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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贵：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关于中医的发展历程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历史

上，不仅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也

确保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少有的源

远流长。 即使在现代医学主导的今天，中

医药以其医学与文化一体，以及简、便、

验、廉、治未病等特色优势，始终护佑着

中国人民的健康， 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

灵， 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 ”黄传贵娓娓道来。

他认为，中医是中国的国医，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的生命科学。 中医产生于

中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中华民

族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时间，世世代代与

疾病抗争的过程中，用人的生命实践总

结验证，由民间医药、民族医药升华形

成了中医药学的科学体系，这是中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财富。

中国中医药学是古今中国人的医

疗、保健、养生、养老、健体、防病、治病

的最佳技术手段。 中医药学的普世价值

是中国人人人皆知、人人应用的自我保

健术。 其理论技术均具有适用性、简便

性、经济性、有效性、普及性、可传承性、

可操作性、实践性和安全性。

黄传贵介绍说，中华民族在 1840 年

以前，用的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

的原料都是纯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

中的有益成分。 1840 年以后，西医进入

到中国，被中国人承认、继承和应用，使

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但中医药学仍然

是中国的国医， 仍然立于不败之地，仍

然是中国不可替代的医学体系。 在现代

医药十分发达的今天， 中医药仍是 14

亿人重要的医疗保健术。

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不断地认识天然的植物药、动物

药、矿物药与生命健康、疾病之间的关

系。 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

成了完整的中医药学体系。 造就了一批

中国的医药学哲人张仲景、 李时珍、华

佗、扁鹊、孙思邈等等，总结并形成了灿

烂的中医药学的历史文献：《黄帝内经》

《医宗金鉴》《伤寒论》《本草纲目》《景岳

全书》《金匮要略》等等。 在不同的时代，

都是中医药学发展进步的集大成者和

重要推动者 。 他们通过大量的医疗活

动、著书立说、授业解惑、形成流派，在

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扬，将

中医药学不断推向新的巅峰。 把这些大

医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中医药血脉相传

的骨干脉络。 中国的中医药学为中华民

族的繁衍昌盛、兴旺发达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 中医药学被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实

践证明，它是中国人的生命科学。

黄传贵归纳说， 中国的中医药学包

涵了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三个不

同层次的医药学范畴，涵盖了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中的天、地、人的全部内容。

关于中医的现状

关于中医的现状，黄传贵曾多次对笔

者说过，中医药是一门从本质上有别于西

方科学的“东方科学”。 其一直与“科学”

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中医

是不是科学？ 中医哪些部分是科学，哪些

部分是糟粕？ 如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

几十年来， 很多问题至今仍模糊不清，就

像是一个个难以避免的暗礁，阻碍着中医

的发展。套用西式观念来管理和研究中医

药，看似先进，貌似现代化，搞不好就会

丢掉中医的特色优势，最终还有可能落得

个“不伦不类”。

这就涉及到了标准的评判问题。 如

果一个标准定得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

标准的价值取向不同，那么 ，即使具有

极高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也会被列为

不合格。 按照现代药学的“科学检测”，

很多中药都会被认定为“有毒 ”而被抛

弃， 要不了多久中医临床将无药可用。

稍具中医药常识的人都知道，中药治病

本身就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此话的意

思就是用有性味偏差的毒药，去纠正人

体气血阴阳的偏差 ，如果没有这个“毒

性”，也就没有治疗作用了。 很显然，关

键是怎么样去合理应用，并不在于因为

这些中药“有毒”就不能用、不敢用，例

如 ，砒霜是人人皆知的毒药，单独服用

很小剂量也会中毒甚至死亡，但采用复

方应用就可以有效地治疗癌症等疾病。

黄传贵十分严肃地指出，要想跳出

这个怪圈， 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必

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

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

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

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

的知识体系。 只有观念上的变化，否则

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

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

下，只有死路一条 ，最好的结局也不过

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 所以我

们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尊严”，与西

医求同存异走向结合，建立起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医学体系。

他悲愤地告诉笔者 ，历史上，八国

联军侵入中国将中国的国宝一扫而光，

中医的古典、精典也在其中，这是历史；

中医的地位变了：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

的主流医学，但现在在中国已被西医抢

占了主流医学的地位 ，这是现实 ；中医

在学术领域失去了主动权、 话语权，中

医的学术成果常由西医评定；中医在学

院制中教学方面被西化了，临床被西化

了：纯中医的领导、专家少了；中医的源

头断裂，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财富，在

近百年间，中医看不起民族医、更看不

起民间医，因此中医在发展上，缺乏源

头和新的血液补充 ，呈枯竭之象；中医

队伍思想保守、医药分家等等都背离了

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带来了中医可持

续发展的障碍。

黄传贵轻轻地敲着桌子说，“我们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医的现状，必须在

《中医药法》的指导下，利用现代高科技

让传统医药走向现代化，让中医药学与

人类同步发展！ ”

