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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两方面, 探讨了现代中药研发中的文化碰撞现象与系统生物学思

路。提出在世界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既要认识科技文化多态性的这样一个事实, 又要以 ∃疗效中

心论%为基础,重视本土科技文化的发扬, 不要盲目发展 ∃高 %、∃精 %、∃尖%而忽视复方制剂的研究及其

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新的医学模式下,我们还应大力发展系统生物学,使之与传统医学互补,

从而推动传统医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出更好的现代中药研发方法。

关键词:现代中药 � 系统生物学 � 认识论 � 方法论

� � 现代中药研发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此过

程中, 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一些认识论及方法论的碰撞

与冲突,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在思路、方法上都有很大

的差异,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

作为拥有丰富中药材资源、中药的原产地与中药理论

的原创国家,如何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格局下继续保持

我们的优势,值得我们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进行深入

的探讨。

一、现代中药研发中的文化碰撞现象

1. 现代中药的概念

什么是现代中药 ( Contemporary Ch inese Herba l

Drug)? 正如&道德经 ∋所言: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

∃现代%的概念正是在与 ∃传统%概念对比的情势下确

立的。说到传统中药 ( T rad itional Ch inese Herba l

Drug) ,我们不难认识,是一些我们熟知的丸散膏丹类

中成药或各种中药饮片、中药材、草药等。那么, 用现

代所能见到的所有中药制剂减掉这些传统中药, 便是

∃现代中药%了。按某些学者的观点,现代中药又可进

一步分为近现代中药、现代化中药与后现代中药 (亦

称创新中药 )。近现代中药 ( Near- M odern Ch inese

Herba lD rug)主要指 1960年以来的中成药制剂, 多以

粗提物入药,以片剂、胶囊、冲剂、口服液等剂型为主;

现代化中药 (M odern Ch ineseH erbal Drug)主要以有效

成份或有效部位入药,药效物质基础基本明确,部分洋

中药、植物药、天然活性单体药物可纳入此范畴; 后现

代中药 ( Post- M odern Ch inese Herbal Drug )或创新中

药 ( Innovative Ch inese Herba lD rug )指由于非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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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使其属性 (如形态、结构、性质成份等 )发生明

显改变的中药。创新中药从其形态构成上又可进一步

分精制中药、有效部位中药及组分配伍中药等。中药

的发展形态与科技的发展形态是如影随形的。在古

代,由于科技发展的局限, 所生产的中药多为 ∃黑、大、

粗 %的传统中药; 在近现代, 西学东渐, 大量新的技术

如生物技术、人工合成、转基因等渗入到中药的研制

中,故中药渐向 ∃半粗、半黑 %或 ∃不粗、不黑%的现代中

药发展。由于在我国医药以东、西为分野的现实,所以

实则亦可认为传统中药是以东方传统观念为指导而发

展起来的中药,现代中药则是以西方现代观念为指导

而发展起来的中药。显见, 由于传统医药观念在中药

现代化中的持续而有效的作用以及现代医药观念在传

统中药发展中的强势作用,在现代中药研发的过程中,

不可免地会发生文化碰撞现象。

2. 现代中药研发中的文化碰撞

这里的 ∃文化 %特指精神财富,不同区域的文化能

折射出视角、思路与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所谓 ∃碰撞 %

原指两个物体的相撞,引申而论则指思路与轨迹的不

同、不一致, 有客观与主观之分。现代中药研发中有哪

些文化碰撞现象呢? 譬如: ∃主要有效物质基础论%与

∃复方整体论 %的冲突。前者从便于研发角度考虑, 或

强调提取中药有效活性成分单体、部位,或强调复方药

味宜少于 8味, 3- 5味最好, 或追求有效单体复方、有

效部位复方,尽量减少每次用量。后者则认为中药复

方是一个整体,其治疗作用是复方中各药物的共同作

用,因此应从整体的角度对复方予以研究并寻找到其

有效成份,这样才能不丧失中医药特色。

例如,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

是通过寻找有效成份、单体等企图发现有效抑制癌瘤、

或针对原癌基因 /抑癌基因特定靶点的新药;另一种方

法则认为中药的主要作用应为减毒增效,因此应从配

伍的角度入手寻找具有相应功效的复方中药。美国

FDA对待中药也不再是 ∃只看分子式不看疗效%,在美

临床试验的标准是 ∃根据临床试验结果, 决定是否予

以批准 %。再如, 在消化科我们常常应用抑酸剂、抗生

素、泻剂,固然产生良好的 ∃单一靶向作用 %, 但是也引

起严重的问题,包括抑酸导致的消化功能不良、抗生素

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调、泻剂依赖屿泻剂结肠等。不禁

令人深思:过于追求单一靶向治疗的现代化中药单体,

是否会产生相似的问题呢?

