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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学习西医出身的，从开始跨入医学这个门槛，到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52年了。
1959年我又奉命去学习中医，经过了三年的脱产学习，从“父母之命，盲婚哑嫁”到对中医学产生了
强烈的感情。
40多年来，从临床、教学到学科研究，都有所涉足，并累积了一些肤浅的认识和体会，现在借着这个
册子，供诸同好，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很简单，就是要保障人类的健康，延年益寿。
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下，不论是什么医学，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而真
正决定是否有价值的，就在于这种医学是否确切对人类有着实在的作用（包括养生与疗效）。
从我学习中医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反复验证一个问题：我们用单纯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各种急性病，用
科研的设计和观察方法来评价中医治疗各种慢性病，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证明，我们中华民族
祖先创造出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是的的确确能为保障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的。
当然，这里面还存在着很多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理想，
不断艰苦努力，上下求索，路是一定能走出来的。
中医学一定能在世界医学之林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989年我回到香港以后，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更多地从临床实践方面去进行总结。
这本小书就是我的学生陈笑燕、马立础、孙一德、梁慧珠、陈鸿伟和曹美芳，根据这十多年来和我一
同工作的体会撰写而成的，谢谢他们的努力。
我愿意用一首小诗来表达我对这本小册子的一点心意：杏林栽种苦甘尝，岐黄欧美竞芬芳。
树木树人经世事，春风桃李雨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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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很简单，就是要保障人类的健康，延年益寿。
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下，不论是什么医学，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而真
正决定是否有价值的，就在于这种医学是否确切对人类有着实在的作用（包括养生与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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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钊，广东南海人，青少年时期曾在港、澳、穗培正中学求学，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
系内科，1962年又于湖北中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并获卫生部颁发奖状。
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急性病、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曾任暨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和附属华侨医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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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医与传统文化第一节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从儒家王道思想谈中医 马立础学生：
老师，最近报上刊登了对中医所收取的注册费及考试费，都要比西医高。
有业界认为不够公平，因为中医收取的诊金比较便宜，如果政府按照这个收费收取的话，可能要使中
医将部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
老师：对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香港开埠百多年来，对中医药一直未有一个肯定的评价。
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第138条，承认中西医药有同等合法的地位，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医药的合法化作一
个肯定的评价。
但中医行医也是一个商业行为，所以要接受市场规律的制约，治病收取合理报酬是应该的，至于何谓
“合理”就要靠该医生的行医宗旨及道德操守了。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
学生：如何才可以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
老师：首先，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学习中医呢？
学生：当初学习的时候，并无一个明确的目标，只不过希望可以治疗自己及家人的疾病，后来发现中
医的学术博大精深，越学越有兴趣，所以就继续深入学习了。
老师：你有想过以中医作为发财工具吗？
学生：没有，因为我觉得行医是很难发财的。
而且当我为病人治病处方时。
如果以钱来衡量的话，便很难正确地辨证论治，从而发生偏差，甚者会影响治疗效果。
老师：你的想法很对。
宋朝丞相范仲淹曾经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作为一个良医，应该以良相作为典范学习。
良相是治国的，要有一套治理国家的政策和本领，良医则是治人的，也要有一套治病救人的医术。
学生；是否有高明的医术就足够了呢？
老师：当然不止。
但作为对良相和良医的做人要求，即所谓立身处世之本，那应该是一致的。
学生：老师，你说的道理很接近儒家的思想啊！
老师：对！
正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医学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
学生：如何深远呢？
老师：我简单地说吧！
儒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包括医德和医术两方面的影响。
在医德方面，中医学极重视医生的道德操守。
远在秦汉《内经》（又称《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文献著作，相传为黄帝所著，实乃假托其
名。
现在流传的有《内经·素问》及《内经·灵枢》两篇。
它是古人在长期医学实践中，对人体生理活动、病理现象，以及诊断、治疗等规律的客观认识，并结
合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对这些规律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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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用单纯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各种急性病，用科研的设计和观察方法来评价中医治疗各种慢性病。
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创造出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是的的确确能为保障
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的。
当然，这里面还存在着很多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理想，
不断艰苦努力，上下求索，路是一定能走出来的。
中医学一定能在世界医学之林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张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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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文化对谈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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