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光荣国医大师工作室 

活动纪要 

时间：2016.02.26 

地点：湖南中医药大学含浦校区三号楼国医大师工作室 

主持人：孙贵香 

参与人员：孙贵香、张冀东、向岁、刘倩倩、刘伟、刘琦、王丹、叶培汉、舒译、

毛正清。 

会议流程：由刘琦提出讨论核心，由叶培汉分享孙光荣教授的心得体会，参与活

动人员分享感受，主持人孙贵香教授进行总结。 

学习内容：21世纪,中医药面对着全球由“工业经济”时代走向“知识经济”、“信

息科技”的新时代；面对着我国经济由“计划”走向“市场”,并将加入世贸组

织的大气候;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的大市场。因之,中医药将在国际上

既备受关注,又面临着医药市场的激烈竞争。如何发展中医药,使其焕发出更强大

的生命力,就成为当今中医药界最重要的使命。 

1.发展中医药的关键在于创新 

发展中医药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把这一原则

作为中医药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对待、把握、应

用、发展中医药学,才能使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生机勃勃,既能不断发扬自我、完

善自我,又能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创新中医药学的关键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表明,学科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辨证统一过程,没有继

承,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继承”就会故步自封,就不能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层次。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 

3.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重点在教育、科研与临床 

21 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从宏观上看,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由西方逐渐

过渡到东方,西方的机械分解观将让位于东方有机统一观,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疾病

谱及医学模式发生了明显改变,原来主要危害人们健康的生物性传染病的发病率

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因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现代化带来的多

因素参与的功能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病、肿瘤、内分泌代

谢系统疾病等,这些疾病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当前,这类疾病西医尚

无满意疗法与药物,而这恰恰是能够发挥中医药的优势的领域。治疗上也从单纯



生物学上的康复转变为功能恢复,从单纯治形转变为心身并治,从微观转变为微

观和宏观并重。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自然-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人们对医学的需求从单纯的治病需求转向了预防保健、康复、治病合一的需求,

而且对预防保健、康复、改善生命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希望从有严重副作用的化

学药物治疗和损形的手术治疗转向自然疗法、天然药物治疗、无害化治疗,这为

中医药、针灸、推拿等特色疗法开拓了用武之地。中医药将重新发挥有机统一的

“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整体观优势。科技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许多古

老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操作将让位给比目前更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科技操作,面对世

界科技进步的趋势,传统中医药学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医药工作者该怎样

为发展中医药学作出贡献呢?笔者认为应遵循科技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加

强人才培养、加强科研与临床工作以及资源培植开发、实行产业化经营。 

主持人孙贵香总结：中医药行业实行产业化经营不仅可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而且也会迫使行业内部调整结构,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服务质量,以适应市场

竞争,通过竞争求得发展。诚然,对中医药行业实行产业化经营还必须建立和健全

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专门的发展基金,加强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强监督,在政策

与学术发展上予以正确引导。21 世纪,是充满希望的世纪,中医药学的发展将进

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面对现代科学进步的挑战,我们应当

善于继承,敢于创新,勇于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