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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思路与方法

中 医理抢现代 亿 的探索

口李连达 靖雨珍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摘 要 中医学属 于应 用科学范畴
。

中医理论由两 大部分组成 即 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 哲学理

论部分 及中医理论的主体 内容 医学理论部分
。 “ 阴 阳 ” 、 “

五行
” 、 “

天人合一
” 、 “

精气神
” 、 “

五运六

气
”

等学说
,

来源于哲学
,

也是 中医理论的哲学部分
。 “ 阴 阳

”

学说强调
“ 阴 阳互根

” 、 “ 阴 阳平衡
” “

五

行
”

学说将世界万物概括为
“

金木水火土
”

五大类物质
,

并以 “

五行生克
”

来认识世界万物
“

天人合一
”

学说包括两方 面 内容
“

天人相应
”

和
“

天人合一
” “

五运六气
”

学说是古代原始的预测学及时辰 医学
“

精气神
”

学说是对生命现象的高度概括与宏观认识
。

中医理论的主体部分
,

包括
“

脏腑
” 、 “

经络
” 、 “

辫

证施治
” 、 “

四诊八纲
” 、 “

理法方 药
” ,

以及中药理论的
“ 四 气五味

” 、 “

升降浮沉
” 、 “

性味归经
”

等等
。 “

脏

腑
”

学说是古代对解剖 学与生理学的综合概括
。 “

经络
”

学说是古人对信息传导
、

网络调控及管道运输

的宏观认识与总体理解
。 “

辫证施治
”

是中医治病的一大特点
,

但随着疾病谱与 医学模式的改变
,

今后

的发展方 向应该是
“

辫证施治
”

与
“

辫病施治
”

两者共存
,

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 防病 治病 的有效性
。

中药现代化
、

中医现代化及中医理论现代化
,

就是要求中医学与 中医药事业
“

与时俱进
” 、 “

持续发

展
” ,

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和人才培养
。

因此
,

树立 良好学风
,

取其精华
,

弃其糟粕
,

求同存异
,

正确理

解中医理论的精髓是中医事业发展的保证
。

关键词 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一
、

中医学术体系形成与发展

主匡生的丝质当监遨

中医学是治病救人的科学
,

属应用科学范畴
,

在

中医理论中含有丰富的哲学
、

人文科学
、

佛学
、

道学
、

儒学及诸子百家的思想
,

是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 自

然科学
。

过去 中医学 以经验医学为主
,

当代则充分利

收稿 日期 叨 一 一

修回 日期 仪拓一 一

用 现代科学 包括现代 医学 的理论
、

方 法
、

手段
,

向

现代化的中医学发展
。

空压丝鱼鱼韭 成互发展

中医理论是 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结

晶
,

是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升华
。

在感性认识的基

础上
,

不 断总结
、

提高
,

上 升 为理性认识
,

逐渐 条 理

化
、

规律化
、

概念化
、

抽象化
,

形成了早期笼统 的模糊

的理论
。

在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
,

不断借

鉴
、

吸收
、

融合了丰富的哲学
、

人文科学
、

佛学
、

道学
、

联系人 李连达
,

本刊学术顾 问
,

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
,

研究方向 心血管中药药理学
, 一 《拓

,

一
· 。

〔 而
。 之切 邵乃而山 众 动 ’过双之南耐

。 硬切汉材以 朋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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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以及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华
,

并使其成为中医学

术体系的指导思想
。

这些理论和学说在丰富中医理

论 的同时
,

推动 了 中医学的发展
,

使中医学具有整体

性 与个体性相结合
,

规律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抽象与

实体相结合的特点
,

并蕴含 了原始朴素的矛盾论
、

唯

物论
、

辨证法 的基本观点
,

形成 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

系
,

成为 中医学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的持续发展

的坚强基础
。

中医理论的精神实质与科学内涵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
,

内容复杂深奥难懂
,

加之后

人 的喧染夸大
、

神秘化
,

使人感到中医理论神乎其

神
,

玄乎其玄
,

鬼神莫测
,

世人无法理解
。

我们应该本

着 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
,

使之返朴归 真
,

去伪存真
,

揭示其精神实质与科学 内涵
,

正确认识中医理论 的

本质
。

中医理论由两大部分组成 即中医理论的指导

思想 哲学理论部分 及 中医理论 的主体 内容 医学

理论部分
。

二
、

对中医学术体系的认识

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一哲学部分
“

阴阳
” 、 “

五行
” 、 “

天人合一
” 、 “

精气神
” 、 “

五运

六气
”

