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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医思维方法研究势在必行"

#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西安 "#$%&'"

摘要!中医思维方法作为中医理论体系与临床活动的内在核心!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演变以及中医临床诊疗活动都具有

深刻的影响!开展中医思维方法研究!对于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增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促进中医学术科学发展和中医人工

智能技术的开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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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知识和智慧的结晶#中医

思维方法则是其智慧之器' 因此#研究中医思维方

法#无论是对理解)掌握中医学理论知识#提升中医

理论水平#还是提高临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正确认识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有效利

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学的科学研究#促进中医

学术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

任何理论体系都是知识与思维方法的历史统

一#作为思维手段)规则)途径的思维方法不是有关

客体的纯粹知识#也不是主体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

把知识同主体的认识和实践的需要结合起来#把被

认识了的客观规律同主体的主观意向结合起来#是

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双重因素的结合)统一' 没

有科学思维方法#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就会处于

分裂状态#从而不可能提供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

效手段和措施' 科学思维方法是人们通向真理#获

得真理性认识的途径' 如果不懂得抽象概括的科学

思维方法#即使在面前摆着丰富的可供认识的材料#

也不能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不能区别其中

的粗与细)真与伪)表与里#找不出材料彼此之间的

内在联系#因而也就不能进行科学抽象和科学概括#

不能从感性材料中形成概念#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提

出假说和形成科学理论'

同样的道理#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药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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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治疗技术的认识与发明#也离不开思维方法

的参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通过思维方法对

感性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寻找出感性材料之

间的内在联系而有序组织起来的' 因此#只有掌握

中医思维方法#才能正确理解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

及其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并对这种理论建立的作用

及其价值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例如#天人合一观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把天地宇宙确定为人

存在的境域#规定了人的物性)存在价值取向)人生

境界和超越维度以及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由此确

立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 +内经,借用和发挥了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此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

和价值观#来建构中医理论体系并指导中医临床实

践' 明白了中医理论建构的这一哲学思维方法#我

们才会对中医理论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并可以解决

以往许多疑难问题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

题'

首先#+内经,从自然之天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研

究天人关系以及人的生命活动#提出了&人与天地

相参(!+素问*咳论,"的命题#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有

着相同的物质构成---气%人与天地自然有着相同

或相似的结构#主要是阴阳)五行结构#+素问*金匮

真言论,具体阐述了人体具有与自然界相同的昼夜

阴阳时空结构#并提出&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

的问题#具体阐述了人与自然具有相同的五行时空

结构%人与天地自然同道#即具有相同的阴阳消长及

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及五行运转

势必对人体的生理)病理造成影响#故人体的脉象随

季节变化而呈现出春弦)夏洪)秋浮)冬沉之象#疾病

往往随昼夜阴阳消长而呈现出旦慧)昼安)夕加)夜

甚之势#治疗疾病必须考虑自然界阴阳之消长及五

行之运转#以因时制宜#所谓&圣人之治病也#必知

天地阴阳#四时经纪( !+素问*疏五过论,"' 其次#

天人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体现着类比的思维方式#

天之理同于人之理#或天地构造在某些方面与人相

同'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天人合一的基本方法就

是类比' 中医学采用 &人与天地相参(的方法#人以

天地为参照物#进行参验)比较#来认识人体的生理)

病理#把握诊断及治疗用药#发现了许多天地自然规

律与人体生命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换言之#即以

天人合一为逻辑推论的大前提#采用类比思维的方

式构建或阐释理论体系' 第三#由天人合一观所形

成的人道效法天道#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的价

值观#构成了中医学治疗疾病与养生的重要原则#中

医学认为养生和治疗的目的即在于维持或恢复人体

&阴平阳秘()&内外调和(!+素问*生气通天论,"的

生理状态' +灵枢*逆顺肥瘦,即指出$&圣人之为道

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宝命

全形论,则云$&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 知

万物者#谓之天子'( +内经,并依据天人合一的规

律#提出了&法天则地(#&和于阴阳(#&顺四时而适

寒暑(#&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等一系列原则#

运用于养生和治病的具体实践之中'

中药理论的创建除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外#也

多借助于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如寒)热)温)凉的药

性理论#无疑是借用寒)热)温)凉四季气候的特点来

划分药物的性质及程度#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界认识

的直观反映#体现了阴阳的变化' 五味理论则源自

于在汉代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组成基本模式的五行

学说#不仅体现在五味的归纳#也体现在具体药物之

中#如+神农本草经, &五芝(条的五种颜色)五种味

道)所补益的五脏)出产各山的方位#无一不合乎五

行.#/

' 药物的配伍理论#则多取象比类于社会组

织#+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

和'(也就是说药物如同人类社会#也存在君)臣)

