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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利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果反思中医药物现代
化研究在方法论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思路和方法，学术观点鲜明、论述系统全面、
理论联系实际，涉及中医药物现代化研究中许多前沿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
由于选题新颖，起点较高，能够代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方法论是从战略角度着眼的，还有许多战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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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5.2中西医结合的哲学思考　　面对着蓬勃的现代科学和现代世界观浪潮，中医学在“上下求索
”中彷徨跋涉，初欲“援西证中”，继欲“衷中参西”，进而“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以至于
今天提出“中医药现代化”的构想。
那么，到底中西医能否真正结合？
怎样的结合才能是真正的结合？
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
　　1.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　　（1）新的科学条件。
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刚刚向中国传播，科学技术在当时的那种发展水平和传播到中
国来的那有限的部分内容，不可能为中西汇通研究提供科学技术的有效支持，中西汇通研究也没有走
上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道路。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生了新的革命，形成了全新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
了全新的科学技术武器，而中西医结合研究从一开始就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
。
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实现了从单纯的医学研究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的飞跃。
　　（2）新的学术起点。
中西汇通是以19世纪中后期中医学和西医学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在当时的发展水平上要找到结合点
十分困难，要达到汇通显然更是不可能的。
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西医学已经有了划时代的新发展，中医学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使中西医之
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结合点，为中西医相统一的研究准备了现代水平的学术基础。
在研究的学术基础上，实现了从近代水平向现代水平的飞跃。
　　（3）新的指导思想。
中西汇通是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开始撞击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学术现象，它是在没有来得及对中西医进
行全面的比较研究的情况下，在还没有充分认识中西医统一的客观规律的情况下，自发地出现的一种
学术潮流，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
而中西医结合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行动，是在对中西医必然要统一的客观规律有了明
确认识的前提下，有组织有领导地提出和展开的。
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自发向自觉的飞跃。
　　（4）新的文化背景。
中西汇通派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期与西方文化东渐的上升期的交叉和撞击中，来自西方的“分析
时代”的思想和“机器文明”的精神正在涌向中国并日益上升为主导，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被排斥
和否定，使中西汇通研究缺乏客观的能兼容中西方的文化背景。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系统时代”的新思想和“信息文明”的新精神日益上升为主导，对西方传统思
想的批判与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热、中医药热交织在一起，使人们有更客观的头脑来理解中医和兼容中
西，开始为中西医结合研究准备更为宽厚的文化基础。
在研究的文化背景上，发生了从“机器文明”向“信息文明”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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