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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先生在“中医傍客何时休”一文中说：“‘傍中医’随处可见”。“货架上的中药牙膏、保健衬衣、中药枕、滋补药酒

等让你目不暇接，包装上的‘清热解毒’、‘舒筋活血’、‘平肝潜阳’之类的说明让你觉得中医无处不在；……给你揉一揉，搓

一搓，叫‘中医按摩’，随便在洗脚水中加点药面，让你涮涮足，叫‘中药浴足’；……随便在炖肉的汤中加大枣、生姜，叫‘中

医食疗’；……然而，当你以为被高规格地‘中医’了一次，后来却被执法部门证实：服务者只是对中医一窍不通、无证无照、以

掏你钱袋子为主要目的的‘中医傍客’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觉呢？”又说：“任何行业和人员如果脱离法律法规傍倚中医从事

‘医疗’活动，一律应按非法行医论处。” 

其实，中医按摩并非都是不懂中医或无证之辈。洗脚水中的中药也不是随便加的。炖肉汤中加大枣、生姜，叫“中医食疗”也

未尝不可，当归羊肉汤就是一个很好的补阳方剂。药食同源，接近天然，是中医特色之一，方便效捷，是中医优势所在。如某人肚

子不舒服，朋友照着书给他推拿足三里、上巨虚，揉揉中脘和天枢。人们信赖中医，多一些中医保健和治疗知识，不是坏事。再

如，吃芹菜可以降血压；吃苦瓜可以降血脂；蒲公英可以消炎。当然，中医没有“血压”、“血脂”、“消炎”的概念，这是“傍

西医”。  

在中医理念指导下的医事是中医，在西医理念指导下的医事是西医。张毅先生说：“所谓‘中医傍客’，就是没有具备中医药

从业资格的企业，或没有中医药执业资格的人员，打着中医药的旗号，获取经济利益，有意无意使中医药形象受到伤害的一族。”  

而笔者却认为：所谓“中医傍客”，就是打着中医的旗号，以非中医理论指导医事者。无论有没有执业资格，其对于中医的危

害前所未有。  

这些中医傍客胸前挂着“中医”的牌子，却按西医理念行医事。诊脉流于形式，手指放在患者手腕上，左顾右盼，话语不断，

话没说完，诊脉已毕。随即开出检测单，让患者缴费。为什么？仅是因为需要摆出诊脉的架势。有时候，病人缴了许多检测费，却

查不出毛病。就告知患者：检测数据正常，你没有病。这对于西医属正常，却损害了中医的声誉，此其一。  

其二，中药西用，嫁祸中医。前几年，龙胆泻肝丸事件是典型的中药西用，嫁祸中医的案例。龙胆泻肝丸是一个典型的泻实火

方剂。从报道的病例来看，无一不是长期服用而造成尿毒症，这些病人反复上火，上火则服之。从“八纲”来分析，此“上火”，

病程长、火势缓，属“阴”的范畴。可见多是虚火，却服泻实火之剂，犯了“虚虚之戒”的原则错误。若此人上热下寒，恐怕还要

百病叠出，何只尿毒？事件发生后，诋毁中医之声骤然增加。  

又如从西医化学分析得知六味地黄丸可以增强免疫力，就推荐人们吃六味地黄丸。然而，对于肾阳虚的病人适得其反。再如，

给虚寒的肝炎患者或感冒患者服板蓝根抗病毒，难说不出问题。  

其三，依照西医理念将中药制成西药。有是病用是药，是西医的定法之一。不按八纲辨证、不分四气五味、不论升降归经，而

是将中药分成降压、降脂、消炎、退热药等等。依据西医理论，堆积中药药名，实则是西医药方。研发出治疗肝炎、肾炎、胃炎、

咳嗽等很多西化中成药。面对药店里几十种治疗肝炎的西化中药，患者选用哪一个好？理论上可能只有一两种适合某病人，这就是

说，如果某个患者随机选取其一，那么，治疗该肝炎患者的有效率是治该病药品数的倒数，药品数越多，有效率越低。出问题是迟

早的事。近来，中药注射剂出事故或许也可以说明脱离中医理论指导而“傍中医”的危害。据有关调查，中药十大品种中七个都是

中药注射剂，而应用最多的不是中医单位，是西医单位。中药注射剂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制造并使用，本质上是西药，出问题属正

常。  

可见，打着中医旗号，在西医理论指导下从事诊疗活动者，是最大的“中医傍客”。这一群体“掏你钱袋子”没有商量，推动

医疗费用和社会负担持续上升。  

“傍客”为什么热衷于“傍中医”。正如张毅先生所说：“中医药的独特疗效受到人们的普遍追捧，‘中医傍客’们认为这里

面大藏商机而大打中医牌。……胡乱配制一些所谓的秘方、验方，来蒙骗病人，牟取利益”。其实是一堆西化中药的堆积，有药无

方。比如，一些医院或诊所自制的糖尿病1号、2号……；肝炎1号、2号、……等等。对于某肝炎病人，中医详细诊断，认真辨证，

立法处方，低水平的中医，也不一定很准确。用1号、2号、3号去治疗所有的肝炎病人，是“中医傍客”在蒙人。  

“傍客”傍中医的另一个原因是，企图从中医寻找西医的出路，走出困局。西医科技已达很高水平，研究越来越深入，已达到

分子水平。但是有许多病仍然弄不清楚西医认为的“病因”，迷雾重重。弄清了又怎么样呢？仅以病毒为例，变化多端，无数个病

毒，个个变化无穷。等某个病毒搞清楚了，生产出了疫苗或新药，它又变了，又陷入茫茫之中。西医研究前端已步入模糊之中，是

困境之一。  



西医的困境之二是西药的副作用。西医是通过理化反应的实证，来确定用药。虽然这些理化反应的理论和实践都严密正确，但

人是活的整体，不是试管、烧瓶等化学反应器，产生副作用难以避免。往往是，一种药用了一段时间，出了问题，只好宣布停用。

其实，有些被禁用的药物，用中医的八纲分析，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用。面对困境，一些西医想借中医来为自己解困。比如，上海

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蔡定芳在“变亦变，不变亦变”一文中说，“中医学以擅治慢性病且极少副作用而受国际医学界重视。中医有关

帕金森病的研究应该是立足于如何延长多巴制剂的使用年限，而不应该是研究类似多巴制剂的中药”。求助中医为西医解困昭然若

揭。  

所谓“中医傍客”，就是打着中医的旗号，以非中医理论指导医事者。要根治中医傍客，首先要撕掉傍客的中医旗号，还其非

中医面目；二是让社会认识中医傍客的危害；三是中药产品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生产，增加千百年来有显著疗效的中成药生产；四

是培养一支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知识队伍，中小学教学内容适当增加中医基础知识，选拔部分青少年逐步涉足中医诊疗实践，重点

放在农村。有一支初具规模的坚强的中医队伍，那些假中医旗号非中医之实的“中医傍客”就无容身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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