佐)使的等级之分#&犹如立人之制(' 而且在配合

使用时#也和人类社会组织一样#总是君少民多#

&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

使也(

.$/

' 对某些药效的认识#也来源于取象比类#

如合欢是豆科植物#其叶片有昼开夜合的特点#所以

有&夜合()&合昏()&合婚(的别名#早在汉魏两晋

之时#就有赠送合欢以劝解他人息怒的风俗#有学者

考证认为&合欢蠲忿(属于风俗用药.G/

#现今中药学

教材认为合欢有&解郁安神(的作用#即来自于取象

思维与风俗用药之习惯' 当然#取象比类思维与中

药药效的关系#既有取象比类以推论药效者#又有取

象比类以说明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药效者' 由此可

见#研究中医思维方法#是我们梳理中医药知识#提

高中医药理论水平的重要环节'

$!增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

任何一个中医师在临床认知疾病)诊治疾病的

过程中#不管其自觉不自觉#都要运用相关的思维方

式)方法#严格遵循思维的规律)规则' 否则#尽管你

有渊博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

也会发生误诊)漏诊#给患者造成伤害和痛苦' 而从

人的智力结构分析#思维能力也是其核心部分' 因

此#系统地掌握有关思维形式)思维规律)思维方法

的基本知识#并对临床各分支学科的临床思维问题

有所彻悟#无疑有助于中医工作者奠定正确的临床

思维的基础#不断提高临床实践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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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思维方法不仅系统阐述了各种思维方式)

方法#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医临床思维的基本过程与

特点#以及中医临床识病)诊病)治病)防病的一般思

维过程和思维规律#对中医临床思维的方法加以概

括和总结#从而改变过去中医临床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的被动状况#促使临床医生在诊治实践中运

用思维研究成果#自觉地遵循中医临床思维的规律#

培养娴热的技艺#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如辨证

论治是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一大特色#其具体辨证

方法有八纲辨证)脏腑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

血辨证)三焦辨证)病因辨证等#然临床辨证从何切

入0 辨证思维的过程如何0 大多语焉不详' 我们在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辨证思维的七个

环节#即主症分析)病因分析)病位分析)病性分析)

病势分析)病机概括)类证鉴别#并对每一环节的思

维方法与技巧予以具体的揭示' 以病因分析为例#

将中医病因分为直接病因与间接病因两大类#直接

病因包括生物因素)社会因素)行为因素范畴的气候

异常)社会关系失调)饮食不调)劳逸失度)寄生虫)

外物伤人等' 对于这类病因的分析与辨别#一般可

通过询问病史而获得%间接病因又可分为实体病因

与模拟病因#实体病因包括宿食)燥屎)寄生虫)瘀

血)痰饮)结石等#都属于病邪的范畴#对这类病因的

分析#一般可通过病史询问)审症求因)现代医学检

测结果三条途径来加以辨别确定%模拟病因主要指

六淫病因而言#对这类病因的分析#中医学主要是借

助取象比类的方法来审症求因' 如此明晰辨证思维

的基本环节及具体方法#无疑可以提高临床中医的

诊治思维能力'

另外#研究中医思维方法#可以促进临床医生在

研究患者的同时研究自己#研究自己的思维#认真学

习自己缺乏的思维知识#提升自己的思维品质#增强

运用中医思维方法的能力' 这样#就能更好地去研

究)诊治患者的疾病#在中医学的天地里获得更大的

自由'

G!促进中医学术科学发展

中医学术的科学发展不外乎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的挖掘升华)现代中医临床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中

医药学的多学科研究与现代化等几条途径#无论采

用哪一种途径或方式#都离不开科学思维方法的指

导' 从中医临床实践的角度而言#要将实践经验总

结上升为理论#就必须发挥思维方法特别是逻辑方

法的统摄作用' 黑格尔曾指出$&一切科学都包括

在逻辑中#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是要以思想的概念的

形式来把握自己的对象的#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

辑'(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要经过逻辑的抽象#任何

一种科学体系#包括中医学体系#都要正确地运用概

念)判断)推理#都必须严格符合逻辑规律)规则' 所

以#具体的临床实践经验要上升为理论#必须借助于

科学的思维方法'

从中医药学的多学科研究与现代化的角度而

言#更需要深入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特点#正确

理解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理论的内涵#否则#有可

能误入歧途#白白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如&肾

生骨髓#髓生肝(之论出自于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虽然前后文同用一个&生(字#但含义不尽相

同#前者指五行同一行之间的相互资生关系#后者则

指五行之间的母子相生关系' 所谓&肾生骨髓(#乃

指肾藏精生髓#一方面髓养骨使骨骼强健#体力耐

久%另一方面使髓海充盈#思维敏捷' 故+素问*灵

兰秘典论,说$&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有学

者企图借助现代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论证&髓

生肝(的理论#并期望揭示其科学内涵.&/

#很明显是

由于不明了中医理论的建构思维方法#而对+内经,

原文作出了错误的诠释'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肾生骨髓#髓生肝(之论#乃与&肝生筋#筋生心()

