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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的探索者 

《世界论坛报》记者 周伯乃 

《世界论坛报》（台湾） 1999年6月13日 

--记青年学者张其成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研究，尤其在医易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引起了海
内外学术界的瞩目。 

    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位易学哲学博士，张其成认为，《周易》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提供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中
华文化的主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他在继主编《易学大辞典》、《易经应用大百科》两部大型著作之后，又出版了学术专著
《易道：中华文化主干》、《易符与易图》、《象数哲学》，提出了"易道主干"、"易贯儒道"、"当代新易家"等富有创见的观
点，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此外，他还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孔子研究》、台湾《中华易学》
等刊物发表三十余篇易学论文，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称引。并因此被聘为：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教
授，比利时世界太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等。 

    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个内经博士后，张其成除了对"易学"本身作全方位探讨之外，更重视易学与中医学的相关研究。
他认为易学、中医学在对人的生命本质、生命规律的认识方面，有着西方医学、生命科学所不可企及的地方，这就是在中国文化
中，人是作为既有生理体质的自然属性又有心理文化的人文属性的对象被认识的，作为研究人的生命健康的医学，中医学不仅是
一门自然技术科学，还应当包含社会人文因素，不仅是线性科学，还应该包括非线性科学，在后者上，中医有较强的优势。其根
本原因是中医遵循的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三元联通"、"时空合一"、"象数模型"的思维方式，而与西方"二元对立"、"时空分
离"的思维方式大异其趣。因而开展易学与中医学的相关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在医易研究基础上，他提出了"生命学"的概念，认为统贯儒道的易学代表中国生命哲学，兼容气功、养生的中医学代表中
国生命科学。生命哲学、生命科学共同构成"生命学"，他认为生命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人也绝不能简单还原为分
子生物结构。他在如何建构"生命学"体系，如何加强东西方生命学的互动、互补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近期出版发行了医易
研究专著《东方生命花园》，此外，还在《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国中医基础杂志》以及《人民日报》、《健康
报》等发表医易论文数十篇，在医易思维方式、象数思维模型、生命本质规律、生命质量和心理健康等问题上提出了新颖的观点
和设想，引起文化界、中医界的关注，先后被大陆及台湾、美国、日本等多种报刊引用转载，为人文与科技相结合、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全方位研究人的生命问题作出了贡献。在中医的现状与现代化的研究中，张其成提出了"中医现代化悖论"、"中医非线
性特征论"、"中医优势发展论"等独创性观点，为中医的现状忧心忡忡，为中医的未来大声疾呼。 

    张其成担任了中国传统生命科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医文化学会副会长，已主持召开了三届"国际中医与周易（传
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掀起了从人文、科技角度全面研究中医学、"生命学"的高潮。 

    由于多年勤奋探索和工作业绩，张其成三十五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三十九岁破格升为教授。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奖
励：国家教委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安徽省自然科学三等奖、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
奖、北京大学立青奖，等等。《人民日报》、《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等对他作了专访和报道。他的事绩先后被载入英国
剑桥传记中心《国际名人录》、《国际成功者名录》、中国名人协会一九九六年《中国人物年鉴》。 

    张其成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开设易学文化、医易学说等讲座，并多次被韩国、美国、比利时邀请讲学，目前
赴台湾大学参加《周易》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台作短期讲学。 



    我们祝愿张其成在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探索中，在"生命学"的跨学科建构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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