等学说
,

来 源于哲学
、

人文科学及诸子百家学

说
。

是广泛适用 于社会科学 和 自然科学各学科及领

域 的通用理论
,

而非 中医学特有 的理论
,

其本身不是

医学理论
,

而是用 以指导 医疗实践
,

推动 中医学术发

展 的指导思想
。

哲学理论被借鉴
、

融合于 中医理论

中
,

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阴 阳 ”

学说
。

强调
“

阴阳互根
” 、 “

阴阳平衡
” ,

一旦发生
“

阴阳

偏盛
”

阴虚 阳亢或 阴盛 阳衰
,

甚或 阴阳离绝
,

便会

发生疾病
,

甚或死亡
。

其精神实质与科学 内涵
,

是古

朴 的矛盾论
,

是
“

一分为二
” 、 “

对立 的统一
”

和
“

对立

的转化
” ,

是矛盾 的产生
、

激化
、

调和与统一
。

古人用
“

阴阳
”

代表一切对立 的现象
、

事物及运动规律
,

认识

万物的发生
、

发展及转化规律
,

并 以此学说认识和解

释人体的生理
、

病理现象及变化规律
,

将
“

调和 阴阳
”

调解矛盾 作为防病治病的基本规律
。

因此
,

可以认

为
“

阴阳
”

学说是古代原始的
“

矛盾论
” ,

而今天的
“

矛

盾论
”

则是古代
“

阴阳
”

学说的发展
、

提高与现代化
。

“

五行
”

学说
。

古人将世界万物概括为
“

金木水火土
”

五大类物

质
,

以
“

行生克
”

来认识世界万物
。

各类物质之间的

相互关系
,

相互影 响
,

或是
“

相生
”

相互促进
,

或是
“

相克
”

相互抑制
,

而不是孤立 的
、

互无影响的
。

并

将此学说用 以解释人体五脏六腑各种器官组织之间

的相互影 响
,

特别是在生理
、

病理状态下 的相互影

响
,

以及在诊断
、

治疗时 的整体性及辨证规律
。

因此
,

“

五行
”

学说的实质是原始 的
、

古朴的
“

唯物论
” 、 “

辨

证法
” 。

古人 以
“

五行
”

学说为理论将原始的辨证唯物

论用 于认识世界万物
,

特别是认识人体的变化规律
,

用 以指导 中医 临床实践
,

强调人体 的整体性 与 内外

环境 的统一性
,

而不是抽象的
,

局部的
,

孤立 的认识

问题
。

“

天人合一
”

学说
。

主要包括两方面 内容 ①
“

天人相应
”

认为人与

自然界相互影响
、

相互依存
,

自然界 的变化可 以影响

人体的健康与疾病
,

而人类又可主动适应 自然界
,

改

造 自然界
,

只有人类 和 自然界和谐统一
,

才能保证健

康长寿
。

②
“

天人合一
”

借鉴 自然界 的现象与变化规

律
,

用 以认识人体的奥秘
,

认识人体五脏六腑
、

生理

病理变化
,

用类推
、

比拟 的方法来解 释人体现象
,

这

种原始的认识论
,

对于 中医学及 中医理论的发展
,

产

生 了一定 的影 响
,

并使 中医理论具有宏观
、

整体
、

综

合
、

抽象
、

概念化等特点
,

而在具体
、

准确
、

精细等方

面较差
。

“

五运六气
”

学说
。

是古代原始的预测学及时辰 医学
,

在经验判断

的基础上
,

结合时间特点
、

自然 现象
、

环境 因素及人

体状态等多方面情况
,

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
、

疫病的

流行
、

疾病的发生
、

发展及转归
。

也是古代时辰 医学

的原始 型
,

包括 时辰 生理学
、

时辰病理学
、

时辰治疗

学等
,

如针灸治疗 的
“

子午流注
”

学说
,

便是古代时辰

医学对运气学说的具体运用
。

但 由于
“

五运六气
”

