主张"树立以巴甫洛夫思想为医学指导思想，开展了对摩尔根、魏尔哨学说的
批判，给一些医学学说简单化贴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标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
医学的发展。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开展，医学界也掀起了学习《矛盾论》和
《实践论》的高潮，从1964年7月到1965年11月，《健康报》展开了“正确的诊断治
疗从哪里来”的讨论，这对医务人员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医学研究和临床
实践，有着重大推动作用，但存在着过分强调实践的经验论倾向，对理论联系实际的
原则也存在着简单化的做法。 
  七十年代末起，医学哲学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1978年12月，《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通信》发表了邱仁宗、傅素和的“关于开展医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几点想法”；
1979年3月，又发表了《要重视医学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的座谈纪要，并组织医务
人员进行讨论。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全国的医学辩证法讲习会，
1980年8月又在吉林召开了全国部分高等学校医学辩证法讨论会，指出医学辩证法就
是“研究医学理论中的哲学问题”。此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医学辩证法的教材和专
著，其中以广西桂林医专编写的《谈谈医学中若干辩证法问题》(试用本)，印行得最
早。以后，1982年出版了元文玮的《医学辩证法》、李今庸主编的《中医辩证法概
论》、1983年出版了刘汝深主编的《中医学辩证法概论》、1984年出版了孙溥泉的
《临床医学中的辩证法》、1985年出版了彭瑞聪主编的《医学辩证法》、1986年出版
了陆干甫、谢永新主编的《中医辩证法原理》等。这一时期任曰宏也出版了两本有关
医学哲学的著作、1980年出版的《漫谈医学与哲学》。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版了有关医
学方法论的著作，主要有：《医学科学研究入门》(侯灿，1981年)、《祖国医学方法
论》(1982年)、《中医方法论研究》(祝世讷，1985年)、《医学科学方法论概论》
(王玉辛，1986年)、《临床思维及例证》(彭瑞聪主编，1988年)、《医学方法概论》
(1990年)。在《医学与哲学》、《中国社会医学》、《中国医院管理》、《中西医结
合》、《健康报》等报刊杂志上也发表有大量有关文章，如张孝谦的《临床医生要研
究思想方法的修养》(1982年)、《漫谈临床思维》(1984年)，吴阶平的《谈谈临床思
维的特点和规律》(1984年)等。 
  《医学与哲学》创刊于1980年，开始为季刊，1982年后改为月刊，到1994年12
月，出版了162期，刊登论文3400余篇，对医学哲学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如杨理
邦的“从单克隆抗体技术看科研设计的特征”(1991年)、张文的“受体学说发展引起
的哲学思考”(1988年)、沈杰的“从内分泌系统发展看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无限发展”
(1989年)等。又如姜兆候从医学影像学研究临床医学的形象特征，写了一系列很有特
色的文章。《医学与哲学》还发表了大量探讨临床思维和研究误诊原因的论文，都富
有启迪性。 
  中医学是带有自然哲学性质的医学体系，从医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中医理论与实
践的演化规律，始终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56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任继愈
的“中国古代医学与哲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
方法》(刘长林，1983年)，则是一本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专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十～七十年代，曾就五行学说的评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次论及它的存废问
题。李今庸在《读医心得》(1982年)中说，五行学说只适用于一定场合，对它的作用
稍一夸大，“就要陷入唯心主义”。艾钢阳主编的《医学论》(1986年)则认为这一学
说“天才地反映了处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体的一般运动变化规律”。邓平修、常



青主编的《医学方法概论》认为五行学说存在机械论的倾向，此类取象是一种表浅的
方法。关于中医的理论概念的研究目前正与中西医比较研究结合起来，逐步向深化。 

  二、医学社会学 
  医学社会学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它开端于1981年12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一
届全国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由刘宗秀任组长，并在北京、哈尔滨等地相应设立了
分组，同时确定了重点研究课题，提出了近期工作规划。 
  1982年8月在黑龙江牡丹江市镜泊湖召开了“近期工作规划会议”。会上决定积
极筹建中国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加强情报资料工作；继续办好内部交流刊物并在
《中国医院管理》杂志开设医学社会学专栏。1983年8月26日受卫生部委托，在黑龙
江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举办了首届“全国医学社会学讲习班”，应邀讲课的有中国著
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王康，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蔡文辉、蔡勇美及国内的
