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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学视角探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
王娟 汪颖越* 尹璐 黄丽 周琴

武汉东湖学院，湖北武汉，430212；

摘要：本文从中医学视角探讨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特点阐述了其对科学文

化和人文文化的作用及影响，研究发现中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顺应时代发展规律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文章还分析了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中医学对于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基于中医学视

角提出了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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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

量也”
[1]
。“科学”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为“测量的学

问”。近代开始社会愈发注重自然科学，重视通过研究

自然规律从而促进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文化是

对自然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其前进的内核是实用主义

的科学精神。人文文化则是通过对人文学科的多角度探

索，追求人类社会与人文领域相关的知识体系、思想逻

辑、价值判断的文化，其内核是极具主观倾向的人文主

义精神。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同属于文化的两个不同侧

面，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和冲突日益凸显科学文化是与

自然事物有关的文化，在现代社会推崇的“真”“善”

“美”中，其追求的价值体现为在对世界万物“真”的

探索；人文文化则是对人及其人所赖以生存的精神内心

的探求，体现的则是对“善”和“美”的追求，如何促

进它们的融合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中医学作为一门独

特的学科体系，既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内涵，又蕴含着深

厚的人文精神，为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

了独特的视角。

1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

古希腊时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并没有足够清晰

的划分标准或界限，社会推崇的是广义的、宽泛的“文

化”。科学文化代表着追求理性，人文文化则更倾向于

感性或哲学性思考，此时的科学文化还未被赋予实用性

的特征，所以科学与人文还尚未分家，社会大众也未形

成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区别的明显定义。但随着社会

工业进程的悄然推进，科学文化的巨大潜力也随之释放，

通过工业革命等科技变革，科学文化的生命力得以彰显，

其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也初见成效并逐步加强。科学

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使社会大众开始重视

科学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歧与对立也随之产

生，甚至逐渐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相对主义思潮开始兴起，量

子物理学家索卡尔发表《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

形式的解释学》一文，
[2]
以索卡尔为主要代表的科学家

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提出了后现代主

义的虚伪性，这是一场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发起的攻击，

是对于人文文化极大的主观性或不确定性的讽刺甚至

挑衅。

20世纪 90年代末，社会学家柯林斯则以著名的“模

仿游戏”表明“相互性技能”（即不用亲身实践便可对

相关领域作出良好的技术性判定的知识技能）只需通过

深入介入语言就可实现。
[3]
虽柯林斯本人并不认为此次

模仿游戏是代表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回击，但此次模

仿游戏实际上起到了很好地回应和证明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科学技术的地位日益重

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渗透在各个方面，从普通百姓的

衣食住行到世界新兴技术变革，科学文化的实用性已无

法替代。而人文文化作为一种主观性极大的学科，正是

因为当代社会对功利性的崇尚与追求，导致我们忽略了

人文的强大精神作用。正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在物质条件得到充分满足的当代社会，我

们不可不重视精神文化追求，正是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诸如此类精神思想塑造着人类社会运行的道德与

准则，保障和支持着科学文化发生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4]

当今社会提倡“以人为本”，重视人本的重要性，

而科学文化由人类创造，势必也应顺应人类社会文化发

展且为人类社会服务，切不可盲目夸大科学的作用而贬

低人文的巨大价值。汤因比认为，“所有宗教和哲学的

信徒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以免人类因贪婪而

受贪婪，而贪婪是由技术及其不利影响引起的”。
[5]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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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强调科学作用或者片面强调人文的作用，都无法保证

人类幸福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只有把二者进行结合，

才可以既强调事物的客观性，也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在整体上共同保证二者各自作用的发挥，促进人类的整

体幸福。
[6]

同样，对于人文文化的蓬勃发展来说，科学文化的

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人文文化的发展也不可能脱

离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对宇宙的不断探索促进我们进

行新的哲学思考，对于科学探索的界限问题人文文化则

可以进行相应的伦理探讨及界定，新时代的科技也会给

艺术创作带来无限的新灵感，偏实物的艺术创作也更加

需要新技术的加持。

另一方面，现代无数交叉学科或新兴学科的产生也

十分需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科学与人文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在它们碰撞出火花的

同时，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新兴事物。通过科学与人文

的融合，人们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体系，达到新的认识，

探究新的领域，从而催生新的学科，如科学技术哲学、

生命伦理学等。
[7]

2 中医学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作用及影响

中医学作为博大精深的文化形态，承载着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不容忽视。其对科学文化的

影响，主要彰显于独特的思维与研究方法。中医学秉持

的整体观念及系统思维，为现代科学开辟了全新视角。

在复杂性科学与系统科学蓬勃兴起的当下，中医学的整

体思维方式备受关注。它着重强调人体各部分间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与现代系统科学的理念高度契合，为复

