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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瑜 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人体是不是由细胞、分子组成？草药是不是化学物质？这些问题现代科学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看得见、摸得着，可如果用中医思维这些问题就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四
气五味。那么中医所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接受？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要从中西医理论的产
生说起。 

  中医、西医理论都必须经历“人的认知过程”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观点，理论作为人类意识中的事物，必然
要依赖于人类可感知到的客观现象才能建立，任何先验的或是神授的，不源于客观现象的理论都是不
存在的。这也就是说，理论的“模样”首先取决于其所基于的客观现象。 

  理论的“模样”就取决于形成它时所经历的“人的认知过程”。而认知自然界现象的完整思维过
程首先是区分事物（现象），即按特征将不同的事物（现象）区分开来；其次是联系事物（现象），
即在不同的事物（现象）间建立联系，随后即可应用之；再次是解释联系，即对事物（现象）间为何
存在联系进行说明。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就是我们头脑中的“理论”。任何理论之间，如果存在不
同，则必定是源于上述几方面的差异。中医、西医理论都是人们认知人体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
因此也不例外。 

  中西医理论均依赖于人类可感知到的客观现象而建立 

  西医自不必说，大家都重视“眼见为实”。而中医其实也重视“眼见为实”，中医理论也并非凭
空提出。比如，五脏六腑、经络气血，今人看不见，古人其实也看不见，因此古人才会说“以表知
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司外揣内”（《灵枢·外揣》）、“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
以知形气之多少也”（《灵枢·刺节真邪》），也就是说当这些事物难以看见时，我们可以通过其外在
的表现去把握。 

  西医偏重微观事物，中医偏重宏观事物 

  表面上看，中西医主要研究的都是人体，但其实中西医研究的“事物个体”有物质层次的不同。 

  西医是把人体宏观状态（症状体征）和人体微观蛋白、分子各个物质层次上的事物作为个体进行
研究（人体整体、组织、细胞、分子……）。中医是将人体宏观状态（症状体征）作为个体进行研究
（人体整体）。也就是说，中西医主要研究的其实是不同的事物：西医主要研究的是分子、细胞、组
织，而中医主要研究的是人体整体。正是这种层次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医理论之间的巨大不同——各
自所描述的事物、现象不同，当然理论也就不同。 

  西医偏重微观事物间的联系，中医偏重宏观事物间的联系 

  “联系事物”主要是指在事物间建立因果关系。中西医在所研究的“联系”上也是有物质层次差
异的。无论中医、西医，其重点都在于研究“如何治疗人体”。 

  从中西医学发展史来看，中西医认识“治疗”的方式是一样的：将“治疗”人为或非人为地施加
于“事物”（人体整体或其组织器官等），然后根据“事物”的反应，在“治疗”与“事物”的反应
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经过验证并加以解释，就形成了理论。临床实践则是对这些规律的应用。比
如：西医最初认识到“青霉素是抗菌素”这个理论，就是基于在培养皿中观察到了菌群在青霉素周围
受到抑制这种现象；而中医认识到石膏属于清热药的理论，也是基于观察到了某些发热病人服用石膏
后就会退热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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