学

说是建立在经验判断 的基础上
,

缺乏足够的科学根

据
,

预测欠 准
,

不 为历代 医 家所 重视
,

特别是在 民间

被一部分人发展成算卦
、

相面
、

批八字
,

成为迷信
、

欺

〔 而
。 记讥汉 咭州喻山。女 勿 名勿耐

。 记切以从恤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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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的工具而误人歧途
。

“

精气神
”

学说
。

“

精气神
”

学说是对生命现象的高度概括与宏观

认识
,

广 义 的
“

精
”

是泛 指物 质而 言
,

是 构 成人体 的

精华
,

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

狭 义 的
“

精
”

是指生殖 系

统传宗接代 的精华物质而 言
。 “

气
”

是泛指功能而

言
,

全身之气
“

宗 气
、

元气
”

等 是指 全身性 整体的

功能而言
。

而局部之气
“

心气
” “

肝气
” “

肺气
” “

脾

气
” “

肾气
”

等
,

是指局部功 能而言
。 “

气虚
”

是功 能

减弱
, “

气逆
”

或
“

气滞
”

是指 功能紊乱或功能障碍 而

言
。 “

益气
”

是增强功能
, “

理气
”

是调节功能等等
。

广

义 的
“

神
”

泛指 生命现象
,

狭 义 的
“

神
”

是统 帅全身的

中枢神经 脑 以及精神 情志 活动而言
。 “

精气神
”

学说 的科学 内涵 就是在物质的基础 上产生功能
,

物

质与功能结合构成生命
,

是对人类 以及各种 生物

生命现象及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概括
,

是对人体生

理
、

病理变化 的宏观认识
,

也 是对 医疗 实践
、

防病治

病原则 的整体认识
。

主医丝诊鱼主述二医堂丝鱼壑全

中医理论 的主体部分
,

包括
“

脏腑
” “

经络
” “

辨证

施治
” “

四诊八纲
” “

理法方药
” ,

以及 中药理论 的
“
四

气五味
” 、 “

升降浮沉
” 、 “

性味归经
”

等等
。

“

脏腑
”

学说
。

是古代对解剖学与生理学 的综合概括
,

是在大

量 医疗实践 中
,

根据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多种表现 的

综合
、

概括
,

逐渐形成
“

脏腑
”

学说
。

在古代大体解剖

的基础上
,

初步认识各 内脏 的生理功能
,

限于 当时 的

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
,

也产生了一些误解
。

例如

古人所讲的
“

心
” ,

在解剖学上是指心脏而言
,

而在生

理功能方面 的认识
,

则包括 了循 环 系统 的
“

心脏
”

和

统帅全身的
“

大脑
” ,

故有
“

心 主血脉
”

与
“

心者
,

君 主

之官
”

的论断
。

又如古人所讲的
“

肾
” ,

在解剖学上是

指泌尿系统的肾脏而言
,

而在生理功能上则包涵 了

泌尿
、

生殖
、

内分泌
、

骨骼
、

听觉
、

遗传等多方面功能
。

对于古人 的
“

脏腑
”

学说
,

不必用现代解剖学
、

生理学

加 以对号
,

过分苛求
,

在千百年的中医学发展过程

中
,

己经形成一个学术体系
,

并在认识人体的生理
、

病理
、

诊断
、

治疗等方面
,

积 累了大量经验
,

具有一定

指导作用
。

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地纠正古人的误解
,

而

是应该做出科学 的
、

合理 的解释
,

取其精华
,

弃其糟

粕
,

推动
“

脏腑
”

学说向前发展
。

“
经络

”

学说
。

“

经络
”

既不是
“

凤汉 氏系统
” 、 “

凤汉 氏小体
”

和
“

凤汉 氏管
” ,

也不是古人早 已 了如指掌
,

而今人又找

不到的
“

特定 的解剖系统
” ,

至今 尚未发现的
“

新组织

结构
” ,

而 是古人对信息传导
、

网络调控及管道运输

的宏观认识与总体理解
。 “

经
”

是 以神经系统为主的

信息传导
、

网络调控系统
“

络
”

是 以血液循环系统为

主的管道运输
、

体液流动系统
,

包括动脉
、

静脉
、

大小

血管 以及微循环
。

因而古人论及
“

经络
”

