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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医药各领域得到显著体现,成为中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合”之道

是中医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基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之“和合”、基于社会“和合”的知行合一、基于人体“和合”

的平衡治疗观、以仁德为中心的医患“和合”、基于协作共赢的同道“和合”等多个方面,全过程、全方位影响中医药

的发展。在对中医“和合”之道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研究中医“和合”之道的现代医学人文价值及其现实关照,

为推进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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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和合”

思想对中医药文化影响至深,成为中医药哲学

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始终影响着中

医药发展,从中医药发展历史来看,“和合”之道

是中医药哲学中的精髓和永恒价值追求。中医

药是道与术的统一,是为道之学。而对于“道”,

往往是“玄之又玄”“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
(《老子·第四章》)的意境。中医哲学“和合”之
道及其相关概念常常耳熟能详,但却又难于把

握。在中医的众多典籍中,“和合”哲学思想贯

穿始终,渗透在理、法、方、药等各个方面,细究

其蕴意却又不尽相同。关于“和合”思想的内

涵、外延,以及在此之下的理、法、方、药,相关文

献中尚难见系统详尽的阐释[1]。随着中医文化

的复苏,中医“和”的思想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

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研究仍不系统,主要是从中

医“和”思维及现实价值进行研究,较少有学者

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医“和合”之道进行系统阐

述。故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中医“和合”之道进

行剖析,以期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医“和合”思想

加以阐释,赋予其时代新义,从而为塑造良好医

学人文精神、推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和指导。

1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合”思想

“和合”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

同精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

人民修身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行为准则和依

据。“和合”由“和”与“合”并列组成,取二者共

同之意。“和”本指乐器声音的调和、和美,引申

为和谐、协调之意;而“合”的本意是指器皿闭

合,引申为两物彼此配合、合作。“和合”一词最

早出自《墨子·尚同》:“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
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史记·循吏列传》有
“施教导民,上下和合”;《史记·魏世家》有“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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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可

见“和合”的基本含义表示和睦、协同一心。

在“和合”一词中,“和”是基础与前提,也是

追求目的,而“合”则是手段、方法和路径。只有

在“和”的基础上实现和睦共处,才有存在与发

展的可能,也才能开展合作,所以“和”是一切存

在的基础。“和实生物”“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中庸》),均说明“和”在社会发展中的

基础性作用。同时“和”也是永恒的追求目标。

在中国文化中,“和”被奉为社会的最高道德理

想和终极的追求,成为指导人们活动的基本引

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
庸》),充分反映出我国人民对“和”的高度认同,

并将其作为基本价值原则和追求目标。“和”揭
示了天下事物遵循的普遍规律,代表天下万物

最佳的共存状态。无论个人、家庭、社会还是国

家,“和”都是追求目标,实现了“和”,就达到了

理想的目标状态。对国家而言,“天下和睦,社
会大同”,就是实现了“和”。“合”是带有“和”思
想的合作与协作,是在“和”思维指导下通过有

效合作,以实现更高层次“和”的目标。“以类合

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

阴阳义》),这句话深刻阐释了“合”的重要意义。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流派相互

碰撞、渗透、融合而成的人文产物,是中华传统

文化所特有的精神特质,是独具中国智慧的哲

学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合”本质

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

础上,强调矛盾中的统一、差异中的一致,存异

求同,以达到“乾道变化,各正其道”
 

(《周易·象

传》)。“和合”是在承认客观事物差异性与多样

性的基础上,把落脚点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

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上,从而找到实现和谐发展

的最好道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

言》)是对中国哲学“和合”思想最形象的概括。

2 中医“和合”之道的理论阐释

中医学和中国哲学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两者相伴而生,相随发展,彼此渗透,水乳交

融。“和合”思想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

认同,成为中医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行医准

则。中医哲学是关于中医之道的思想体系,是
中医学的根本,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中医哲