在现代中药研发的过程中有两个典型的成功案

例,一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明,二是抗癌新药砷剂的

发明。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使得人们坚定了

走 ∃主要有效物质基础论 %的路子。可是, 也不能忽

视,中药复方制剂在市场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如六味地

黄丸,据不完全统计, 六味地黄丸在全国的销量约有十

多亿元之巨。经济效益折射出相应的社会效益, 一个

产品,只有在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为什么流传近两千年的一个复方中

药竟然比高精尖技术发展起来的中药单体能产生更好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呢?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很多疾病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病因予以解释, 因此应

用多种组分的多元化综合治疗 ( M ulti- Component

therapy)就势在必然。我们在临床上常用复方中药饮

片综合调理,治疗因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往往比

单一成份 (如黄连素 )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因此如何

以这种综合组方为基础,开发研究更符合中药特色的

新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 不能以单一的西医药物研

发模式指导所有中药研发,不能忽视普遍现象,尤其是

传统文化积淀下的科学思路; 不能放弃疗效第一的原

则,离开了医而论药, 离开了临床疗效而讲靶效都是与

药物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因此,有以下两点思考: ( 1 )一对一对因拮抗治

疗,对于单因素疾病、传染病、感染性疾病比较适合,但

是对于慢性病、老年病却未必合适。康复治疗中复方

疗法模式的优点不能忽视。 ( 2)由青蒿发现青蒿素、

由砒霜发现三氧化二砷的特异性治病作用固然可贵,

但是六味地黄丸的保健作用、复方中药饮片的综合调

节作用被民众广泛认同的社会现实不能忽视。

3. 透过现象反映出来的本质

( 1)东西方文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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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哲学思路:中医学是系统论思想,认为人

体,及针对人体病理状态进行治疗的药物都是系统化

的,不能随意割裂。这种系统论思想包括 ∃四性 %, 一

是整体性,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二是联系性, 意即整

体性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三是稳定性,

所谓 ∃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 四是动态性, 药物调治的

最终目的是使机体通过动态调整恢复自稳态 (H omeo�

stasis)。而西医学则是还原论思路, 认为任何高级个

体都可以分解为部分, 认识了部分便就认识了全体。

根据这一 ∃高级可降解为低级 %的法则, 则生命运动亦

可降解为简单的物理运动与化学运动, 因此通过对这

些低级运动的认识便可了解高级生命运动的奥旨。然

而,我们必须意识到, 对于系统来说, 整体性是其根本

性质, 简而言之就是 ∃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 这主要

是由于:多个要素的搭配组合可以创生出新的具有整

体性的系统;相同要素的不同联系组合可以创生出多

种整体系统;系统的结构转变可能引起性质完全不同

的系统行为。因此, 对于部分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

对于整体的研究。) 不同的科学母体: 在 1840年以

前,东方科学 (或谓中国科学 )是以实用技术 (为生产

服务 )占主体的, 占科技成果的 80% , 理论成果占

13%,实验研究仅占 7%。在这样的科学母体中, 中医

药学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一是医疗实践,二是传统自然

哲学理论如周易、阴阳、五行。1840年后, 随着西学东

渐,现代科学已开始渗入各个学科领域,但中医学仅受

到很有限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医学并未能很好地接受

近代自然科学。在公元 3世纪前, 东西方科学是相差

无几的,中世纪的千余年, 随着西方科学落后于东方科

学,西方医学也落后于东方医学,从 16世纪开始,西方

医学开始出现飞跃式的发展, 这主要得益于科学母体

的孕育。其时经典力学的出现试图用力学与机械运动

来解释一切,而解剖学的发展使当时的医学家更坚定

了这种信念。继笛卡尔提出 ∃动物是机器 %后, 18世纪

法国医学家拉美特利更进一步提出 ∃人是机器%, 在其

&心灵的自然史∋一书中,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取决于

人的机体组织,思想只不过是大脑中机械活动的结果。

19世纪的三大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

守恒定律对人的认识在本质上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基

于这些理论,西方医学只是把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而

从生物学角度对人进行认识,将之解剖、还原, 并用研

究低等运动的方法去研究人体,与之相应地,发展起以

还原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实验方法及数学方法。

( 2)中西医学的方法论差异。

科学研究取决于思路, 思路取决于方法。方法是

一个一个的,而思路是在一个学科或一个大问题内、由

若干个方法形成的方法群, 其中由一个方法起主导作

用,决定了这项研究和科学家思考的立足点、着眼点、

着重点。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科学方法的层次。

科学方法约可分为 3个层次, 上层次适用于包括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最一般方

法,即哲学方法。如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等,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

