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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经李长春、刘云山、李铁映、陈奎元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由罗希文研究员主持的“中医
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2005年，这一课题成为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在该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过程中，有关研究人员认识到，中医哲学问题不仅是典籍研究和翻译的基础
问题，也是重新看待和评价中医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科学的核心问题。
因此，要继续深入推进项目研究，就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而成立学会则是一种比较好的联合
、沟通和促进创新的方式。
在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于2006年7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批准后正式登记注册。
2007年1月29日，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自觉发
挥中医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术、文化和社会功能，中医哲学也开始正式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
命”，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探索新的可能路径。
可以说，从中医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确实比较新颖和独特，因为廖平先生虽然曾经
开启以《黄帝内经》解释儒家天人之学的先例，但是这种智慧灵光却没有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
主流，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原创性在整体上遭受全面解构的危险。
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医学的日益萎缩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得“文化扶持
”成为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这个看法与片面强调借助于现代科技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主流”做法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其主要
不同就在于从整体性的内涵来看，中医药是一种文化优先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体系，没有中国文化的
大发展大繁荣，中医药的“繁荣发展”不能持续，这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经验。
不过我们也看到，由于近现代的中国学术研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医药的存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
尚没有得到有力阐释，并且至今没有找到真正包容和接纳西方文化的主体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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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领导者，你一定希望能够影响并激励周围的每一个人。
你渴望自己决策英明，也期待下属忠心耿耿。
尽管目前市场上充扩着各种管理类书籍，但大多数都强调领导的方式和技巧，而本书则关注领导者的
品格和领导的标准。
　　詹姆斯·梅里特坚信，品格对每位领导者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优秀的品格会帮助他们在职场上、生活中影响周围每个人的生命。
古往今来，上帝一直是所有领导者的典范。
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九种品格，是所有领袖成长和完善自己的必由之路。
倘若每一位领导者都具备这些品格，他们人生将不再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更加轻松，更易于跟随，并且具有更加非比寻常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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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姆斯·梅里特博士是美国乔治亚州德卢斯Cross Pointe教会德牧师，同时也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2000年至2002年曾任美南浸信会的主席，管理全美的4万余间教堂。
作者与夫人特蕾莎育有三个孩子，目前居住在亚特兰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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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近很多人讲中医，中医不仅仅是跟西医相对的概念，中国的医学叫中医，西方的医学叫西医。
中医有更深层的含义，当然我上次已讲到，刘力红先生提出来“中医是中道之医”，是医人的中医，
是“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中医。
最近，我也看到胡孚琛先生在回答一次采访时候讲到，要回到中医这个名词的本源。
我想中医这个词的本源，最早提出“中医”这个概念，大概是《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里面提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什么叫“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这就是刚才任（继愈）先生讲的，中医的根本原则是治未病的，而不是治已病的。
而有了病以后也主要是要调整自身整体的生理机制，从而打通闭塞，平衡阴阳。
中医不是专门让你吃药的，吃药吃得不好反而增加病，所以后面才提出来“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这样一个“中医”概念。
所以，如果不懂中医的这个含义，我们只把眼光盯在吃药治病上，只问你能不能治病，你能治好就是
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
我们且不说中医也能治好病，而是说中医的根本重点放在治未病上，让你不得病，没有病。
不得病，没有病，还要治什么病？
所以，你眼光紧盯着吃药治病这一点，看不到让你不得病这一方面，是根本无法理解中医的。
中医在这上面下工夫，用这个来判断合理不合理，它让你不得病难道不科学吗？
只有得了病以后你去治它才叫科学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涉及我们刚才讲的，中医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医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不仅是一个整体，这
个整体之间各个地方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不同整体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它不是一种分析还原的方法。
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各个就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
而整体关联的还原，它也是还原，还原到每一个个体，但这个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个
孤立的个体，所以说是生命。
我觉得我们医学根本的问题是研究生命的问题，是研究最高级的生命体，研究人这个最高级的生命体
。
人这个最高级的生命体不是一堆肉、一堆器官简单地堆在一起，当它的各部分组成在一起形成一个最
高级的生命体以后，主要不是一个物质的生命体，而是一个精神的生命体，如果没有精神还能说这个
人有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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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是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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