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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现代化面临哈姆莱特问题 

——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 

 

《中华读书报》记者 张即弛 

 

《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当中医学在“百年困惑”中走进新的世纪时，回过头来我们要问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的世纪之交，中医学20世纪百

年之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去指导和评价中医学的研究与实践呢？中医学今后的出路何在呢？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关

于中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但如果能在激烈争论中找到中医学的真正出路，想来会使每一个中医学者感到更欣感慰。 

 

“我感到很孤独，现在像我这样年龄在60岁以下却坚持中医要走传统道路的已很少很少了。越年轻的人往往越主张用现代科学来改造中

医”。在采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他都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位出生在中医世家，一直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研究的

青年学者，是眼下关于中医存亡大论争中“传统派”的主将之一，他一直主张中医发展应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 

 

中医学如何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一直都是中医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这个争论了有一个世纪的问题，应当说直到今天也没有

获得完满的解决，而且在近一段时间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中医存亡论》（华夏出版社）等一系列书籍的出版都对中医的生存与

发展做了深入的探讨。而以《中国医药学报》、《医学与哲学》、《上海中医药杂志》以及《中国中医药报》为阵地而展开的论争则达到

了短兵相接的程度。 

 

虽然大家都致力于寻求中医生存与发展的研究，但由于视角的不同，在目前的中医界存在着诸多的学术流派，张其成教授根据自己多年来

对中医存亡论争的关注，将他们做了划分： 

 

“剥离派”，该派主张中医学是一个复杂的学术体系，含有巫术、哲学、科学等多种上成分，应将其一层层剥离，即将那些巫术、哲学等

非科学成分丢弃，只保留科学的成分，故又称“解构派”。 

 

“改造派”，该派认为中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难以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传统体系，为了适应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应该采用现代科学

的方法和手段，将中医学的传统体系改造成科学体系。 

 

“补天派”，又称修补派，该派主张立足于中医自身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研究和发展中医，对其不足的地方给予修补。 

 

“重认派”，主张要重新认识医学的目的，重新构建医学的价值系统。该派认为西医和中医药的区别在于，西医以认识疾病的能力为目

的，中医以整体性稳态和主体性适应为目标、以稳态适应性自组织调节为动力。中医诊断是目标动力学诊断，西医诊断是疾病本质原因性

诊断。而医学的目的应该是人，中医学讲的就是“生生之道”，然而现代中医研究者却误读了中医的本质，也误解了医学的目的。因而需

要重认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重构派”，认为中医学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因而要对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彻底打破，作一番重构，将中医学建立在科

学的形态基础之上。 

 

“中西医结合派”，主张中西医学应该结合，该派影响重大，情况也较为复杂。 

 

“现代化派”，该派主张中医学要发展就必须现代化。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则有不同的看法，但该派中占主流的则是“科学现代化”

或称“现代科学化”。 

 

张其成认为，这些派别都可归入两个阵营，即传统派与改造派。改造派立足于打破传统，传统派则立足于保持传统，可以说对于传统的态

度是这场中医存亡大论争的焦点。 

 



事实上，关于中医存亡的争论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末。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到晚清至民国初年，一些国医研究者为了使中医学能适应时代需求以及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纷纷进行中医现代化的探索。如唐宗

海倡导“中西汇通”，张锡纯提出“衷中参西”，恽铁樵力主“中体西用”等等，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而1929年余云岫提

出的“废弃中医案”，主张废医存药，终于在中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提案最后并没有获得通过。解放后所倡导的中医结合道路应当

说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但一些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事实上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医，如何把作为四大国粹之一的中国

传统医学发扬光大，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蔡定芳先生的《变亦变，不变亦变》一文，或许可以代表许多改造派的观点。在这篇论文中，他通过对中西文化及

中西医学交流与碰撞的历史回顾，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大更新的局面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主张现代中医必须克服对西医、对中医的双重无

知，认为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作一番重构，将中医学建立在科学的形态基础之上。“克服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是

中医学现代化历程上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门槛”。而这在“传统派”的眼里无疑是敲响中国传统医学的丧钟，上海的三位老中医随即对

《变》文进行了强烈的反击，他们在文中这样写道：“近读了蔡定芳先生的《变亦变，不变亦变》一文 ，不禁不寒而栗”，并针对

《变》文中中医落后于西医的观点，质问道：“能说太极拳比广播体操落后吗？能说京剧比西洋歌剧落后吗？能说国画比西洋画落后吗？

能说二胡比小提琴落后吗？” 

 

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足以说明关于中医存亡的大论争已远远超出纯学术探讨的范围，从中也可见，中医界人士对于中医未来发展道路的关

切之情。记者粗粗地翻阅了一些相关学术刊物，拜读了著名老中医万友生老先生的《略谈中医药现代化》、中国中医药学会李至重教授的

《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思考》、王强先生的《试论中医特色现代化》、张其成教授的《关于中医几个重要问题之我见》等论文。记者发

现，所有的学者都主张中医应当走现代化之路，所不同的是，各流派对“中医现代化”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异，而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态

度上是存在分歧的焦点。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处在了一部分人极力去维护，而另一部分人极力去砰击的尴尬局面。 

 

一位学者曾这样来形容今天的中医界：“近几年来，中医中药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某些虚浮繁华的外表掩饰之下，中医

中药的实质和特色正在迅速蜕变和消亡”。争论固然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清晰，但通过争论早一点让中医走出西方现代科学冲击后所带来

的迷惘，相信是每一个参与论争的学者的真正心愿。 

上一篇：中医学的三个层面及其出路

下一篇：探索文化主干 阐明中医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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