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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中医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得

益于前人的不断探索，其价值无可估量，对于中国现今医学

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行，

中医药的影响力早已扩散到世界各处，使得许多国家的人民

得以受益，在这期间，中国中医的传播与发展并不是毫无阻

碍的，反对的声音始终存在，甚至被一部分极端反对中医人

士所抵制，其发展境地岌岌可危。然而，在中医悠久的发展

历史中，代代相传是其鲜明的传承模式，国家政府也已经通

过政策支持的方式，给予了中医药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希

望能够通过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与技艺的学习，促进中国中医

药行业的良性发展。

2�中医药技术传承基础深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得益于前人的不断探索，东方医

学的理论体系逐渐发展起来，并因其发源于人民而具有鲜明

的地理位置。中药材特色技术是指中药材的栽培、资源保护

与利用、鉴定、加工、煎剂、传统医药技术、制剂、医院制

剂开发与研究、制剂等相关技术。其中，草药加工技术和传

统制造方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初级项目。本次接

班人培训内容综合了中国北京真石学院传统草药鉴定经验、

王素涛的加工工艺、标准化材料、传统加工等民族东方医学

技术特点。

3�中医技术传承面临困境

3.1�现行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严重西化

东方医学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的融合，以中国古代

哲学为基础，将道教发展为具有代表性人文特征的实证医学。

西医强调以解剖学、生理学、实验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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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独特技艺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如今，由于西方文化和医药的传入，中医药的发展境地十分
艰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医学人才培养的西化倾向严重，未能将中医药的传承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造成中医药学习和传承
模式的缺失。论文首先论述了中医药技艺传承的重要意义，集中提出几个中国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弊端，并在此
基础上展开思考，提出几个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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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科学训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东方医学相关专

业主要采用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教育模式，强

调科技灌输，强调物理化学、人文、现代、东方医学的人文

属性和整体观 >��。不相容的传统，无论是部分的还是全部的。

中科院学者多次表示，西医模式需要深入反思，他们已经认

识到了现行教育模式的弊端，但东方医学教育界高度赞赏当

前西医人才培养体系。

3.2�传承模式的不足
当前，东方医学传承模式正在以大学教育代替师徒教育，

对实现东方医学人才培养规模化、规范化，促进东方医学传

承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大学教育中缺乏与教师接受度

的联系，与教师面对面深入交流的机会很少，对临床实践缺

乏洞察力。东方医学在药效、临床思维和实践方面都很薄弱。

师资培训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理论培训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体验到东方医学的深远影响。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有助于传达教师的独特经验和学术思想，但在规

模上没有天赋。因此，如何扬长避短，构建与东方医学人才

培养方式和师资融合相匹配的操作性教学模式，正是当务之�

急 >��。

3.3�中医药思维方式缺失
中医相对独立、稳定的心态，是几千年后延续至今的重

要原因。心态是人们根据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事物、

研究问题、处理问题所形成的心态，是理论体系的灵魂。中

医和西医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西医强调恢复、推理、偏向、

逻辑，以人为工具，东方医学的思维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

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强调整体性、直觉性、中性和形象性。

然而，由于现代科学的普及和人力资源培训模式的西化，东

方医学理论的闭塞，逻辑不完备，将东方医学的独特性和直

觉性结合起来，分析和恢复思想的习惯。因此，由于缺乏独

创性的思考，很难看到东方医学的成功。

3.4�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如果说中医技术是传承的基础，基础理论是传承的基本

内容，精神是传承的核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传承的灵

魂。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现代人接受了西方数

学、物理和逻辑思维方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对中国传统

文化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儒家思想的使用逐渐消失了。

4�中医药技术传承的思考

4.1�完善现有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东方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主要以东方医学系和西医

学系相互安排为主，很难保持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思维方

式和知识结构。因此，如果适当调整中西医课程，将东医课

程调整为第一两年制，西医课程置于第二两年制，西医理论

的干扰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减少，提高医学理论和东方医学理

论体系的学习效果。同时，增加临床实习课时比例，建立多

渠道、多方法循序渐进的临床实习体系，增加学生的临床实

习机会。

4.2�建立独特中医药传承模式

虽然东方医学人才培养应与大学教育和师资培训同步进

行，但东方医学理论具有社会科学性，对继承人的社会和临

床经验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传承内容如下。不同层次的中医

药人才有待提高，各有侧重。否则，您可以事半功倍。例如，

初学者或上大学时传承的重点是以教授基础理论和本草相关

技能为辅，以经典为辅，而具有特定临床经验的东方医师则

应以学科为主。应辅以东方医学理论的学习，加强心态的培养，

对于高级东方医学人才，应以东方医学为主流，辅以东方医

学文化，强化心态，中医理论或技术的发现和创新。

4.3�加强中医药思维方式培养

思维的发展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东方医学思想的基础是

东方医学文化。因此，加强中医典籍和史迹的研究，了解古

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了解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有利于东方

医学思想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医思维，我们开设了中

医思维专题课程，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医思维的结构 >��。

5�结语

总而言之，文化与传承是中医发扬光大的不变基调，只

有更多的夯实基础技艺，才能迎来创造，使得发展能够找到

立足之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价值之大无法估量，而中医发展的根本在于优秀人才的培

养。从现如今中国中医药行业传播遇到的瓶颈来看，中医的

传承核心不仅在于技艺，更在于中医思维的培养、以仁行医

观念的塑造。并且应当尊重不同品类的医学成果，敢于创造、

乐于借鉴，才能使得中国的中医药在新时代也能获得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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