学包括了中医的思维模式、生命模型、医德伦

理,乃至中医的天人观、疾病观、身体观、治疗

观、养生观等广大而宏观的内容[2]。从形式上

来理解,中医哲学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

层面,形而上的内容称为“道”,形而下的则可以

称为术[3]。程雅君认为,丰富而复杂的中医哲

学本质是中华医道,其特点是以道御术,以术载

道,道术并重[4],而“和合”思想是中医哲学中

“道”的高度体现。中医的“中”是中庸、中道的

意思,核心要义就是“和合”。无过不及之谓中,

中医是“致中和”的医学。而“致中和”是“和合”

思想的最佳表现形式,故“和合”是中医的核心

与本质。中医学认为人和世界都是动态平衡

的,当维持在平衡状态的时候,世界就太平安

宁,人体就健康。过则生病,不及亦病,平人无

病,即所谓的“阴平阳秘”。
“执两用中”是中医治病用药的基本指导思

想和首要的方法论。中医在养生、治疾、方药等

各方面均以“中和”作为行动指导。中医的医学

目的是“不 为 病 而 治,而 以 调 为 本,以 平 为

期”[5]。中医通过各种调和之方法实现人体平

衡,达到“致中和”。从《内经》开始,“和合”就成

为中医学的重要思想原则,并一直传承发展至

今。据统计,“和”在《素问》中共出现79次,在
《灵枢》中共出现74次,《内经》将“和”提高到

“圣度”的地位,从而确立了“和”在中医学中根

本性主导地位[6]。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中,中医

人始终将“和合”之道作为第一位的基本思想和

指导原则,无数医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

论证、实践和传承弘扬。“和,大道也,万物生命

是道也,为人之关键也,用医之法宝也”[7]25,反

映出医家对“和合”思想的高度认可和遵从。

“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医药发展的始终以及中医

有关疾病治疗与健康促进的各领域,是中医药

共同的遵循大道,是中医哲学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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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和合”之道的医学人文精神

作为中医哲学的精髓,“和合”思想在中医

药领域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体现出良

好的医学人文精神。

3.1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医药“和合”之道的哲

学基础

中医以宇宙天地基本规律和基本秩序为原

则,将人纳入自然宇宙的大框架中来研究和解

决健康与疾病问题。中医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思

想基础,主张“天人相应”,强调天、地、人的共生

与和谐,认为只有顺应宇宙自然规律,做到天人

合一才会健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

一”(《庄子·齐物论》),整个宇宙、天地万物都与

人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体关系。《素问·宝命全形

论》载:“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

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本

神》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

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说明人是天地自然中的重

要部分,不可分割,人必须与宇宙自然和谐,才
能健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阴阳四

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

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五运行大论》亦
载:“从其气则和,逆其气则病。”说明人只有合

于自然、顺应自然,才能“内外调和,邪不能害”。

中医认为宇宙自然运行状况也影响人的健

康与发展。“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

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

矣。”
 

(《灵枢·岁露论》)说明宇宙和谐、风调雨

顺,则民众健康。秦朝名医医和把阴阳与影响

气候的六气以及四时、五节联系起来分析,认为

构成宇宙天地的任何一种要素都必须适度而不

可过,过则会引起疾病[8]:“天有六气,将生五

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

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

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

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

这段论述表明万物“同类相应”,人与自然统一

而相感,自然异常,人则异常[9]。

中医“和合”之道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中医药的整体观,要求在认识和对待健

康与疾病时,要将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系统

考虑。人与天地相参,服从“天道”,应顺应自

然,合于规律,不违背、不逆 转,做 到 天 人 合

一[10]。“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易经·乾卦》),“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达到防病治病、长生

久视的目的[11]。

3.2 社会“和合”下的知行合一

与人的健康、疾病密切相关的环境不只有

自然环境,而且还有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人

的健康影响具有隐晦性或者间接性,但影响却

十分明显。中医认为,人有喜、怒、忧、思、悲、

恐、惊七情,七情与人体五脏密切关联,是导致

五脏疾病的原因,如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
伤肺、恐伤肾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与

社会环境不和谐,会带来心神的不安宁,从而导

致心理、生理疾病,因此只有处在和谐社会关系

中,人才能减少疾病或者不生病。同时社会环

境变化带来的人的不适应、不和谐也会引起身

心疾病。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社会角色由

于适应环境方式不同,社会问题带来的疾病也

不尽相同。王充曰:“太平之时,人民侗长,百岁

左右,气和之所生也。……圣人禀和气,故年命

得正数。气和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
(《论衡·气寿篇》)“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