&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

皮毛生肾(相提并论#很明显这里的&髓生肝(只不

过是五行学说中肾水生肝木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

已#并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骨髓生成肝细胞

的思想#诚如王冰注所说$&+阴阳书,曰$水生木'

然肾水之气#养骨髓已#乃生肝木'(由此可见#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髓生肝(理解为骨髓形成

肝细胞#无疑有诠释过度之嫌' 若如此解释#则&筋

生心()&血生脾()&肉生肺()&皮毛生肾(又当何

解0 是否也可以运用现代实验方法加以验证0 该课

题根据+内经, &肾生骨髓#髓生肝(的论述#结合现

代&肾生骨髓(和&髓生肝(的研究基础#提出了&补

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 这里我们暂且将中)西

医学中肾)肝概念内涵之差异搁置不论#仅就其假说

提出的论据)实验设计及结果解释而言#就存在着不

少问题.L/

' 就&髓生肝(假说的产生而言#如上所

述#+内经,所言仅仅是一种五行推论#根本不可能

提出骨髓能够生成肝组织的观点' 骨髓能够生成肝

组织#只能是现代干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骨髓

干细胞!K9M8"至少包括两种类型干细胞#即造血

干细胞!NM8"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K9M86"#二者

均属于多能干细胞' 现代研究认为#骨髓NM8至少

能够分化成 #$ 个系列的血细胞及其他系列的细胞#

除了具有重建受体的造血与免疫功能外#在体外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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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还可向非造血细胞#如分化为肝脏细胞)骨骼肌

细胞)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神经细胞等多种重

要的机体功能细胞分化' K9M86则一方面是造血

诱导微环境的重要成员%另一方面#在适当的环境

下#K9M86可以分化为中胚层的组织细胞#甚至跨

越胚层#向外胚层及内胚层来源的组织细胞分化#其

中包括成骨细胞和软骨)脂肪细胞)肌细胞)神经元

样细胞和肝细胞等' 然该课题的研究则置骨髓干细

胞为多能干细胞的科学事实于不顾#仅仅从人体生

理病理条件下同样可以发生骨髓形成肝细胞这一事

实#认为此乃揭示了&髓生肝(的科学内涵#并认为

&髓生肝(理论包含了&髓(生成肝的直接转化关系'

如此推论#是否也可以推出&髓生心()&髓生肉(等

等结论#而这些结论如在中医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

论述#是否可以作为新理论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

呢0

实验方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现代

生物医学的催生婆' 中医学要想快速发展#引入并

大力发展实验方法势在必行' 但中医学的实验研

究#必须根据中医思维方法#以对中医理论特别是古

典医籍的正确理解为前提与基础#否则一知半解#连

研究的对象)特点和出发点都把握不住#也就不难想

象其实验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了'

&!有助于中医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

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

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

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

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

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

专家系统等' 除了计算机科学以外#人工智能还涉

及信息论)控制论)自动化)仿生学)生物学)心理学)

数理逻辑)语言学)医学和哲学等多门学科' 人工智

能与思维科学的关系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人工智

能是处于思维科学的技术应用层次#是它的一个应

用分支' 从思维观点看#人工智能不仅限于逻辑思

维#要考虑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才能促进人工智能的

突破性的发展#数学常被认为是多种学科的基础科

学#数学也进入语言)思维领域#人工智能学科也必

须借用数学工具#数学不仅在标准逻辑)模糊数学等

范围发挥作用#数学进入人工智能学科#它们将互相

促进而更快地发展'

在当代#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传统中医药发展的

思路#已成为中医药研究者及科学工作者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医现代化之路#就是人

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机器能做

的尽量由机器去完成#极大扩展人脑逻辑思维处理

信息的能力!自然也包括了各种能用的人工智能方

法和各种信息技术工具"' 通过人机结合)以人为

主#实现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 这里包括了

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知识和定量

知识)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通过人机交互)反复比

较)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从而对经

验性假设的正确与否做出明确结论#无论是肯定还

是否定了经验性假设#都是认识上的进步#然后再提

出新的经验性假设#继续进行定量研究#这是一个逐

步实现中医药创新发展的过程.'/

' 换言之#即借助

于人工智能来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而上已述及人工

智能是处于思维科学的技术应用层次#因此#研究中

医思维方法#既可以为中医理论概念的规范化提高

认识论依据#又可以揭示中医临床思维的规律)程

序)方法特点#规范中医临床思维活动#为智能中医

诊断信息处理技术)中医专家系统等中医人工智能

技术的开发奠定基础' 如目前中医人工智能技术的

开发总体进展比较缓慢的#除由于存在一些技术难

度和研究投入上的不足外#主要原因是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中医辨证论治的逻辑形式化描述问题."/

'

因此#开展中医辨证论治的逻辑思维研究#引入认知

缺省逻辑)模糊逻辑与次协调逻辑#来构造一种适合

中医临床诊断实践要求)符合中医辨证思维规律的

逻辑形式化系统及其相应的机器推理技术#就成为

未来发展智能中医诊断信息处理技术的一个方面的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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