刘宗秀、陶乃煌、阮芳赋、徐维廉等学者。来自全国16个省、两个自治区，三个直辖
市的90多位学员参加了学习。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医学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1984年
8月1日，在北戴河召开了首次医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
任恰港特教授及蔡勇美付教授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分别作了对药物滥用问题，差异行为
医学化，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城市社会学与医学社会学的关系学术演讲。 
  1985年6月4日在哈尔滨举办了“现代医学管理学讲习班”，课程中很大部分是有
关医学社会学的。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作了“医院作为社会组织及美国现代医疗保
健机构的新发展”的报告，恰港特则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医学社会学”，我国学者阮
芳赋对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医学的区别及医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986年8月社会学学者刘宗秀出席了第二届亚洲地区健康与医学社会学研讨会，
并在会议上宣读了题为“中国沿海十个开放城市卫生工作改革的社会学研究”的论
文。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性的医学社会学会议。 
  在教学方面，随着中国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国陆续建立了一批卫生管理干部
培训中心或专业，也相应开设了医学社会学课程。许多学校在医疗系、护理系等开设
了医学社会学的选修课。《中国医院管理》杂志自1983年7月起连载《医学社会学概
论》十九讲，作为刊授大学教材，这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社会学讲义。 
  在研究工作方面黑龙江、北京、江苏、南京、山西、陕西等地相继建立了医学社
会学研究会，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开展专题研究、出版论文集，还定期出版了《医
学社会学通讯》以交流学术信息。在出版方面，《医学与哲学》杂志、《中国医院管
理》(开设有专栏)、《中国社会医学》、《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等杂志，发表了
大批医学社会学的论文和译文。同时，1984～1986年出版的专著或编著有蓝采风等著
的《医疗社会学》、《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出版的《医学社会学概论》论文集。蔡
建章主编的《医学社会学》教材。 
  自1986年后，该学科的发展又进入了新的阶段，此阶段的学术研究重点为：第
一，在已经对医患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对商品经济条件下医患关系的研究，强调病
人的经济和法律权利及对慢性病人心理行为和社会态度的研究；第二注重对吸毒、性
病及老年人、军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医疗保健社会问题的研究；第三对卫生及医院文化
的研究；第四时卫生任制，医疗保健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第五健康概念的研究等等。
此阶段出版的书藉有：1987年美国专家恰港特与刘宗秀合著的《医学社会学》，1989
于郭继志、李恩昌等人主编了《现代医学社会学》、1991年由张一鸣主编的《社会医
学与医学社会学》，1992年由孙牧虹等编译的美国F.D.沃林斯基所著的《健康社会
学》。1993年由周浩礼等主编的《医学社会学》。 

  三、医学心理学 
  1949年至196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医学心理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
一时期内，我国医学界普遍学习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试图用条件反射阐述病人
的行为。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系与北京医学院协作，
对神经衰弱病人开展了以心理治疗为主的快速综合治疗，疗效显著。后又推广应用于
某些心身疾病(高血压病、溃疡病)和精神分裂症，受到医学界重视。六十年代初期，
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粟宗华教授等人倡导对精神病人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式的精神治
疗”，鼓励并引导病人接触社会现实，参加生产劳动，结合行为反复训练，从而减少
精神病人的病态行为，取得很好成绩。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都遭到严重摧残，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被解散，全国各地的医学心理学研究被迫停顿以至倒退。 
  1976年后，我国医学心理学复苏，1978年12月在保定召开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学
术会议和1979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医学心理学学术座谈会，标志着我国医学心理学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11月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同年卫生
部要求全国有条件的医学院校开设医学心理学课程。1980年又通知全国各地医学院校
和中级卫生学校开设医学心理学课程。1987年5月卫生部召开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
审会议上，将医学心理学列为医学生的必修课程。 
  1.心理治疗：近十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心理治疗工作，一般性或支持性心理
