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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丘石中医系列·医医：告别中医西化》是一本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专著；一本以睿智、仁
爱、忠勇之心，犀利直陈以往，并正确指向未来的理论专著。

　　中医与西医，是以人的形上与形下特性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半个多世纪里，以中西医结合名义的“中医西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陷入自卑、自虐、自残一百年来
的一个典型，它顽固地将难以数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洒向了“一条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不归
路”。

　　《丘石中医系列·医医：告别中医西化》在东西方历史、文化、科学、哲学的比较中，揭示了中
西医在理论科学层面上，是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关系；在临床技术层面，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
关系，这是创建特色独具的、两种主流医学并存的中国医疗体制新格局的理论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发
展战略的重要科学依据之一。

　　《丘石中医系列·医医：告别中医西化》的研究表明，中国行将出现一场文化新启蒙，这就是关
于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启蒙。
《医医——告别中医西化》，就在这一启蒙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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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致重（曾用笔名韦黎、丘石、黎志钟、柳秉理），1944年生，大陆首届中医研究生毕业《医学
硕士》，主任医师、教授。
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研究、教学、编辑、学术管理，热衷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
擅长中医内、妇、儿科临床治疗，通达中医经典及理论与临床教学。
2000年以来在香港、台湾三所大学执教中医10年。
讲授过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中西医学比较、中医哲学
导论八门主要课程。
其中，中西医学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是大陆以及港、台中医教育史上的首开与独创课程。
经常出席国内外中医学术交流，为大陆及港、台中医开办了多专题、多系列的学术讲座。
历任《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
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编辑学会理事
，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等。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出版《中医沉思录》、《中医复兴论》、《中医形上识》、《问鼎中医》
等学术专著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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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传统文化自虐和自残中医的背景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民族文化自卑症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国学名流贬中医
第二章 从“灭汉兴洋”到中医西化
一、困扰中医百年的非典型性文化专制
二、漏列、废止、改造、结合及其实质
三、几点补充说明
第三章 文化精神溃败与中西医结合
一、文化精神与文化精神溃败
二、没有起跑线的中西医结合
三、一个命题十种口号
四、十种口号有悖常理
第四章 依据中医原理告别中医西化
一、中西医比较的核心、目标与要素
二、两次聚焦与公理化原则
三、中医学原理的十条公理化原则
四、彻底告别中医西化
第五章 从中西医并重到中西医配合
一、中西医并重的公理性及其核心
二、中西医并重的逻辑证明
三、终止结合才能走向中西医配合
第六章 配合的含义、原则与学术现状
一、中西医配合的含义与原则
二、正视三连环的学术现状
第七章 有机配合的实践、构想与体会
一、中西医配合的实践与体会
二、中西医配合的初步构想
三、患者等待有机配合
第八章 将中医从根救起
附录一 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一、“科学”的来历与含义及其一般性分类
二“哲学”的来历、含义需要厘清
三、医学面对的“人”和中西医研究对象
四、在中西医比较中厘正中医的科学定位
五、名实颠倒的考据积习对中医危害甚深
附录二 中医要发展必须过三关
一、制约中医学术复兴的三大难关
二、以中医的科学定位为突破口
三、结束语
附录三 依据中医的科学特点立法
一、在立法的根本出发点上，不应出现自相矛盾的提法
⋯⋯
附录四 生于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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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第三支力量”，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
1978年，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先生首先提出三支力量的说法。
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独立发展。
”他这样讲，是有特定历史背景和含义的。
1958年以后，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基本上是由举着“中西医结合”牌子的人在当家。
而真正的中医在中医机构之内，已经被排挤在学术与组织的边沿地位。
所以吕先生提出的三支力量的真正用意，是希望改变中医从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衰败局面，把中医从“
西化”的窘境中摆脱出来，给中医一个独立发展的真正的环境和机会。
但是到1982年以后，随着国家《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中国传统医药”规定的出台，中医重新
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法律的保证。
从此，中西医结合主导中医的局面，开始有了松动，有了改变。
随着大局的变化，第三支力量的旗手也发生了变化，逐渐被中西医结合方面拿过去了。
其实，这种“旗子”的变换，反而让人更明显地感到一种潜在的不和谐。
　　（9）把中西医结合，称之为“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
　　对于这一提法，也需要做一点说明。
与这一提法相似的口号，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
原话是：“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
”1978年，中共中央以（78）56号文件转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
问题的报告》之后，1980年，“唯一道路”之说便修改为“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
显而易见，不论“唯一道路”，还是“重要途径”，只是语词轻重的选择而已。
“药”没有明显改变，所以“汤”还是原来的味道。
　　（10）称“中西结合医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
这一提法或口号，是近几年炒作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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