杂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迪。

中医的科学文化追求的是中医科学原理、科学依据、

科学实证等，中医的科学文化需要遵循科学规范，超越

民族特征，具有客观标准。
[8]
尽管中医学蕴含丰富人文

文化内涵，但不可否认，其本质始终是一门治疗疾病的

科学。在当代社会，医学无疑应划归科学范畴，特别是

随着中医辩证发展的推进，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方法充分

体现了科学的个体化原则。在现代医学日益注重精准医

疗与个体化治疗的大背景下，中医学的这一特质愈发关

键。它强调依据患者具体状况制定治疗方案，与现代医

学追求个性化治疗的趋势相呼应。此外，中医学在药物

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药复方的研究为现代药

物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诸多中药有效成分的发现和提

取为现代药学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手段检验或探究中医的准确性与实用性，青蒿素的提取

便是科技与中医结合的典型范例。

中医学对人文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蕴含的哲

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上。中医学深受儒家、道家及佛教思

想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现代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有着积极推动作用。中医学

的整体观念不仅适用于人体健康，也为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哲学指导。中医的最高境界是

“致中和”，致中和，以平为期，以和为重。中国传统

哲学推崇“中庸”，认为“中和”是世界万物存续发展

的最佳状态，而中医学中所提倡的“阴阳和合”“阴平

阳秘”的诊治理论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生动诠释。由

此可见，中医具有人文文化属性，是一种极富哲学特质

的文化。在伦理方面，中医学强调“医乃仁术”充分彰

显出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追求医

患关系的和谐中，更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敬重

以及对道德的注重。中医学的养生理论，如“治未病”

的思想强调预防为主，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理念

对现代健康观念的塑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中医

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中药名称、方剂命名等都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做

出了重要贡献。

3 中医学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中的

作用

中医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

文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学本身就是科学

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典范，它将自然科学的观察、实

验方法与人文科学的整体思维、哲学思考相结合，构建

起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为现代科学文化与

人文文化的交流树立了范例。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为现代科学提供了

新的视角。在复杂性科学和系统科学兴起的当下，中医

学的整体思维方法愈发受到重视。它着重强调人体各部

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与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不

谋而合，为研究复杂系统带来了有益启示。与此同时，

中医学的人文关怀精神也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

了伦理指导，警示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切不可

忽视人文价值的考量。

中医学的实践方法如辨证论治和个体化治疗，充分

体现了科学方法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这种方法不仅

关注疾病的客观表现，也重视患者的主观感受和个体差

异，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医学的这一

特性有助于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裂痕，促进

两者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中医学所具有的双重属性，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B4%E4%B8%AD%E5%92%8C/11305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5%B9%B3%E9%98%B3%E7%A7%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5%B9%B3%E9%98%B3%E7%A7%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B4%E4%B8%AD%E5%92%8C/113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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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

正如中医学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始终相伴，深

受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甚至早已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水乳交融，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得以

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内核。

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问题上，中医学也

应以辩证发展的态度去处理。中医学之所以延续至今，

当代科技的发展功不可没。例如，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传统中医药方剂进行检验与分析，确定传统方剂内容

中对人体疾病真正有用的成分。运用现代科技对古方经

方进行验证，一方面是对中医学的探索求证，另一方面

体现的是对救死扶伤这一伟大事业的担当。对立统一是

中医学阴阳学说的核心要义，中医学秉持着矛盾、运动、

整体、联系的观念，去审视、解答和处理医学问题，这

便是中医学的辨证观念。
[9]
这与现代哲学辩证法中矛盾

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关系相似，矛盾双方相互对立又相互

统一的，矛盾双方对彼此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同

样，对于当今社会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我们

也应积极促进二者相互融合。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

经济社会方能不断进步，而科学技术只有在美好高尚的

人文精神的引导下，才能规避负面效应。
[10]

4 基于中医学视角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

合的策略

从出发中医学的视角，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科学

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其一，加强跨学科教育，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系

统思维融入科学教育中，同时将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纳

入中医学教育。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

力，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其二，

激励并支持跨学科研究，尤其是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

的交叉研究。积极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推动不同学科

背景的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催生新的研究

思路与方法，助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例如，

开展中医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的交叉

研究，探寻全新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方法。其三，在医疗

实践中大力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将中医学的整体

观念和个体化治疗原则与现代医学的精确诊断、靶向治

疗相结合。此举不仅能有效提升治疗效果，还能切实促

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医疗实践中的融合。与此同时，

加强医患沟通，将中医学的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现代医

疗实践中，提高医疗服务品质。其四，加大中医学文化

的传播与普及力度，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学的科学内涵及

人文价值。借助举办各类医学科普活动、中医文化展览

等，增进民众对中医学的进一步理解，推动科学文化与

人文文化的交流融合。此外，鼓励中医学与现代科技、

文化创意等产业相融合，开发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产品

和文化产品，推动中医文化的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并非相互对立，而

是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医学作为

融合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和实践

方法为两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在现代

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医学的创新发展不仅有助于

推进中医现代化进程，还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同

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未来，我们需持续深入挖掘中医

学的科学内涵与人文价值，探索其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

文文化融合中的新途径，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贡献更

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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