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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中医药是一种文化，还是一门科学，都无可置疑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
无论中医药是存，还是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
不管中医药何去何从，其科学性争鸣都至关重要。
不管中医药科学性的争鸣结果怎样，其科学部分都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其文化部分都应该被加以整
理和保护，其科学与文化相交融的中国古代形成的特殊的科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
中医的跨世纪之争，其焦点仍然是中医的科学性争鸣。
中医科学性争鸣，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中医科学性争鸣，针对的是中医的科学性，而不是针对中医的文化性；针对的是某个观点，而不是针
对提出该观点的某个人。
中医争鸣，提倡客观辩论，反对凭空争论；提倡理性争论，反对感性争吵。
中医争鸣，讲求有理有据，即要用科学理论说话，要用事实根据说话。
辨证中医，可以带着感情，但是反对带有偏见。
辨证中医，欢迎参与，但是反对搅局。
要反对无原则的胡搅蛮缠，更要反对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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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随着中医药科学性和现代化问题的凸显，对中医药存废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
无论中医药是一种文化，还是一门科学，都无可置疑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
无论中医药是存，还是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
不管中医药何去何从，其科学性争鸣都至关重要。
中医争鸣，提倡客观辩论、理性争论，讲求有理有据。
    《辨证中医》是作者通过对近十多年来阅读中医有关文章和书籍的笔记加以整理，对其所阅读的部
分有关中医药争鸣的文章和书籍，进行学习和拷问，为中医药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看法和建议。
辨证中医，既反映思辨性质，又不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理性偏向，恰如其分。
    本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启示录。
通过对几个例子的讨论，从中得出中医、西医有争论的前提和必要。
第二部分辨证中认识中医，对中医争鸣中的若干现象或问题，逐“证”“辨”之。
第三部分辨证发展中医，通过引证文献，对发展中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辨。
最后，作者概括了自己对中医的总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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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孕症是一种常见病。
若以现代医学拷问之，不孕症（infertility）的原因很多，可能是排卵异常，也可能是精子质量不好；
可能是母体的输卵管不通等“物理机械性”问题，也可能是内分泌激素低下等“生物化学性”问题，
等等。
的确，现代医学的科学进步、认识深化及其诊断和治疗应用，使许多不孕症患者得到了治疗，使他（
她）们得到了自己的子女；他（她）们个人和家庭，得到了“传宗接代”的满足和膝下承欢的欣慰。
我充分肯定现代医学对于不孕症的认识和治疗的生理科学性，但我却不能荀同现代医学治疗的社会学
伦理性。
不孕者，既然不孕，肯定是出现了不能够、不适合生育的问题。
个体遗传过程中的进化，群体环境应激中的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是人类生命
质量得以优化的自然伦理法则。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经过“物理修理”或者“化学修复”后生育的子女中，有些健康状况是良好的，但
其群体的健康状况与自然生育的子女相比，仍会有所差别，这种人为干预可能会降低人类的生命质量
。
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不孕夫妇生儿育女要求的合理性，毕竟中国传统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
想还根深蒂固，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无论是经过物理“修理”，还是经过生物化学“修理”后的
生育，都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做法，都是违背自然选择与淘汰的伦理规则的。
即，对个人和家庭的敬，乃小敬，其实也许是对人类的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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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医存废，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不仅涉及到传统文化与知识的留存和发扬光大，更关乎现
实中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饭碗。
为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围绕中医与西医的争论，就既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个大众话题与政
治问题；更为此，争论之中常常夹杂着诸多非学术因素，双方言辞激烈，甚至互相谩骂。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中心章梅芳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吴慧发表在《科学时报》2008年2
月28日B3版的对话文章“当中医遇上西医”中，直言了中医存废之争的历史和现状中“饭碗”、“政
治问题”、“非学术因素”甚至“互相谩骂”等百味百态。
这使得辨证中医者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接受这些不该发生、却又会实际发生的事情。
这本辨证中医的小册子，也难免遭受非学术因素的谩骂，虽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学术探讨需要科学精神，这已经成为共识。
现在更重要的是本着科学精神所需要采取的科学态度。
其实，科学发展到今天，“唯物”和“唯心”的说法已经不再值得提倡。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讲，“唯”就是绝对化，本身就违背了辩证法，也不符合科学精神。
我想，辨证中医，也不要陷入“唯”的思维陷阱。
在中医科学性问题的辨证上，要承认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也要充分考虑到
医学的人文需求。
但是，不要因为医学的文化特征和人文需求，而将科学与文化混为一谈；不要将“中医”首先定位在
“国医”的所谓国粹的高度，籍此而让人们因感情上的偏向而淡化科学上的理性；也不要将“中医”
称为“旧医”，给人们因时空上的错觉而掩盖内涵上的正见。
在中医科学性问题的辨证上，既不要抱着强烈的中医情结，在中医的科学性尚未得到实证之前，就断
言中医是科学；也不要带着武断的“西医”偏激，在中医的科学性尚未能被证伪之前，就断然中医不
是科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证明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上，不仅需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还需要用科学方法，需要用理性、客观
、准确的事实说话。
“言有易，言无难”。
在否定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上，更需要秉承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更加需要慎之又慎。
本书只是本人的一些读书思考和个人观点。
书中内容仅仅是探讨学术问题，尽管其中有大量质疑，但那只是针对问题，并不针对任何人。
但愿，这种质疑不是碰雷区、越雷池、蹬雷阵。
辨证中医将会伴随中医不断走向科学或文化的现代发展进程，继续下去。
中医啊中医，不论你在科学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道路走向上何去何从，从历史渊源和民族感情上讲
，中华子孙都会深爱你，尽管爱的方式可能不同。
慈爱是感性的小爱。
严爱是理性的大爱。
厚德载物是对现实的宽容。
自强不息才是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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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辨证中医: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医的跨世纪之争，其焦点仍然是中医的科学性争鸣。
中医科学性争鸣，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中医科学性争鸣，针对的是中医的科学性，而不是针对中医的文化性；针对的是某个观点，更不是针
对提出该观点的某个人。
 中医争鸣，提倡客观辩论，反对凭空争论；提倡理性争论，反对感性争吵。
中医争鸣，讲求有理有据，即要用科学理论说话，要用事实根据说话。
 辨证中医，可以带着感情，但是反对带有偏见。
辨证中医，欢迎参与，但是反对搅局。
要反对无原则的胡搅蛮缠，更要反对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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