论等属于亚哲学层次。中层次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

一般研究方法,它们并不是一个学科所独有,而是多学

科或所有学科都适用的方法。如 观察、实验、模型、科

学抽象、数学方法、假说、一般的逻辑方法等。下层次

指各门具体科学中所使用的一些特殊方法,如物理学

的光谱分析方法、化学的定性分析方法、生物学的定向

培育法、中医学的四诊法等。从这个层次分野来看,中

西医学的方法论差异主要是中上层次的方法论差异。

科学方法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3个时期,一是古代

直观思辩方法为主的时期; 二是近代从实验和分析方

法为主走向辨证综合的时期; 三是现代系统整体化方

法时期。中医学虽是第一阶段的产物, 但重要的是蕴

藏着部分第三阶段的精华; 西医是第二阶段的产物。

这种差异是历史发展的选择,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

就好比中医是从森林看树木,远观、宏观;西医则如同

从树木看森林, 近观、微观; 再者, 这种差异好比 ∃黑

箱 %与 ∃白箱 %,中医是不打开箱子,通过分析输入与输

出来总结控制规律,西医则强调打开箱子,解释输入与

输入端的联系。实际上,对于人类生命认识和维护,两

者缺一不可。

4. 关于文化碰撞现象更多的认识

( 1)科技文化的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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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质的文化引致不同的科学思维、科技成就,中

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思维长于整体、有机、辨证, 但缺乏

分析和还原;西方文化的科学思维长于细致、精致、深

刻,但弱于综合和全局。正视科技文化的多态性,既不

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 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

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不同科学思维、科学文化精神的碰

撞、融合,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土化原始创新是重要途径。

( 2)中医药研发应重视本土科技文化的弘扬。

中药研究模式与西药研究模式的碰撞,实质上是

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我们应该认识到不是比较谁优

谁劣, 而是多种模式共存, 因时因地因人因病制宜, 发

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中药研究要有中医理论指导。

∃疗效中心论 %优先于 ∃成分中心论 %, 中药复方

化学成分关系复杂, 不等于单味药化学成分相加, ∃精

致中药复方 %研究,可以探索,但仍要以疗效为中心。

( 3)中药研发要推广中医药研究模式, 阐释中医

复方疗法在医疗保健中的重要作用。

中药复方研发首先是疗效与安全; 中药研究与开

发要推广中药复方研究模式, 阐释中医复方疗法在医

疗保健中的重要作用; 重视剂型的改进, 如颗粒剂、滴

丸等。

二、系统生物学思路分析

系统生物学是在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物体整体水

平上研究结构和功能各异的分子及其相互作用, 一门

系统科学,目的在于从系统水平来理解和阐明生命的

奥秘。

系统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最大

的区别在于:分子生物学以还原论为指导,将遗传信息

同实体物质如 DNA或蛋白质联系起来,强调研究具体

的一个或数个基因和蛋白质的的行为; 系统生物学以

系统论为指导,注重生物系统行为是通过其组分之间

广泛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从整体层次去研究和量化

生物系统的行为。系统生物学将系统方法与生物学有

机结合,是对传统生命科学指导方法的一种挑战。主

要表现在: 在研究策略从侧重部分转向了整体; 由孤

立、静止、片面研究方法转向综合、联系、发展的趋势。

系统生物学有助于推动传统医学研究方法的变

革。中医学将人体视为一个系统,注重外部现象联系,

通过测定和改变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来调节系统的状

态。但是,缺点是缺少 ∃白箱%方法, 不能解释系统的

内部组成成分和动力学过程。系统生物学把人体系统

转化为 ∃白箱 %,不仅要了解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还

要揭示出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和运行规

律。因此系统生物学的思路恰好能够弥补传统医学的

缺陷,促进传统医学的完善并向真正系统医学方向发

展。

系统生物学在经典生物学之上倡导的是系统科学

的思想、思路和方法, 对于生命科学研究来讲, 无疑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医学守住其注重整体观、衡动观及

其方法的优势,必须进行整体之下的逐步清晰,这无疑

也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总而言之,研究发扬中医药既可以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又可以进行原始创新 -从理论、技术上是对生命

科学的丰富。复方药物的研究, 从繁重的基础试验到

阐明机制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研究本身就是创新。

认准方向坚持走下去,既是可贵的,更是充满价值的!

