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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创新是中西医结合的永恒主题

金鸿宾
(天津医院、天津市创伤急救中心,天津 300211)

� �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既有源远流长的中医又有近代

涌来的西医长期并存的历史,和我党一贯的方针政策

所培育的结果,通过几代人孜孜不倦努力发掘学习,不

断地汲取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特点和优势,在大量实

践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日益被国内外

所注目的我国医药学的优势与特色。中西医结合的强

大生命力在于她是随着中医与西医的逐步发展而不断

前进。两种医学体系的碰撞、结合总是在不停地产生

新的火花    不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总在不停地创

新。这既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发生的,

又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面向新世纪新挑战,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明确

提出!中西医并重, 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促进中西医

结合∀的指导方针,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也

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中西医结合医学融入现代主

流医学并丰富世界医学, 真正达到与国际接轨造福

人类。

主流医学的必备条件是它要具有广泛认知的国

际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科学性、开放性、继承性及

可持续发展性。为此, 中西医结合医学及其工作者,

首先要在观念上破除国界与门户之见, 虚心学习认

真研究中医、西医及各民族的传统医学。自觉地端

正态度,加强团结, 团结中西医首先从内心与思想上

要尊重中西医不带任何偏见, 只有虚心认真地学习

才能学进去, 也只有学进去才有可能跳出来实现创

新与飞跃。应该看到中西医学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与提高, 学习本身就会取长补短, 丰富与完善自我。

学习深入在于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最新科技手段的发

展前沿技术必须全面继承学习, 拿来会用,实现高起

步高切入。不宜过早的从一开始就提批判性的学

习,这样会带有偏见不容易吸收新思想新方法。人

们只有深入学习到一定深度且通过较长时间实践论

证才能真正领悟其真谛, 才能进入批判性学习之境

界。客观公正的学习与评价应该警惕主观武断。仅

从骨伤学这个领域看近年来西方医学对骨伤研究及

治疗方法发展很快, 在客观上它也不断在吸收我们

提出的一些! 动静结合、筋骨并重∀的观点    尽管

有时他们不是正式承认和明确, 但事实是一反其过

去之传统,提出有限手术论,尽量减小手术创伤特别

是对血供的破坏, 千方百计让病人早期活动, 把关节

与机体康复和治疗同步,认为微创、微动有利于骨折

愈合,其实质就是!动静结合, 筋骨并重,内外兼治∀。

所以我们更不能落后, 要赶在前面掌握他们一些新

技术手段,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提高疗效, 同时再把

我们中西医结合的起点推向更高层次, 高起步, 理论

化,系统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继承性与

可持续发展性,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与采用, 其开放

性与实用性的实质就是推广普及,应用性实用性强,

科学性就强, 当然从分子水平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

奥妙也势在必行。

总结与回顾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就时就不可避

免的联想到事业有成,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些前

辈,他们都曾是功底扎实, 实践经验丰富的西医学

家,在继承学习中又汲取中西医之优势, 实现再创

新,我记得一位埃及骨科学者在 70 年代履行中埃科

技合作项目时在我院做访问学者与我们共同交流学

习半年后,他颇有体会地说: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

既不是传统的中医的也不是西医的,它是全新的,它

源于中西医,优于中西医是一种骨折新疗法∀。
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同时,我进一步觉察到我

所认识的一些前辈, 象尚天裕、吴咸中、王今达等中

西医结合的老专家, 他们不仅融汇贯通中西医学并

不断跟踪其最新发展, 还有一点宝贵经验, 在于他们

都在医疗实践中, 从不满足现状且从哲学高度自觉

地用辩证法提高思维能力,寻找与抓住主要矛盾,突

破之, 即促成新的发展与提高, 又上一新的台阶, 学

习、创新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正是中西医结合智慧

的源泉也是其强大生命力的完美体现。所以我体

会,学习与创新是中西医结合的精髓,也是中西医结

合的永恒主题。 (收稿: 2001�06�10 � 编辑:李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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