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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纪相交之际，医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系统医学，其特征是以系统的观点和方
法来认识和处理人的健康与疾病。
这不是医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医学的方法模式由
还原论为主导，转变和发展为以系统论为主导，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医学模式。
　　习惯于纵切苹果的人，看不到苹果横切面上的五角形结构，把苹果纵切到细胞、分子乃至纳米水
平，更看不到那种五角形结构。
“纵切”与“横切”，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形成两种不同的视野，要想看到苹果横切面上的五角形
结构，就需要从“纵切”变为“横切”。
医学的方法模式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变，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道理。
方法模式决定着医学的视野，还原论在医学中已经主导了400多年，形成了特定的视野，但是，有许多
非常重要的东西却遗漏在其视野之外，这些东西在现代疾病谱中日益突出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将其
收入视野之内的新方法模式，这就是系统论。
系统医学是以系统论为方法模式的医学，其兴起和发展将带来医学的战略性突破和变革。
　　系统医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有两个重要背景。
一方面，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但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而且是科学方法论的
革命，冲破了传统的还原论方法模式的局限，建立起崭新的系统论方法模式，并形成专门的系统理论
和系统科学，科学的方法模式从“还原时代”上升到“系统时代”，系统医学的出现不过是这种转变
和革命的一种产物或表现。
另一方面，它是医学的现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次大战以来，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重大改变，日益增多的复杂性问题超出了还原论的视野和能力，
医学需要应对这类复杂性问题的新观点、新方法，系统论恰是应此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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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医学系统论的普及读本，书中简明地介绍了如何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对待人体
的健康与疾病,着重讨论了局部病变与整体背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关系网与关系失调、为病机体
的秩序与失序、为病解剖视野之外的发现、如何推动机体进行自主调理六方面的内容。
本书适合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等各级各类临床、科研、教育、管理工作者阅读，也可作为医学院
校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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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世讷，男，1940年12月生，山东省青州市人，山东中医药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教授。
兼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
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长期担任博士学位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马克思主义”、硕士学位课“自然辩证法”、以及“中医系
统论”等近十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中医多学科研究，特别是中医学方法论研究，专于
中医系统论研究。
先后承担完成省厅级科研课题“中医这方法论研究”、“中医系统论与中医系统工程”、“中西医哲
学思想比较研究”等8项，开辟中医系统论研究，出版专著《系统中医学导论》、《中医系统论》、
《中西医学差导师与交融》，发表《论中医系统信纸》等主题论文80余篇，把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
方法引入中医现代研究，分析了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的差别在内在根源在于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与
西医的还原论思维的原则性差别，论证了系统论是医学思维的发展方向，对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进行
挖掘、总结、发展，就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律总结为元整体、非加和、联系性、有序性、功能性
、自主性等六条基本原理，建立起中医系统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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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医学的三种方法模式  一、方法与方法模式  二、古代的整体论  三、近代的还原论  四、现代的
系统论第二章 系统医学的观点和方法  一、系统医学的孕育和兴起  二、系统医学与医学系统论  三、
医学系统论的新观点  四、医学系统论的思路和方法第三章 局部病变与整体背景  一、培顿科斐的冒险
实验  二、细菌感染是微生态失调  三、不可超脱的整体背景  四、对人的整体有两种理解  五、医学系
统论的元整体原理第四章 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一、中药方剂的合群之妙  二、整体与部分的加和与非
加和关系  三、人的非加和特性  四、疾病的非加和性  五、医学系统论的非加和原理  六、黑箱、白箱
、水晶箱第五章 关系网与关系失调为病  一、“失调病”失去了什么  二、外源基因为何桀骜不驯  三
、解析中医的“失调”病机  四、医学系统论的有机性原理  五、打开非特异性之锁第六章 机体的秩序
与失序为病  一、棘手的“紊乱”性疾病  二、有序为健，失序为病  三、机体的有序化机制  四、医学
系统论的有序性原理  五、熵病及其防治第七章 解剖视野之外的发现  一、解剖学神圣殿堂的怪物  二
、人有非解剖结构吗  三、器质性疾病的内在发生机制  四、医学系统论的功能性原理  五、开辟“发生
解剖”和“非解剖”研究第八章 推动机体自主调理  一、两种不同的治疗模式  二、一只看不见的手  
三、机体的自组织特性  四、医学系统论的自主性原理  五、推动机体自主调理的艺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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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古代的整体论　　整体论是在古代条件下形成的方法模式，那时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
低下，人们没有条件和手段把研究对象打开，以对其各个部分和细节进行研究，只能从整体着眼着手
，从整体水平进行观察和调节。
那时的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都是遵循这样的方法模式。
　　古代的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方法模式都是整体论的，那时的医学虽然对人有了一定的解剖认识
，但是还没有条件和手段来研究和弄清人体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无法了解健康与疾病的内在细节，认
识的焦点只能放在人的整体水平，考察和调节在人的整体水平呈现的健康与疾病现象，总结和掌握整
体性的规律。
这种方法模式突出地认识和强调了人的整体性，而整体性正是人的一种根本特性，因此整体论在这一
点上是合理和正确的。
　　1.整体论的特点　　整体论方法模式是整体观与整体方法的统一体，其特点主要有：第一，整体
观点。
把人理解为一个整体，把疾病理解为整体的人发生的过程，认为疾病的本质是“人病”，因而治疗的
本质是“治人”。
中医传统的整体观，希波克拉底学派强调的“整体的人”，都是整体观的典型代表。
　　第二，整体方法。
直接从人的整体水平着眼、着手，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整体性内容和表现，掌握影响健康的整体性
机制和规律，以人的整体状态为基准或目标来调理和掌握人的病变，治疗方式是一种整体治疗。
中医的“四诊”、“辨证论治”等是较典型的整体方法，其注意的中心在人的整体或亚整体水平，“
望、闻、问、切”所诊察的内容，“八纲辨证”和“六经辨证”等所辨的证候，主要是人的整体性病
变或病变的整体性反应。
由于没有条件和手段对人体进行分解研究，人体还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黑箱”，病变的微观细节和内
部机制无法了解，因而，不得不采用“以象测藏”等方法，从外在表现来推断内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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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祝世讷教授1980年开辟中医系统论研究，就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律总结出元整体、非加和、
联系性.有序性、功能性、自主性等六条基本原理，建立起中医系统论的理论框架；1988年在国内首次
招收培养以中医系统论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把我国系统医学的研究和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系统医学新视野》是作者研究系统医学30年的成果结晶。
也是开启医学新思维的一把金钥匙。
作者希望《系统医学新视野》“吸引有志于破解医学的复杂性难题的探索者，来共同进行新的开拓”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医学新视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