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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振兴中医针灸有限公司 袁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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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学的复合特色揭示

中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 。
通过笔者多年研究 ， 发现传统
医学除了 “天人合一 ” “整体
观念” “辨证论治” “治未病”
和养生等特色之外 ， 还有一个
重要的复合特色问题 。 这个特
色在基本概念方面 、 在理论结
构方面 、 在临床诊治方面等 ，
都是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
这在西医学中一是一 、 二是二
的简化观念中是很少见的 。 例
如神经反射 ， 是西医学中常见
的现象和常识 ， 但如果把神经
看作是一种应激组织 ， 那么神
经受刺激后不仅仅有反射了 ，
而且还有其他反应客观存在 ，
如神经-内分泌-体液调节、 中
枢调节等多方面反应 ， 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复合问题了 。 西医
学很少有复合观念 ， 尽管也在
高谈 “现代神经-体液调节系
统”， 但近几十年来相关问题始
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 其中原
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为什么在中医学中出现复

合特色问题 ？ 其中也许是中华
古代文化所使然 ？ 也许是传统
医学本质所使然 ？ 也许是医学
科学内在要求所使然 ？ 现在看
来 ， 其中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于
生物的系统应激属性 ， 以及中
华民族对应激本性、 应激科技、
应激文化等的早期领悟和应用。
例如中医学早就深谙了这种人

体属性和复合思维 ， 并且早就
创造了适用于生命医学的一整

套养生和医治办法———这就是

中国医学的复合特色问题的源

头吧！
下面 ， 笔者就中国医学的

复合特色问题展开一些论述 ，
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复合特色展示与例举

1. 在基本概念方面
在传统中医学中 ， 基本概

念的复合应用真是多得不胜枚

举 。 例如 ： 最为常见的经络概
念 ， 是经脉和络脉的复合 ； 经
脉 ， 也是经和脉的复合 ； 经或
络 ， 现代研究已证实了是血管
及其交感性神经两结构的复合；
脉 ， 古代有血脉和气脉之分 ，
当代有血管和淋巴管之别。

又如 ： 气血概念在古代是
“异名而同类 ”， 即气和血的复
合； 气被归为阳， 血被归于阴；
气， 也被分为阳气和阴气； 血，
也被分为中焦津液化生之血和

精气化生之血 。 当代学术界的
基本认识是气多与神经功能相

关 ， 血多与血管功能相关 。 如
果站在经络实质是血管及其神

经复合结构的角度 ， 那么气血
通过经络实现功能或反之 ， 都
是顺理成章的了 。 与此同类的
提法还有表里 、 寒热 、 虚实 、
脏腑等。 这些基本概念的复合，
起码反映了一分为二的哲学思

想 ， 也归纳了相辅相成的一对
矛盾的两个方面 ， 这对于深化
认识中医概念有重要作用。

再如针灸概念 ， 不仅代表
了针法与灸法的复合 ， 而且实
际上也包括了火罐、 刺血、 皮
肤针等多种疗法的复合应用。
2.在理论结构方面

中医理论结构的多元化 ，
或复合化是中医学的显著特征，
尤其是对西医学的一个神经理

论就包罗万象而言更是如此 。
在大的理论结构方面就有如经

络理论 、 阴阳理论 、 五行生克
理论 、 气血津液理论等 。 这些
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医学的

完整性和深刻性作出了不同的

贡献。
客观地说 ， 在古代要深刻

地成就一门学科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像系统应激这类比较复

杂的生命科学 。 但是我国古代

医家却十分聪慧地以 “各个击
破 ” 的办法解决了传统医学中
的许多重大问题 。 特别是传统
医学得益于比较发达的中国古

代哲学 ， 进而在理论上已经可
以 “自圆其说 ” 了 ， 当然也给
传统医学打上了许多哲理说辩

的烙印 。 这些应该说是中医学
发展的必然性所使然 ， 也是生
物系统应激科学必须要与文化

和哲学相结合的客观反映 。 反
观西方传统医学 ， 在这方面显
得非常地欠缺。

而今科技发达了 ， 生命科
学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 ， 所以
是应该还原中医学本来科学面