治疗和行为治疗较为普遍。南京鲁龙光继承祖国医学中"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
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的原则，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基础，提出了
“疏导心理疗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创新。北京钟友彬吸收精神分析的合理部
分，承认幼年期创伤体验可成为成年后心理疾患的根源，从分析症状的幼稚性入手，
要求病人以成年人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心理问题，通过解释使病人达到领悟，被称为
“中国式心理分析法”。 
  2.临床心理评估：1978年后心理测验工作恢复，1979年医学心理学心理测验组成
立。北京、上海、湖南各自修订了Wechsler的三套智力测验，北京大学等单位修订了
中国比纳-西蒙测验(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1983年我国制订了明尼苏
达多相人格调查(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的全国
“常模”(Norm)。我国学者修订了艾森克个性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制订了成人和幼年适用的两个全国年龄常模，还编制了我国
记忆量表，引进了神经心理学测验如霍尔斯特德-里坦(Halstead Reitan)成套试验
等。1980年后我国学者陆续引进了一批心理评定量表，开展了应用效度与信度研究，
为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观测工具。 
  3.心身医学和行为医学：我国的心身医学研究在1980年后兴起，1983年上海、吉
林两地发表了心身疾病的调查资料。上海报告中山、华山医院门诊1108例中，心身疾
病为368例，占33.2%，显示上海心身疾病患病率已和西方国家相近，表明在综合医院
中开展医学心理服务的紧迫性。在心身医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杨德森、张明园等修
订了“生活事件应激量表”，北京大学心理系张伯源等编制了“A型行为类型问
卷”，各地陆续出现了研究A型行为和冠心病，高血压病等心身疾病关系的报告以及
应用艾森克个性问卷等量表观察脑血管病、溃疡病、癌、计划生育手术中的心身关
系。陆续出版了一些心身医学专著，全国成立了心身医学学术组织。1991年6月在北
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心身医学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心身医学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
近几年来，随着生物反馈和行为矫正技术的应用和普及，行为医学研究逐渐为人们重
视，1990年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及生物反馈学会成立，1990年杨德森的《行为医学》
专著出版，1992年6月《中国行为医学杂志》创刊。 
  4.医学心理咨询和社区心理卫生：我国在1980年以后，各地陆续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心理咨询服务，1983年广州赵耕源等开展了综合医院心理咨询。1987年初上海中山
医院创建心理门诊，采取临床医师、心理测验员和心理护士结合组成“咨询组”的形
式，以认知行为技术为中心，应用多层次干预的方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1980
年后各地社区的心理卫生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对独生子女的心理卫生、儿童多动症
和老年人的心理社会问题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为社区的心理卫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医学教育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促进医学教育研究工作的发展，上海医
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校联合发起，于1980年4月
和1981年5月分别在武汉和成都召开了医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在这两次会议上，不仅
就1976年以来医学教育研究，特别是中外医学教育发展趋势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
果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时还就如何发展医学教育科学，建立医学教育研究学术团体进
行了讨论。根据1981年成都会议期间20余所医学院校的联合创议，经过两年的准备，
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于1983年10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医学教育学术大会，并成
立了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学会，选举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马旭教授任首届会长。尔
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医学会的地方性医学教育学会。 
  为适应医学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时期，经卫生部批准，先后在上海医科
大学(1978)、中国医科大学(1980)、北京医科大学(1981)、北京中医学院(1984)和中
山医科大学(1984)建立了医学教育研究所(室)。为适应医学教育研究学术交流的需
要，自1980年开始，除经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国外医学教育》、《医学教
育》、《中医教育》、《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等五种全国性医学
教育学术刊物外，还在省市和医学院一级创办了89种医学教育刊物，从而为我国医学
