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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定义的讨论

陈士奎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 北京 100700)

[摘要 ]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方法  用逻辑学方法。结果  发现目前有关“中西医结合”

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存在很多问题。结论  通过讨论深化了对“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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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tegration”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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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egration”and“in-

tegrated t 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 rn medicine”. Methods  Logic methods . Results  I 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problems on the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 rn medicine integra tion”and“in tegrated traditional Chi-

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nclus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

cine in tegration”and“in tegrated t 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was improved af ter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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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建设发展 , 学术界

愈加关注“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等概念

的定义。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 或者说

是用精练的词语把概念所反映的思维对象的本质属

性高度概括地揭示和表述出来。然而 , 概念的内涵

(含义 ) 常常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况且 , 人们对概

念的理解还随着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入而不断演变

更新。通过讨论可以促进某个概念的定义更准确地

反映或揭示概念内涵。现仅就收集到的近期关于

“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讨论如

下。

1  李恩给“中西医结合”下的定义

1 .1  定义  “中西医结合是一门研究中医和西医在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

法 ,比较二者的异同点 , 吸取二者之长 , 融会贯通 , 创

建医学理论新体系 , 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

整体医学 ,简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 1 ]

1 .2  讨论  ( 1 ) 概念混淆 , 判断有误。该定义的定

义项所讲的“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 , 比较二者的异同

点”等 , 属于“医学学 ( 或中西医结合医学学 )”及“理

论医学 (或中西医结合理论医学 )”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任务。该定义错误地判断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

对象和研究任务。如果按该定义的说法 ,“中西医结

合”简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 那么 , 上述属于“医学

学”或“理论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 , 则更不是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了。因为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以人的生命活动及其规律 , 人

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 ( 自然与社会 )的关系 , 以

及防治疾病 ,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等为研究对象和

研究任务。 (2 ) 简称错误。①所谓“简称”指较复杂

的名称的简化形式 ,使名称简化。显然 , 仅从字面上

说 ,“中西医结合医学”对“中西医结合”并未简化。

何况“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两个内涵

与外延不同的概念 ,不能相互简称。②如果“中西医

结合”简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 那么 ,“中西医结合

医学”也可称为“中西医结合”; 但是 ,“中西医结合”

的外延大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外延 , 如“中西医结

合”外延中的“中西医结合方针”、“中西医结合人

才”、“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中西医结合教学方

法”等 , 显然不能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 同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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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结合医学”划分出的 ( 外延 )“中西医结合内科

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等 ,均不能只称为“中西医

结合”。如果都可称为“中西医结合”,就没有学科的

分别了。说明把“中西医结合”简称为“中西医结合

医学”是错误的。

2  李致重给“中西医结合”下的定义

2 .1  定义  “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 , 中、西医学

术相互配合 ,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 , 谓

之中西医结合。”
[ 2 ]

2 .2  讨论  ( 1) 限制不当。该定义把“以提高临床

疗效为目的”的内涵限制在“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

作 ,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 , 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

的实践过程”。①我国已有中西医结合助理执业医

师、执业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等中

西医结合工作者 , 他们已成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

的主体 ,不仅仅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了。②

在学术方面 ,已产生了中西医结合学术 , 也不仅仅是

“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③“中西医结合”的内涵 ,

绝不仅仅限于“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众所周

知 ,“提高临床疗效”仅仅是对“已病”的患者而言。

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强调预防为主或预防为

先。所以 ,“中西医结合”更重要的医学目的是预防

疾病 ,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等。④“中西医结合”更

不仅仅是一个“时空”范畴的“过程”。 ( 2 )定义过窄。

该定义的定义项“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 , 中、西

医学术相互配合 , 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

程”, 只反映了“中西医结合”一个特定对象“中西医

结合医疗工作”或“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概念的内

涵。 (3 )该定义仅仅以常识的思维方式 , 把一些经验

事实或部分“共同经验”,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内涵 ,

没有深刻地、内在联系地反映和揭示“中西医结合”

这一概念内涵的本质属性。

3  王振瑞给“中西医结合”下的定义

3 .1  定义  “中西医结合 ,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

的基础上 ,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 , 用现代科

学方法 ,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 , 丰富现代

医学科学 ,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

学的过程。”
[ 3 ]

3 .2  讨论  ( 1 )该定义曲解了“中西医结合”内涵。

众所周知 ,“中西医结合”一词导源于毛泽东关于“把

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 , 创造

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 , 即对毛泽东这

一讲话思想的概括。其内涵的本质的属性是中、西

医药学的知识的结合统一 , 从而创造新医药学。因

此 ,“中西医结合”要继续发扬两个医药学的优势 , 绝

非只是片面地“用现代科学方法 , 发掘、整理、研究祖

国医药学遗产 , 丰富现代医学科学⋯⋯”。这是对

“中西医结合”研究目的及其内涵的片面理解。 ( 2 )

