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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在常识性质的概念框架中人们自发地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源自于经验。所
以，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是指用中西医两法治病”，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药加西药”，甚至
还有患者把“看了西医又看中医”也称为“中西医结合”等等。这些认识都是对“中西医结合”的经
验性、常识性理解，是以经验或体验为内容所形成的“观念”。在常识概念框架中，人们把“中药加
西药”或“看了西医又看中医”等当作“中西医结合”，它反映的经验或体验是直观的、外部的、片
面的。 2.在科学性质的概念框架中 “中西医结合”是综合中、西医药学知识，创建新医学。这是基于
对中、西医药学内在联系、对中西医结合本质的理性认识而形成的概念及内涵。 3.在哲学性质的概念
框架中 中西医结合是指中、西医药学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补充的知识系统的辩证统一，反映
的是哲学层次上对中西医结合思想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感悟。 常识性质、科学性质、哲学性质三个不
同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取决于人们对“中西医结合”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在实践中，常
识概念中的“中药加西药”虽然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但决不能以科学层次的“中西医
结合”概念去指责或批判。因为常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符合一般经验，在现实中十分普遍；而科
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是对常识层次“中西医结合”的超越，是更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1980
年3月，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指出：“中西医结合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不
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初级、中级的结合，又会在这个基础上出现逐步向理论体系构
筑和临床有机结合方向发展的高级结合。因此，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现阶段对中西医结合兼容互
用以及对结合点艰辛探索的过程。如果没有现阶段的初级结合及中西医兼容教育，就不可能达到理论
体系融通和临床有机结合的高级阶段。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中西医
结合”概念外延化所反映的具体对象。在我国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并存的历史背景下，在两种医
药学理论、实践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于新中国诞生后，在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
怀下发展起来的新兴医学学科。 一、中外医药学交流渊源 中外医药学交流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
部分，始于战国、秦代的朝鲜、日本等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亚洲大
陆的内部通道，医药学文化交流由此进入了新纪元。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印度医学随佛教传人中
国。如《开元释教录》就有“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传入印度之医药”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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