教育研究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在全国的126年医
学院校中，已有77所医学院校成立了医学教育研究所(室)，形成了由214名专职研究



人员和699名兼职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队伍。1985年开始，根据世界银针卫生-1贷
款项目官员的建议，在原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北京中医学
院医学教育研究所(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四个国家级医学教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除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外，还陆续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等国的医学教育研究机构派出近20名医学教育研修人员。 
  自1989年以后，除医学教育学会每年举行学术大会以外，各不同教育领域也召开
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在各专业领域教育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经医学教育学
会批准，先后成立了九个三级学会性质的专门学组，它们是：中等医学教育学组
(1988)、成人医学教育学组(1988)、医学检验教育学组(1988)、医学研究生教育学组
(1989)、医学法学教育学组(1989)、医学外语教育学组(1989)、专科医学教育学组
(1990)、医学化学教育学组(1990)和继续医学教育学组(1990)。为加快高等医学教育
领域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经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批准，1991年12月在广州成立了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1992年12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
育委员会医学教育科学分会。 
  与此同时，随着医学教育科学的发展，医学教育领域内的国际交流也从单向派往
国外考察或研修向双向学术交流或合作研究方面发展。 

  五、医学文献学 
  全国解放后，图书馆事业有了较快发展，情报事业也随着情报机构的建立而初具
规模。在这一阶段，国内的检索工具期刊相继创立，国外的检索工具期刊也不断引
进。为了提高医学工作者查找和利用医学文献的能力，有些图书馆如南京医学院图书
馆、兰州医学院图书馆、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等开始对读者进行利用图书馆的教
育，还编写了各种小册子，介绍查找文献的方法，使文献检索作为一门课程进入了萌
芽状态。但是在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十年动乱时期，
医学文献检索教育处于停顿状态。 
  七十年代后期，医学教育和科研又走上正规道路。面对医学文献所具有的数量庞
大、类型复杂、文种多样、内容交叉、更新期短、信息量大等特点，一些医学图书馆
为满足医学工作者对情报的迫切需求，以讲座或学习班形式讲授文献检索的知识。
1981年教育部颁发《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检课的教育任
务。1983年10月全国图工委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检课研讨会。1984年3月教育部发出
(84)教高一字004号文件，提出在高等学校开设文检课的意见。在此期间，医学院校
图书馆也在为开设文检课作好准备。1982年由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吴观国馆长牵头，组
织全国9所医学院校图书馆(后增至12所)在文献检索方面具有系统理论知识和丰富实
践经验的专家，编写出我国第一本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教材。 
  1985年国家教委发出了教高-065号文件“关于改进和发展文献检索课教学的几点
意见”，使文检课在教学的各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材方面，由吴观国主
编的《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经过两次修改，已列为全国统编教材，于1988年由武
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许多院校还自编教材，不下几十种。在教学内容方面，增
加了计算机检索、光盘检索以及文献利用方面的知识。在教学组织与师资队伍方面，
据吴观国调查，到1989年，在75所开课院校中，成立教研室的将近半数，共有教师
352人，其中专职教师61人，兼职教师291人，有高级职称的89人。在学术交流方面，
发表了许多有关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的论文，刊登在《医学情报工作》及有关图书情
报杂志上；还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1987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高校文检课教
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对文检课的改革与提高有重大意义；1989年4月华东地区高等医
药院校召开了医学文献检索经验交流会；同年9月中南地区高等医药院校召开了医学
文献检索教学会议；1990年8月华北地区高等医药院校召开了医学文献检索教学示范
及研讨会；1990年10月召开了全国医学文献检索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
讨会，会议制订了章程，选出19名理事组成第一届理事会。 
  关于医学文献学课程，目前国内有4所建立医学图书情报系的医学院校(白求恩医
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和湖南医科大学)开设此课。编写的教材有：
《医学文献学》、《医学文献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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