时
,

或指神经

系统
,

或指循环系统
,

或兼指两个系统而言
。

我们应

该正确认识
“

经络学说
”

的精神实质 与科学 内涵
,

用

以指导针灸治疗与学术发展
,

提高防病治病水平
,

特

别是提高针灸治疗的疗效
,

更好地解 除病人的疾苦
。

一 味寻找
“

古人早 已认识
,

今人又找不 到
”

的特定解

剖系统或
“

新的组织结构
” ,

是没有意义的
。

“

辫证施治
” 。

“

辨证施治
”

是 中医治病 的一大特点
, “

证
”

的基

本概念是一组有 内在联系的病理生理变化及其临床

表现
。 “

证
”

有多重含义 ①
“

证
”

是认识疾病
,

明确诊

断
,

指导治疗 的
“

证据
” 。

②
“

证
”

是一组有 内在联 系
,

有一定规律的症状
、

体征 即症状或症候
。

③一病可

见多
“

证
” ,

伤寒有六经证
。

一
“

证
”

也可见于多病
,

例

如虚证可见于伤寒
,

也可见于杂病
。

④
“

证
”

涵盖了病

因
、

病机
、

病情
、

病位
、

病期等多种因素
。

例如
“

八纲辨

证
”

是将所有疾病 的多种病理生理变化及其表现概

括 为 阴 阳
、

寒热
、

表 里
、

虚实八大类
, “

虚实
”

是反 映
“

正邪
”

两方面 的情况
, “

虚
”

为机体状态 的虚弱
、

衰

退
, “

实
”

为病邪之强盛
“

表里
”

则反映病位在
“

表
”

或

人
“

里
” ,

也反 映病期
,

感染性疾患 的发展 阶段
,

或传

染病 的病期
“

寒热
”

既反映病 因病机
、

外邪之性质
,

如 风寒 或暑热
,

也 反 映人体疾 病 的性 质
,

如
“

寒证
”

“

热证
”

等
“

阴阳
”

则是八纲辨证 的整体概况 和综合

判断
, “

虚证
” “

寒证
” “

里证
”

为阴
, “

实证
” “

热证
” “

表

证
”

为 阳
。 “

八纲辨证
”

将所有疾病高度概括 为八大

类
,

在此基础上
,

再结合五脏六腑
,

外感 内伤
,

各种病

〔 而
。 口刀 邵八勃 ’让 动 仪 如耐 ” 山阳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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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病机
、

病位
、

病情
、

病期而形成各种各样 的
“

证
” 。

因此
, “

证
”

的内容复杂
,

包罗 万象
,

千变万化
,

具有高

度概括性
、

不确定性
,

既有整体性
,

又有个体性 既有

规律性
,

又有灵活性 既有一致性
,

又有多样性
。

各种
“

证
”

既可单独 出现
,

又可交替 出现
,

互相转化
,

其准

确定义
、

诊断标准
、

界定范 围都很 困难
,

与 医者 的水

平
、

经验及学派都有很大关系
。

同一病人
,

不 同医者

可有不 同辨证
,

其重 复性
、

客观性
、

规范化
、

标准化
,

都是巫待解决的问题
。

由于上述情况
,

特别是近代社会的进步
,

科学 的

发展
,

人类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变化
,

疾病谱与 医

学模式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
,

以
“

辨证施治
”

解决一切

疾病的诊疗问题
,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加之
“

一病
”

可

见
“

多证
” , “

一证
”

又可见于多种疾病
,

因而
“

辨证
”

与
“

辨病
”

结合
,

已成大势所趋
。

事实上
“

辨证
”

与
“

辨病
”

结 合古 已有 之
,

如破伤风
、

营养不 良
、

麻疹
、

天花 儿

科 的惊疮痘疹
、

痢疾
、

中风 等
,

特别 是 近 年 流行 的
、

艾 滋病等疾病
,

更须辨证与辨病结合
,

才 能及

时准确地做出正确诊断
,

指导治疗
。

因此
,

今后 的发

展方 向应该是
“

辨证施治
”

与
“

辨病施治
”

两者共存
,

或
“

辨证
”

与
“

辨病
”

相结合
,

以提 高诊断的准确性 和

防病治病的有效性
。

中药理论
“ 四 气 五味

” 、 “

升 降浮沉
” 、 “

性 味归

经
”

