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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0-2009）已经过去。
在这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推进健康、公平和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世界范围内，“现今可用以促进健康的资源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①；健康
不仅仅是医学问题，也是人文社会问题的认识被广泛接受。
但是，这种进步还是缓慢和不平衡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8年出版的《实现卫生公平》一书中指出：“社会公正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
它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罹患疾病的可能性以及过早死亡的风险。
我们对世界一些地区期望寿命和健康状况持续改善深感欣慰，同时亦对有些地区并无改观感到震惊。
即使在同一国，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的健康状况很不一样。
”而“这些本可避免的卫生不公平现象是与人们的成长、生活、工作和老年环境以及现有的医疗制度
分不开的”。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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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个体受伤的时候可以去找医生诊治，当人类受伤的时候，该找谁去诊治？
茫茫宇宙中的人类，绝对是一个孤独无援的旅行者。
面对大自然的复杂现象与规律，如何依靠人类的理性预见去降低可能遭遇的风险，是人类健康发展的
唯一一选择。
今天的人类究竟受到了哪些伤害？
人类应该如何避免伤害的加剧和风险的加大？
要阐释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诊断。
    本书为“健康、公平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全面回答了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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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没有区分两种科学的概念，把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绝对的标准本身，中医被
预先就放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地位——它要么就被看作不是科学，伪科学，要么就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成为“拼接在西方现代临床医学上的‘文化补丁’，进而成为一种点缀性的‘花边”’①。
在这种框架下的“中医科学化”确实是不可能的。
片面地这样去“科学化”，中医没法不变味，被科学所肢解、改造。
而且恰恰由于这样的科学化道路，可能阻碍中医的科学化！
中药很可能就不适合仅仅用植物化学方法来研究，中医的临床效果也很可能本质上就不适合仅仅靠统
计指标来衡量！
当然，我不是说对中医的传统不需要批判地继承。
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以设定近代科学体系及其那一整套方法论原则为前提。
中医里面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检验知识的
标准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推崇的是天人合一，而非天人之分；讲究内在的个人体悟、体察，而非公共的观察；讲
究整体的直观把握，而非片面的公式化的描述；讲究和谐共存、知足常乐，而非无止境地寻求占有和
控制。
在这种哲学基础上固然很难生成现代科技，但它却包含了许多后现代哲学家们在20世纪所寻找的智慧
和方向。
但是这种文化也需要在和现代科学体系的碰撞中实现自己的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也有牵强附会的杂质。
尤其是一些东西经过历史上很多人的诠释、加工，有发展，也有被僵化、教条化了的，比如像董仲舒
那样的拼凑出来的体系。
来自现代科学体系的挑战，可以刺激我们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批判性的梳理。
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国内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意识，而是对现代西方科学
体系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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