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
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

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恒固;曲
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

密而外邪难干。”(《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

别论》)说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社会经历及所

处环境不同,引起疾病也不尽相同。就其本质

而言,在于人的实践与对社会认知的冲突,从而

带来不同疾病。中医在研究如何治疗疾病时,

通常要综合考虑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

而不是简单考虑自然因素。据此中医对医生提

出了具体要求: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
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治病宜不失人

情。这反映出中医对疾病治疗坚持“知行合一”

的实践观,中医是基于分析人是否做到“知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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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适应社会环境来研究疾患,同时也是

通过坚持做到“知行合一”来提高治疗疾病的能

力和水平。

社会的“和合”,不仅是中医作为诊治疾病

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医为医的追求。纵观古今,

无数中医人以社会和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使

命,并将治身、治病、治人、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治身强调躬身自省,使喜怒哀乐都不为过,恬淡

宁静,从而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万事和为

贵”是中医寻求和谐社会关系的基本途径;“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自省,是中医人自我调

适、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准则。治病是医

疗活动的直接目标。“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
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人命至重,有
贵千金”(《备急千金要方·序》),说明生命的神

圣,医疗应坚持以人为第一位,做到行“仁术”。

治人指医者不应简单地治疗疾病,而是做到仁

者爱人,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救民济世,把仁

爱传播于社会,以良好行为感化他人,引导社会

人伦有序,实现“和合”。治国体现在推动国家

的长治久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说明治国

与治病在中医那里是统一的,治病、救人、济世

不可分割。“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

上下亲和,德泽下流,子孙无忧。”(《灵枢·师

传》)可见促进健康与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

久安是中医人的不懈追求,人和、家和、国和以

及社会的“和合”在中医人那里得到充分诠释并

通过诊治疾病实现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代表着

中医“知行合一”的具体实践,同时对社会“和
合”的认知与追求,客观上又促进中医人在实践

中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3.3 基于人体“和合”的平衡治疗观

中医以“阴阳”为理论基础,寻求人体的阴

阳平衡与调和。《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生
之本,本于阴阳”。“阴阳自和”是人体健康的基

础,阴阳失衡则是人体产生疾病的原因。“阴平

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

生气通天论》),说明阴阳和谐人体就健康,反之

则产生疾病,故“不和”是导致疾病的根源。“凡
内物之违,外物之忤,有物之隔,无物之冲,皆为

病象,故病之于己,皆不顺也,是故凡不顺皆为

病象”[7]73。凡 病 就 是 不 和,使 人 体 重 归“和
合”,健康就能得到恢复,因此治疾的基本方法

是“和”。在治病方法上,中医寻求多种治疗措

施综合应用,以促使人体达到内外和谐。《内
经》认为调整人体阴阳的过与不及是治疗的首

要任务,提出“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素问·生

气通天论
 

》),从而将实现“和合”作为治疗疾病

的根本目标。既然“和合”为治疗目标,因此在

治疗手段上应以调和、平衡为主,即“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素问·上

古天真论》)。《医学心悟》指出,疾病治疗应坚

持“和法”“和解”;《景岳全书·和略篇
 

》曰:“和
方之剂,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

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

者,凉而和之。”调和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途

径。调和的方法有多种,要多种手段并举,多种

药物合用,这就是“合”。

在药物运用上,中医也十分注重“和合”。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的主要形式,方剂运用注

重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强调多种药物的相

互配伍作用,这是“合”的具体体现,也是“和”的
客观要求。《世本》称医治疾病为“和药疗疾”,

和药的“和”包含了“合”与“和”两个方面的含

义。“合”指多种药物配伍作用,“和”则是多种

药物能够协同、不相反,形成疗效显著的方剂,

且要“合”于治疗的疾病。张从正认为:“剂者,

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剂犹羹之和

也。”(《儒门事亲》卷一)方剂需按君、臣、佐、使
基本原则来配伍,防止药性相左或剂量不符。

用药“和合”则直达病所,药到病除;药病不和则

延误病情,甚或导致病情恶化[12]。宋代张伯端

对用药“和合”有多次论述:“丹头和合类相同,

温养两般作用”(《西江月·内药还同外药》);“雄
里内含雌质,负阴抱却阳精,两般和合药方成”
(《西江月·雄里内含雌质》)。可见“和合”是中

医治疗及药物配制与使用中的基本遵循。

3.4 以仁德为基础的医患“和合”