等理论
,

近 年 已 有 大 量研究 与论 述
,

不 再赘述
。

但其 中的
“

归 经
”

与
“

引经药
”

的理论
,

值得 重 视
,

这

是古人对药物作用 的靶点学说及靶 向学说 的早期认

识
。

初步研究证明
,

有些 中药确有靶 向引导作用
,

具

有使药物作用 于某些靶点 的导 向作用
,

这对于 阐明

中药作用原理
,

以及发现新药
、

新 的作用机制将有重

要意义
。

中医 理论内容十分丰富
,

本文 只能对一部分重

要理论略加讨论
,

提 出一些不成熟 的看法
,

供读者参

考
。

产业现代化
” 、 “

中医现代化
”

及
“

中医理论现代化
” 。

何谓
“

现代化
”

笔者认为某一领域的
“

现代化
”

就是

该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
、

科学的发展而
“

与时俱进
” 、

“

持续发展
” 。 “

现代化
”

是一个动态过程
,

是不断发

展
、

不断前进的过程
,

有起点无终点
。

中药现代化
、

中医现代化及 中医理论现代化
,

就

是要求 中医学 与 中医 药事业
“

与时俱进
” 、 “

持续 发

展
” ,

跟上时代的进步
、

科学 的发展
,

跟上 国家的要求

与人 民的需要
。

因此
,

中医药学与 中医理论 的现代

化
,

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

大势所趋
,

势在必行
。

不 同时期对 现代化的要求不 同
,

例如《伤寒论 》

是秦汉时期中医现代化的标志 《本草纲 目 》是 明代

中药现代化的标志 温病学派 的创新发展则是清代

中医理论与中医药现代化的典范
。

近年提倡充分利

用现代科学 特别是现代医学 方法进行 中医药研

究
,

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水平
,

推进 中医药事业发

展
,

则是当代中医药现代化的特点
。

中医药现代化的 目的在 于全面提高中医药 防病

治病与治病救人的水平
,

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
。

中医药

现代化 的关键是发展创新
,

只有不断发展创新才能

更好地推进 中医药现代化
。

中医药现代化 的内容包

括三部分 即中医理论现代化
、

中医现代化及 中药现

代化
。

由于三部分内容的难易程度不 同
,

现代化的进

展情况也不 同
,

自 年提 出
“

中药产业现代化
”

后
,

全面推进 了中药学及 中药产业 的现代化
,

已取得

重大进展
,

而 中医现代化 问题复杂
、

难度较大
,

进展

较慢
,

至于中医理论现代化则难度更大
,

问题更复

杂
,

加之争论不休
,

至今 尚未正式启动
。

四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三
、

中医现代化是划时代的飞跃

很多 国家在不 同历史 时期
,

对不 同领域提 出了
“

现代化
”

的要求
,

我 国建 国初期提 出
“

四个现代化
”

工业
、

农业
、

国防及科技现代化
,

近年又提 出
“

中药

中 医学及 中医事业 的发展
,

继往开来
,

当前正是

乘风破浪
,

万马奔腾 的大好时机
。

展望未来
,

中医现

代化
、

国际化
,

将 出现划时代的新飞跃
,

我辈应 团结

奋进
,

不负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
。

友显剑断是兰毽

中医 学 与 中 医 事业 的发 展
,

关键 在 于 发 展 创

新
,

必须 强 化创新思想
、

创新思 维
、

创新 能力
,

建设

一支具有创新实力的科技队伍
。

我们还须正确理解

〔 记 二 朋 邵砚。 ‘以沁 如耐
刀 ‘饱血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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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承 与发扬 的辨证关 系
,