概念混淆。“中西医结合”, 顾名思义是指中医药学

(知识 ) 与西医药学 (知识 ) 的结合。“中医药”有广义

和狭义两种含义 , 广义的中医药应该是指中国所有

的医药在内 ,即包括各族人民创造的各种传统医药 ,

也包括汉族人民创造的医药学在内。长期以来 , 人

们业已习惯于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 , 这种理解

可以认为是狭义的中医药[ 4 ] 。“中西医结合”概念中

的“中医”是指狭义上的“中医药”。而该定义所称谓

的“祖国医药学”,相当于广义的“中医药”, 即指中国

各民族的传统医药 ,包括中医药、藏医药、蒙医药、维

族医药、傣医药、壮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它们与

西医药学知识的结合 ,分别称中、西医结合 , 藏、西医

结合 , 蒙、西医结合 , 维、西医结合等。不能混称为

“中西医结合”; 另外 , 该定义的定义项中所说“具有

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 是指具有藏族特

点 ,还是指具有蒙族特点、维吾尔族特点⋯⋯的统一

的新医药学 ? 含糊不清。所以 ,该定义犯了“概念混

淆”的逻辑错误。 ( 3 ) 定义过宽。该定义的定义项

“祖国医药学”或“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

药学”的外延大于被定义项“中西医结合”的外延 , 犯

了“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 ( 4 ) 限制不当。该定义

的定义项称“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 , 主要由

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 , 用现代科学方法 , 发掘、整

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 , ⋯⋯”。仅仅“中、西医团

结合作”, 以及仅仅“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 如何

能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中的藏医药学、蒙

医药学⋯⋯等 ? 另外 , 该定义也把“中西医结合”限

制为一个“时空”概念范畴的“过程”, 犯了“限制不

当”的逻辑错误。

4  本人对“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定义

的认识

4 .1  定义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 1956 年毛泽

东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

起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后 , 逐

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的。首见于《人民日报》1959

年 1 月 25 日《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社论 (“⋯⋯

并且把已经证明有效的中医治疗办法和中西医结合

的治疗办法加以认真的普及。”) , 从而得到中国医学

界普遍运用。人们共认“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导源

于毛泽东的这一讲话 , 是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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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括。那么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 , 理应是“中西医

结合”的原义 , 也就是它的含义或内涵。按照逻辑学

讲“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中西医结

合”的定义便应该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

的知识结合起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为了避免“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 , 而且要用精练的

词语不失原义地表达这一内涵 , 则应把“中西医结

合”定义为“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

知识 ,创造新医药学”。

4 .2  讨论  ( 1 )毛泽东讲的是把中、西医药的知识

结合起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 强调中、

西医药两种“知识”的结合。“知识”是人类在观察、

把握、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和经验

的总和 ;中、西医药学知识 , 则是人类在研究生命活

动及其规律、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健康的实践中所

获得的认识成果和经验的总和 ,包括理论、方法等知

识。科学史证明 ,人类不仅是知识的发现者 , 更重要

的还是知识的综合者 , 在综合已知的知识中创造新

知识。特别是中、西医药学知识的结合 , 具有高度综

合性 ,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和规律。只有把中、西医药学“知识”结合起来 , 综合

统一、融会贯通 , 才能创造新医药学。所以 , 毛泽东

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

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 , 表现出

理性思维的特征。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思想而形成的

“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 , 创造

新医药学”这一定义 , 表述的不是既定的、直观的、外

在的经验事实 ,而是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的关于“中

西医结合”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及中西医药学的内在

联系性的理性认识 (判断 ) 。“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

知识 ,创造新医药学”才是“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的

本质属性。给一个科学概念下定义 , 须尽量准确地

揭示概念所反映的思维对象的本质属性。因此给

“中西医结合”下定义 , 应把握“综合统一中、西医药

学知识 ,创造新医药学”这一反映“中西医结合”本质

属性的内涵。 ( 2 ) 定义中所讲的“新医药学”, 是指

“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而形成的新的知识体

系。由此决定了“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在表现形式

上也是一种知识形态 , 而不仅仅是什么“过程”或别

的什么东西。“概念”本身就是基本的思维形态。所

以 ,常比喻地讲“概念是思维的细胞”,而没有人说概

念是思维的过程。目前 ,在我国已产生的“中西医结

合医学”学科概念 ( 见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 ,

标志着已形成了“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在现

阶段存在着的 ,并不断发展着的一种医学形态 ,它是

把中、西医药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综

合体 ,是通向未来“新医药学”的一个过渡性概念。

(3 )1994 年 ,根据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 , 以及构

成一门学科概念的三要素———科学理论、研究方法

及研究对象 ,笔者给“中西医结合医学”下的定义为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理论与方

法 ,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运用中产生的新

理论、新方法 , 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 , 人体与环境 ( 自

然与社会 )关系等 , 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

命问题的科学”[ 5 ] 。在这里再次提出 ,供大家讨论。

以上关于“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定

义的讨论 ,仅是抛砖引玉 , 错误之处 , 恳请指正。通

过讨论不仅会使定义更准确、恰当 , 以深化人们对中

西医结合的认识 ;同时 , 对促进中西医结合学科理论

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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