目的时候了 ！ 笔者在 《袁氏新
医药模式与临床 》 一书中 ， 以
生理应激理论和新应激学说为

红线， 贯穿了新医药学的基础、
理论和临床 。 不仅如此 ， 这条
红线还自然而然地贯穿了古代

《黄帝内经》 几大理论的主要内
容 ， 说明新医药学确实应该在
中国应运而生了！

当然 ， 西医学也逐渐认识
到了仅仅是靠神经理论也是不

够的 ， 于是在近几十年出现了
循证医学和转化医学来弥补不

足。 然而在着力于 “现代神经-

体液理论 ” 探讨的时候瓶颈出
现了 ， 这就是需要 “神经 ” 与
“体液 ” 的复合 。 早已习惯于
单一结构准确性的西医学遇到

了空前的挑战 ， 致使几十年来
在这方面并无明显突破 ！

其中突破口又在哪里呢 ？
依照笔者的观点 ， 问题其实
很简单 ， 这也是西医学应向
具有丰富复合特色的中医学

学习的重要理由之一 。 进一
步说 ， 当今世界医学发展趋
势非常需要西医学与中医学

的有机结合 ， 或统合 ， 或融
合———这 应 该 是 世 界 医 学 发

展必然趋势吧 ！ 中西医结合
本身也是两大主流医学在理

论 和 临 床 方 面 的 全 面 复 合 ！
这应该是生命医学中系统应

激科学的客观要求 ， 也是全
人类医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
3.在临床诊治方面

在传统中医学中， 应用望、
闻 、 问 、 切四种诊察方法搜集
来的复合资料 ， 总结出了八个
纲领以作为指导治疗的基本依

据。 这就是表里、 寒热、 虚实、
阴阳 。 很明显 ， 这八个纲领组
成了四对认识人体与病证之间

复杂情况的复合标志 。 它们分

别表现出了病变的部位和深

浅 、 病证的性质 、 病邪与人体
反应能力的关系 ， 以及人体生
理病理的平衡与失衡状态及其

变化 。 其中所表现出物质的 、
辨证的 、 全面的 、 深刻的医学
认识 ， 一般认为源于 《黄帝内
经 》 ， 又由汉代张仲景在 《伤
寒杂病论 》 中把辨证论治发扬
光大了 ， 再在隋代巢元方等编
著的 《诸病源候论 》 一书中有
了系统总结 。 这种以互相联系
又互相转化 ， 彼此制约又彼此
消长的复合状态 ， 正是客观反
映了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 ， 也
指导了医师知晓证候特征 ， 从
而遣方配药进行心中有数地医

治。
所以新医药学在诊治过程

中 ， 已经继承了中医学辨证论
治的精华， 在望、 问、 切、 按、
检等复合五诊法的基础上 ， 判
断出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
然后再辨态施治地加以相应的

复合治疗法 。 不言而喻 ， 新医
药学根据古代应用复合标志或

状态或方法的经验 ， 更应该获
得佳良的疗效。

可以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医药的复

合特色下进行的 。 例如被后人
称为 “实验派大师” 的张锡纯，
早年就创制了著名的 “石膏阿
司匹林汤”。 即使是当今的中国
医学临床 ， 很多医生都同意应
用中西医两法 ， 以及中西药两
类同时进行治疗 。 如市场上常
见的 VC 银翘片、 感冒灵颗粒等
就很受欢迎 。 不言而喻 ， 上述
应用有些盲目化和简单化 ， 但
随着新医药学的兴起 ， 必将会
理性地促进和加强中西医药结

合的进程。
另外 ， 中成药作为复方制

剂也占据了中医药应用的半边

市场 ， 对中国乃至世界民众的
防病治病和养生延寿都起到了

重要作用 。 在这个方面 ， 中国
的香港地区可以说是典范了 。
香港作为世界商业中心之一 ，
竞争激烈是可想而知的 。 但是
有资料显示 ， 世界上使用中医
中药最频繁的城市是香港 ， 而
且人均寿命全球第一的也是香

港 ！ 据说香港人有夏喝中药凉
茶 、 冬煲中药靓汤的好习惯 。
在本质上来说 ， 这就是应用复
方中药自我进行生理应激科学

方面的平衡性调节 。 这种养生
延寿之道应该是全球民众积极

学习的 ， 除非那些片面把中药
视为毒药又不想长命者可以例

外！
（未完待续）

专家心语：

书香杏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