三、结 � 语

&中国科技发展报告 2000∋对 ∃科技全球化%作了

如下定义: ∃科技活动的主题、领域和目的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认同,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

合理配置,科技活动成果实现全球共享,以及科技活动

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

程。%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的是全球化浪潮肯定的是

合作与交流而不是单一与独享。无论碰撞也好, 包容

也好,一体化的潮流是势不可挡的,只有在东西方不同

文化与科技背景下进行合作与交流, 才能实现真正的

中药现代化。我们应该有这种自豪: 我们是双脚踏在

两座医学的高峰,我们必须拥有容纳这两种文化碰撞

的胸怀! 我们的工作是前人未有的, 是有可能创新的!

认准方向走下去, 所谓 ∃孔德之容, 唯道是从 %, 就会

∃道不虚行%。 ( Continued on Page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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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理论体系,其超前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由

于受到时代的局限, 也有某些不足, 但它的科学性和

优势是不容否定的。它的科学性和优势通过阴阳五行

数学可以更加凸现出来。不仅如此,阴阳五行数学还对

它赋予现代科学特征,使之由思辨向实证过渡, 使思辨

为公式推导所取代, 从而不仅使之有很强的操作性,而

且变得很直观,因而有助于中医学的推广普及和走向世

界。用公式推导的方式检验中医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

反推中医经典处方,从推导结果也可窥见所涉及的治法

或处方不足之所在及完善的途径,因而也有助于中医学

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医学不仅完全有

可能成为具有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而且具有很大的发

展前景。它虽然古老,但生命力依然相当旺盛。

Traditional ChineseM edic ine: An Ancient butAdvanced H olistic Science

M eng Kaitao

(N orthw est Un iversity, 710069X i∗ an, China )

Trad itional ChineseM ed icine ( TCM ) is an anc ient science, but w ith cutting- edge th ink ing. It be longs to ne ither

natura l sc ience nor social science. It is a science combining bo th natura l sc ience and socia l sc ience, w ith we ll- devel�
oped th inking. C lin ica l pract ices o fTCM, w ith a h istory o f severa l thousand years, const itute the basis of TCM as a ho�
listic sc ience. As a traditiona l heritage, how ever, TCM lacks log ical exam ination. M athematics of Y in- Y ang and F ive

Phases makes up exactlyw hat itm issed. M athematics ofY in- Y ang and F ive Phases not onlymakes amethod w ith str ict

mathematical ev idences for TCM treatmen,t but is also a process able to verify and deduct the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o f

TCM. It can be a new approach that helps to hera ld a revo lut ionary change in TCM.

K eyw ords: trad itional Chinesemedic ine; Y in- Yang and F ive Phases; m athematics; ho list ic science

(责任编辑:王 � , 责任编审:张志华, 责任译审: 邹春申 )

( Continued from Page 122)

TCM Research: Cultural Collision and System B iology

Tang Xudong, Wang W eiwu

(X iyuanH osp ital, China A cademy of ChineseM edical Sciences, 100091Beijing, China)

In this paper, cu ltura l co llisions and system biology appeared inmodern TCM research are d iscussed, from ep iste�
mo log ica l andmethodo log ical ang les. Autho rs be lieve that in today∗ sw orld where integration makes am ajor theme, one

has to face the reality o f po lymorph ism o f techno log ies and cu ltures on the one hand, and pay due atten tion to the devel�
opment of hom e born techno log ies and cu ltures that focus on therapeutic effects on the other. One sha ll not blindly pur�
sue high and soph ist icated technolog ies, at the expense o f possib le desirable econom ic and social benefits brought up by

improved compound preparations. In the mean time, autho rs hold that under the gu idance of new med ica lmodels, one

shou ld develop system biology in a v igorous manner, in an attempt tomake it a usefu l too l for supporting TCM research.

Such an effortw ill spur up a change o f trad itionalmethods used in TCM research, and lead to improvedm ethodo log ies.

The co llision caused byW estern ep istemo logy is amomentum, rather than an obstacle.

K eyw ords: modern TCM study; cultural co llision; system b io logy; ep istemology; methodo logy

(责任编辑:王 � , 责任编审:张志华, 责任译审: 邹春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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