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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
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
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
旦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
了。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刘的旨在消灭中医，进
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某，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
。
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卖现了。
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
、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
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
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让我们回溯历史⋯⋯　　一、洛克菲勒“以华制华”的谋略和它的历史完成　　中国文化以其无
比深厚的内涵，令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所适从。
1840年之后，西方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一步一步，将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
夺成一个赤贫的国家。
中国人被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国文化谈何容易。
而不征服中国文化，就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
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
，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
这实际上是学中国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称其为“以华治华”。
这个策略实施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成功的。
20世纪，否定中医及中国文化最极端而决绝的往往正是中国人自己，这就是一种铁证。
　　在新文化运动经过了近百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其脊梁——中医学，
马上就要被消灭了。
这里面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从来未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起劲地消灭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起劲地
消灭本民族医学。
这是一个悲剧。
要阻止这种悲剧的继续发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运用“以夷治夷”或是“以华治华”手段，来对付
和消灭中国文化的。
　　垄断是许多西方财团的资本目的。
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其强大的药品帝国对中国的医
药市场同样企图实现其垄断，可是中医的存在妨碍了它垄断之梦的实现。
于是一个资本阴谋出现了，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说服中国人厌弃中医，而相信西医。
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的“以华治华”的谋略在此被应用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医
已经走到了行将灭亡的境地时，医学界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现今，人们看不到洛克菲勒财团所作所为，因为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一般财团的规模了，而是运行到
了近乎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状态，不用脑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以洋压汉的政策，尤其是慈禧与光绪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实，太医
院被废置，中医就此不被重视。
此时，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来，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对中医的。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在“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就已开始，当时只限于学术之上，加之早期的西医
几乎全是外国传教士，也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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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中医之争始于清末，但仅出于民间，到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大肆否定中医并非偶
然。
然始创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废止中医，还是在1928年原协和医学院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当上
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
他采取行政手段，照余云岫等人主张，废止中医。
而余云岫于1934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5年之久，大块的反中医的文章曾在该杂志上发表。
⋯⋯1928年底，刘瑞恒于中华医学会会长任满，转而充当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其背景即在美国人
的支持”。
“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是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
人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
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
位中医。
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
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
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也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
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
贺诚讲到：“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
的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有了他的批判而引起了
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一些改进。
⋯⋯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全卫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为显得中医
代表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
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
”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
议。
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
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
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
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
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但卫生部的行政体制以及对中医认识上的偏见并未因此消除，卫生部西医势力仍占主导地位。
由于毛主席对中医的支持，每当卫生部对中医进行打压的时候，只要毛主席得知，就会有批示批评卫
生部。
但是他对中医的认识也有偏颇，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对此认为，毛主席“提出了西医学习中
医，想以西医学习中医来提高中医，事实证明不切合实际。
1958年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开始时卫生部门有抵触，后来竟借此来控制中医、改造中医，限制了中医
学术的自主权。
”文革以后，中医由于没有独立行政权，发展一直没有起色。
1980年卫生部召开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
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衡阳会议又重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
、长期并存的方针”，说明此时的中医处境终于在中医界的努力下，获得了某些好转。
三支力量的方针因给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也成了消灭中医势力的眼中钉。
　　在《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光辉历程》(以下简称中医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记载三支
力量的方针，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经验教训，研究了党的重要政策，分析了当前存
在的问题，讨论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
”(22页)其中没有记录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又谓：“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挽救中医>>

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
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
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和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除中医药后继乏人、乏术问题，中医
药结合问题，中医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西医结合、中医研究和民族医学问题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加
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问题等等。
”(24页)也没有记录会议重提三支力量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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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中医的否定性态度，往往并不是经过精密的价值批判而得出否定结论，而是站在时间的立场上，首
先把传统划入“旧文化”的行列，然后再做出一系列为否定而否定的论证。
余云岫所倡导的“医学革命”，实际上与20世纪那林林总总的“文学革命”、“社会革命”、“文化
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在阴谋的水面，我们不知道那水下的狰狞，这是文化智能退化的表现。
所以在竞争面临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麻木不仁。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看看一个资本的阴谋吧⋯⋯     新中国开国之初，在本可以跳出资本阴谋的大
环境下，我们的认识却滞后了。
由此我们应该检讨的是：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智能受到了如此深重的蒙蔽?事实上，更多的
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敌人在蒙蔽我们。
我们的敌人，恰恰来自我们的内心——那个被遥远的资本阴谋蒙蔽了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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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嘉戈，1951年出生，文革老三届67届初中生。
曾在内蒙上山下乡当农民，在基本建设工程兵一支队当兵，在北京第一轧钢厂当工人，在高检当科员
。
1986年辞去公职专门从事中国哲学方法、中医学及气功医学的研究。
已出版著作：《易经新探——易之数理及医易同源的启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1994年
再版；《气功医学之经筋学说》，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哲学方法——整体观方法论与
形象整体思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1994年起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为题在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技术监督局、南京
铁道医学院等单位进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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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殖民化　　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
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21，000，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
这个基金会承担着输出洛克菲勒作为全人类恩主的“新”形象及其商业活动的任务。
没有人告诉过那些受益人，看起来好像是洛克菲勒把钱从窗户里扔出去了，然而每一分都将会带着丰
厚的利润从前门跑回来。
　　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
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
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
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45，000，000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与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
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赤脚医生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
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
，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
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
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
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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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在受越来越多的世人关注。
《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是继《思考中医》热销10万之后，广西师大出版社推
出的又一力作。
《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由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之子吕嘉戈编著，旨在
披露中医近现代以来遭遇的制度陷阱和现今仍面临的资本阴谋，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医执业者在近百年
历史中几次人数锐减、中医学术长期尴尬冷落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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