关于“黄家医圈”

黄传贵先生是黄家医圈当代传人，

黄家医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黄家医圈”是一套独特完整而又博

大精深的宏观哲学、医学理论，诞生于

唐朝末年宋朝初年，后辗转相传于滇东

北大药山下的黄氏“草医世家”，是古老

而又神秘的黄氏家传哲学医学理论《黄

氏圈论》的一部分。 在黄氏家族中，这一

理论作为祖传秘学。 在历代传承中，仅

以口传心授 、 一脉单传的方式代代相

传。 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的黄传贵是这

一家传理论的当代传人。 他运用现代医

学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发掘整理了祖辈

秘而不传的家医真谛， 并奉献于国，服

务于民。 创办学校，变家宝为国宝，变家

传为国传，让这颗祖国民族民间医药学

的璀璨明珠散发出它应有的光芒。

“黄家医圈”医学理论部分于 1988

年 3 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

组织的专家论证通过；哲学理论部分于

2003 年 11 月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织九

家单位的专家论证通过 ；“黄家医圈中

医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省

级通过，并向国家申报。

《黄氏圈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涵

天、地、人、道、兵 、武 、医、杂等八大领

域，其哲学观是以“中生万物”为核心，

以“圈、网、族、形、数、向、力、时”为内容

的“天地八字”，从哲学的角度阐明宇宙

间万事万物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过

程，不仅反映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内部

联系，而且揭示了古典的、灵变的时空

观。 其生命观是以“万物有命”为核心，

以“物、神、性、气、血、道、光、温”为内容

的“生命八字”，从生理角度探索人体生

命科学的内涵。 从整体而言，乃是阐明

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有别于传统

中医学理论的另一种认知和另一种表

述的学术体系。 而“黄家医圈”则是《黄

氏圈论》 在医学实践应用中的重要体

现，是在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医学

理论体系，是《黄氏圈论》思想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在医学领域的经验总结，是

黄氏哲学思想与医学实践的高度统一。

“黄家医圈”的主要内容是“内外合一、

五诊合参、分圈施治”，特色是“脉”。 黄

氏家传的“千步脉”共 1521 步，“百病均

在其中”，是“圈圈”学说在人体的综合

反应，奇妙无穷。

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黄家医圈 ”

早已不再是一种封闭落后的家传性、地

域性的医学文化，更不只是一种家族济

世谋生的手段。 作为一项为人类健康服

务的伟大事业， 黄家医圈已和国际、国

内外的数家单位建立了学术交流与研

究合作关系。 在国内有多家科研协作网

点 ，在云南创办了“云南黄家医圈中医

肿瘤医院 ”“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

司”“云南黄家医圈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云南黄家医圈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云南东方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 ”

“云南黄家医圈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

医学哲学研究会”等，已形成集医疗、养

生、科研、教学、生产、营销、网络等为一

体的集团化产业。

“黄家医圈”集天地之灵气，树生命

之旗帜 ，融自然与生命为一体，与现代

医学相结合，无论在诊断、治疗，还是康

复 、保健方面 ，都展现出了它无穷无尽

的魅力。

关于非遗“黄家医圈中医

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黄传贵出生于云南巧家县大药山

下的“草医世家”，从小受民族民间医药

文化的熏陶。 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

他运用现代医学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发

掘整理了祖辈秘而不传的家医真谛———

“黄家医圈” 理论并公诸于世， 奉献于

国，服务于民，变家宝为国宝，变家传为

国传。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 、2022 年

12 月，“黄家医圈中医药文化”项目顺利

通过了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昆明市、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审

批，黄传贵也分别被批准为该项目的代

表性传承人。

（据

2024

年第

06

期《中华英才》）

黄传贵：彝族，

1949

年生，云南巧家人，主任医师，文职

2

级，专业技术三级。

1969

年入伍，

1978

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

1998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黄家医圈当代传人，

黄家医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黄传贵同志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军队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奖

励和表彰。先后荣立二等功三次（

1988

年、

1989

年、

2002

年），三

等功二次（

1987

年、

1990

年）；成都军区“七五”“八五”劳动模

范；

1992

年获“全国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学工作者”称号；

1995

年荣获“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金奖；

1996

年荣获“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1997

年获“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称号；

2002

年获“第三届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

奖”；

2004

年荣获“第二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

2005

年被

评为“全军中医药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和“中国十大科技英才”；

2007

年荣获“军队中医药技术能

手”称号。

黄家医圈当代传人， 黄家医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黄传贵先生，是笔者近

40

年的老朋友，他也是第十一届、第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担任地方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到全国政

协委员的

31

年间，他始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

策。 先后提交提案、建议案共

60

多件，优秀提案入选《国家智囊

团》等有关专著，为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日

前，笔者再次就他多年研究探索的“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等

问题做了访问。

黄家医圈当代传人，黄家医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传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