继 承不 是 最 终 目的
,

继 承

的 目的在于发扬
,

而发扬 的基 础 是 继 承
,

两 者密不

可分
,

是一个 问题 的两个方 面
。

继 承与发扬 不 可分

割
,

更不 是对立
、

互相排斥 或互 相取代 的关 系
,

长期

争论 不休不 如 多干实事
,

脚踏 实地
,

在 实践 中寻找

正确的前进道路
。

在 中医 药现代化
,

特别是 中医理论 现代 化 的研

究 中
,

仅仅从 哲 学 角度 进行研究 是 不够 的
,

仅仅从

医史角度 面 向过去
,

对 中医理论 的发生发展 和历史

贡献进行史学研究也是不够的
。

一切研究 的最终 目

的是 为了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

推动 中医学术发展
,

是为了治病救人
,

保障人类健康
。

因此
,

中医理论现

代化必须强调理论联 系实 际
,

面 向未来
,

面 向实际
,

为实践服 务
,

切 忌 坐而 论 道
,

空谈 阔论
,

脱 离实 际
,

脱离治病救人 的 目的
,

也要 防止将 医学 理论研究 变

成哲学理论之争
、

各种学派之争
。

应该强调
,

中医理

论 的主体是 医学理论
,

是治病救人 的理论
,

应 以 医

学理论 的研究为 主
,

不 能用其他理论喧宾夺 主
,

甚

或取而代之
。

人才是保证

人才
,

特别是学科带头人
,

极 为重要
,

能否带 出

一支好的科研队伍
,

开拓一些新领域
,

打 出一 片天

下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科带头人
。

目前老一代学

科带头人大部分 已退 出历史舞台
,

而新一代学科带

头人还不够成熟
,

他们 的学术水平
、

科研 能力
,

特别

是创新发展
、

开拓新领域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

在学

术界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还有待加强
,

特别是领军地

位还未巩 固
,

甚 至 尚未建立
。

因此
,

学科带头人 的选

拔
、

培养与提高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

此 外
,

我们必 须建立 一支 老 中青 三结 合
,

多学

科并 重 的人 才梯 队
,

重 点选拔
、

培养德 才兼备 的 中

青年 骨 干 是非 常重要 的
,

但忽 视
、

排斥 老大夫 和 老

专家
,

则是不正确的
。

医学是晚熟科学
,

很多中医药

专家更 是 大器晚成
,

低估
、

忽视 甚 或排斥 老大夫 和

老专 家
,

不 利 于 中医 学术 发 展
,

也 不 利 于 中青年 一

代学者 的健康成长
。

这种趋势应 当引起重视
,

加 以

纠正
。

认真贯彻执行
“

双百方针
” ,

树立 良好的学风

中医理论 内容复杂
,

历代学者几乎在所有重大

问题上都有不 同看法
,

甚至激烈争论
,

致使中医理论

现代化 的研究
,

成为十分敏感的
“

雷区
” ,

稍有不慎就

会引火烧身
,

成为众矢之的
,

甚至 出现
“ 口 诛笔伐

”

大

批判 的局面
。

因此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的方针
,

在学术 问题上有不 同看法
、

有争论
,

是正常

现象
,

要 以实事求是 的科学 态度
,

互 相尊重
、

互 相爱

护
、

与人为善
,

进行学术讨论
,

树立 良好学风
。

要避免

感情用事
,

在学术讨论 中夹杂人身攻击 要避免一花

独放
、

一派独鸣
、

一言堂等现象的发生
。

有些学术 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

停 留在
“

空战
” 、

“

笔战
” 、 “

持久战
”

阶段
,

坐而论道
,

引经据典
,

从概念

到概念
,

从古人到古人
,

缺乏科学有 力
、

令人信服 的

根据
,

很难取得学术 界 的公认
,

讲一 百句空话
,

不 如

干一件实事
。

因此
,

我们应该强调
“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
” ,

要通过大量实践
,

收集大量可靠 的证据
,

集

思 广益
、

去伪存真
,

既要充分取其
“

精华
” ,

也要 大胆
“

弃其糟粕
” ,

才能推进 中医理论现代化及 中医药现

代化
,

对 中医事业 的发展做 出积极 的贡献
。

有些学术

问题
,

一时不能统一认识
,

也不要急于求成
,

不要将

自己 的看法强加于人
,

应该在 团结合作的基础上
,

“

求同存异
” ,

在实践 中逐步提高认识
,

正确理解 中医

理论 的精髓
,

为推进 中医理论现代化
、

中医药现代化

以及 中医事业 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

恤

田 毋
王”乙 , 乙 以

, 。口 二。 升耐 。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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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了丹 少 及 山 初 , 山 ’服 了

笋

〔 。

而 二。 朋汉 幻乃勃 七 勿 南耐 , 朋 月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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