中医认为医患“和合”十分重要,并努力推

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罹患而与医和,误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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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和,此天下常道”[7]99,强调的是医患和谐

在治疗中的重要意义。中医要求医者必须“知
人事”,做到“治病不失人情”,从而为建立良好

医患关系创造条件。中医的医患“和合”是以

仁、德为基础,通过对患者的关心、关爱与行仁

德、施仁术,从而获得患者信任尊重。

中医“和合”之道以德为基。中医将“人为

贵”作为行为准则,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始终将

人的生命与健康放在第一位,以此立德。在中

医人眼里,医学不是谋取生计的手段,更不是赚

钱工具,而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中医

认为“人”与“生命”有着至重的价值。《素问·宝

命全形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人命至重,贵于

千金,一方所至,德逾于此”。人是万物之中最

宝贵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患者、尊重生

命是中医践道弘德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历代医

家的基本共识和基本行医准则。
 

“仁”是中医立身立德的核心。“仁者爱

人”,以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关心爱护患者是中

医行医中的基本要求。注重以“仁”对患者的感

化,从而赢得患者和社会尊重,为构建良好的医

患关系提供坚实保障。“医,仁术也”,这是中医

给医学下的定义,人们也习惯性地称中医为“仁
术”,称医生为“仁义之士”[13]。《万病回春·云

林暇笔(凡十二条)》指出:“一存仁心,乃是良

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孙思邈曰:“凡大医

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

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备急千金要方·大

医精诚》)。中医坚持以施仁术、以仁爱之心救

天下疾苦,从而获得社会的敬仰和信任。中医

“和合”之道孕育出中医人的重仁尚德品格,有
效推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也为中医持久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5 基于协作共赢的同道“和合”

中医十分重视与同道的和谐关系,形成和

谐相处、取长补短、协同共赢的互助关系。中医

对“和为贵”的认知比传统认知更为透彻与深

刻,在处理与同道关系时始终坚持“和为贵”的
基本行为准则。《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意谓在人际交往方面,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

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中医在处理同道关系

上坚持“君子风度”,团结但不勾结,并始终坚持

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和谐相处,二是共同发展。

和谐相处即做到谦虚谨慎,尊重同道。《备急千

金要方·大医精诚》论述了医者如何处理与同道

的关系:“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

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

自矜己德。”《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曰:
“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
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龚廷贤对不尊重

同道的医者进行了批判:“吾道中有等无行之

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万病回春·云林

暇笔(凡十二条)》),认为不尊重同道者是无德

行之徒。在医术方面,中医主张同道间相互学

习,长短互补,共同发展。《医道端宗》曰:“长幼

之序,乃长者方向,幼者方力,长者喻道,幼者喻

心,长短相补,各取所需,各有所成,惠恩大千,

其乐融融,何不为也?”[7]152 认为同道间要相互

学习与合作,才能各有所成,从而惠及千万百

姓。陈实功认为医生同道要相互尊重、相互学

习、相互荐拔、共同发展:“凡乡井同道之士,不
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

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拨

之”(《医家五戒十要·三要》)。

4 中医“和合”之道对医学人文精神的现实关照

“和合”之道作为中医药最富生命力的精神

内核,整合了我国历朝历代中医先哲们的有益

经验,彰显了中医文化的精神特质,广泛而深刻

地影响乃至支配着中医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

与行为法度,具有深厚的医学人文价值,对我国

现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形成明显的现实关照,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4.1 坚持以“和”作为最高的健康目标

中医“和合”之道主张人与自然、社会以及

人体自身的和谐,和谐是最终目标。和谐是以

人为核心的和谐,推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最

根本的是实现“和”与“健康”。“万物悉备,莫过

于人”,因此,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应充分弘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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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将人放在第一位,将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并将人与健康纳入自

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大环境加以认识和研究。人

类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人正常的、异常的生命活

动,都从根本上联系于或取决于自然(宇宙)环
境[14]。坚持以人为本的健康观,必须坚持和谐

宇宙观,将人与社会、自然的
 

“和合”作为实现

人健康的基本途径,推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

和谐、有机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和谐与健康。在

我国卫生事业改革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以促进人民健康为根本

目的,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改善生态与社

会环境,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营造健

康的生态环境。

4.2 契合社会发展需求,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供

给

中医“和合”之道在于契合与平衡。平衡不

仅在于人体自身平衡,人与社会、自然的平衡,

也体现在医患之间的平衡、医疗服务与疾病治

疗的契合以及医疗服务与患者需求的契合与平

衡。医药卫生服务必须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才

具有生命力。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不一样的,医疗卫生服务

供给系统必须契合社会需求大系统,这样才充

满生机与活力。就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状况而

言,随着健康观念的转变,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

服务需求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多元化、

个性化、特色化、高端化的趋势特征越来越显

著。但是医疗服务的供给却表现出明显的唯

“技术中心”特征,缺乏人文的温情,医疗服务无

法做到个性化、特色化、高端化,难以满足民众

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医疗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和谐

发展,就需要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进行改革,

不断更新服务理念,改变传统的千篇一律、单一

的卫生服务供给模式;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
前提下,以中医药人文思想为指导,将健康放在

首要地位,秉承顾客导向,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优化服务内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民众提供

丰富、优质、高效、体现仁爱与温情的医疗健康

服务,实现医疗卫生服务有机契合社会发展,满
足公众健康需求,促进全民健康。

4.3 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学始终是充满人文精神的学科,离开人

文的医学技术是冰冷的工具。在当今医学发展

中,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医学目的异化,医
学成为冰冷的、获取利益的手段,从而导致医患

关系的紧张。中医哲学中“和合”之道对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中

医“和合”之道,就是坚持人的核心地位,充分发

扬
 

“仁术、仁心”思想,以大医精诚为引领,始终

做到关心患者、理解患者、尊重患者、帮助患者,

以治病救人、促进健康为根本目标,至诚待人,

让医学变得有温度、有温情,拉近医患距离,有
效治愈疾病。中医“和合”之道作为医之“大
道”,对于培养和塑造现代医务人员的良好医

德,增强医务人员的仁爱之心、责任心、进取心

等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医患相得,其病乃治”,

只有以德为基,仁字当先,大行仁医,融洽的医

患关系才能成为现实。因此,要大力弘扬中医

“和合”精神,增强“和合”思维,不断培育、塑造

医务人员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并在医学实践

中全面践行,从而为构建良好医患关系创造条

件。

4.4 培养和塑造正确的健康观和治疗观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健康与疾病,而健康与

疾病是以人为载体。疾病发生在人身上,人为

病之本,人应该是医疗的核心,所以治疗手段要

“合”于疾病与人的健康需要,而不是简单地以

技术对抗疾病。治病救人需要技术,但更需要

对人的关爱、了解人的需求。诊治疾病要分析

人的“和”与“不和”,从而找到促“和”的手段。

在现有医学模式下,过度强调技术的作用,采用

对抗式的治疗手段,忽视了人的核心和主体地

位,忽略了人体自身“和”的重要意义,从而带来

了过度医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摒弃那种把

疾病与人割裂开来,只懂病不懂人、看病忘人、

治病伤人的医学行为方式[15]。而应以中医“和
合”思想为指导,以人为中心,构建整体人学的

新医学模式。树立以“和”为指导的健康观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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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观,注重研究人体与自然、社会的协调以及自

身内在的协调统一;坚持以预防为主,以调理、

调和来防止疾病产生;当疾病发生时,也要从人

的整体出发,从整体“和”的角度进行分析,辨证

论治,以调和的方式来重建平衡,恢复健康;防
止单纯依赖冰冷技术、忽略人的情感和需要的

机械救治方式。要强化健康促进与治未病,注
重发挥机体的自我调和机能,将“和合”作为疾

病防治与健康促进的第一指导原则。

4.5 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促进人类健康

中医的“和”注重兼收并蓄,在疾病治疗与

健康促进方面采用多种方法、多种药物综合应

用,协同配合,以发挥整体功能。目前,中西医

之争久不停息,尽管中医药在促进人类健康方

面成就显著,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疫

情防控方面贡献卓越,但在西医领域主张去中

医、废中医的人一直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利益

驱动外,西医对抗性思维是导致西医排斥中医

的重要因素。中医认为“术有中西,心无比异,

故孰用重则用之,孰用急则用之,孰用大则用

之,此时则此用之,彼时则彼用之,有功则用之,

有过则异之”[16],所以应将不同的“医术”整合

起来,协同发挥作用,或者用其所长、用其所需,

共同促进健康。在当前传染病、流行病、重大疾

病高发,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日益增多

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医“和合”之道指导医学的

发展,坚持和而不同、中西并重,充分发挥中医

药和西医药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积极的作用,

将更好地促进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促

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5 结语

医学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因此医学必须是人文的。中医“和合”之道的人

文精神体现于:生命系统是有机整体,其组成部

分不是松散的联系和同质的单纯集合,而是有

机协同的体现。医疗的核心是人,医疗卫生系

统不能脱离社会系统而单独存在,应统筹考虑

整个社会系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将人置于

医学的核心地位,实现人的健康与自然社会的

统一,从而将疾病、病人、医疗保健系统纳入社

会大系统进行分析,从多元论的角度研究健康

和疾病,形成系统的人文体系。中医的“和合”

之道,以系统的思辨逻辑,可以推进现代医学实

现四大转变:从治疗服务扩大到预防服务;从生

理服务扩大到心理服务;从医院内服务扩大到

社会服务;从以技术中心服务扩大到以人为中

心的服务。将医与病、人、社会联系起来,进而

反思社会的健康管理根本点———以实现卫生事

业与社会经济及人民健康需求协调发展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面促进人群健康,提高健康的公

平性,倡导以公共政策、科技进步、重大行动为

切入点,实施综合治理,共同应对卫生挑战。
参考文献:
[1]毕伟博,崔红生.张仲景“和”思想面面观[J].中华

中医药杂志,2015,30(12):42274230.
[2]熊江宁,赵威维.中医哲学与佛教医学“身心观”刍
议[J].中国文化研究,2018(2):1826.
[3]张丽霞,高健生,张兆康,等.中医哲学和现实人文

意义的思考[J].中医杂志,2017,58(24):21552157.
[4]程雅君.中医哲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9:6
21.
[5]王伟松,刘富林,夏旭婷,等.浅论中医“和”的哲学

思想[J].中医药导报,2019,25(2):1620.
[6]陈丽云,严世芸.“和”的追求:传统哲学视域中的中

医学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3(2):2936+153.
[7]独家豪.医道端宗[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
[8]李桂侠,洪兰,冯帆,等.中医学相关的道、阴阳、五
行学说的共性、进步和局限浅析[J].医学争鸣,2015,6
(6):3742.
[9]龙连荣.《论语》、《孟子》训诂方法举隅[J].黔东南

民族师专学报,1994,12(4):5153.
[10]何泽民.中医学整体观的属性及其指导意义[J].
中医杂志,2011,52(17):14431446.
[11]张丽霞,吴水盛.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中医防病治

病的影响[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4):10171019.
[12]郝佳梦.中医和谐观的理论来源及意义[J].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6,4(12):122123.
[13]黄永秋,李剑,邱鸿钟.中国传统医学之人文精神

考释[J].中医药学刊,2005,23(2):330331.
[14]黄萼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J].时珍

国医国药,2009,20(1):231232.
[15]张玉清.重塑中医的新型“人医学”模式———背后

的历史哲学的逻辑前提[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7,51
(1):1317+22.
[16]何清湖.中医之学与道[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7:35.

·782·罗中华,等:中医“和合”之道的人文精神及其现实关照 第5期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Way
 

of
 

"Harmony"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Realistic
 

Relevance
 

LUO
 

Zhonghua1 
 

WEI
 

Quanwei2 
 

HU
 

Yi2 
 

YUN
 

Lixin3莶

 1 
 

School
 

of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3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harmon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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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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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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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ariou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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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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