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说不清”
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它

讲座一开始，熊大经就提到了几
个数据：目前全球有196个国家和地
区使用中医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113 个成员国认可针灸和中医药的
诊疗方式，29个成员国为规范使用
中医药制定了法律法规等等。

熊大经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便
在家庭的熏陶下接触中医，并于1965
年进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知
识，多年的临床实践让他对中医有了
深刻的理解。

熊大经认为，在我国，包括政治、
经济、文化、哲学等方方面面，追根溯
源，都离不开《道德经》的影响。尤其
是它对中医的影响，更是全面、系统、
深刻、无处不在的。比如今天我们时
时挂在嘴边的阴阳、气血等，都出自
《道德经》。

但“道可道，非常道”，究竟谁能说
清楚“道”是什么呢？正是这种“说不
清”“道不明”的抽象概念，影响着中医
几千年来的发展，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认
识世界，认识人体、生命的基本概念。

熊大经又以几个小案例，有趣地
讲解这种“说不清”。例如中国人总爱
说“我的天啊”，这里的“天”，显然不是
物理层面的天空，那“天”又具体指代
什么呢？“我说不出来，你们也说不出
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说‘我
的天啊’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继承
下来的共同拥有的古代智慧。”

在中医里，常有“上火”一说。熊
大经问观众：“火在哪里，你看得见人
身体里的火吗？”他进而解释，显然中
医中的“火”也是秉承着《道德经》的思
维模式：我们千万不要试图用精准的
语言，去说清楚一个抽象虚拟的东
西。但当我们提到“上火”时，所有人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所谓的
“心中了了，指下难明”，这就是中国传
统哲学的智慧，其他中医里的术语诸
如“精”“气”“神”也都是如此。

东西方思维大不同
中西医也应对比结合看待

在讲座中，熊大经提到了一个德
国病人的案例：此病患长期饱受鼻腔
病症的困扰，用西医的方式治疗了很
久，也做了所有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却仍然感觉不适。于是他找到了熊大
经，最后通过中医的方法彻底康复。

熊大经说，西方重视具象思维，东
方重视抽象思维。西医重解剖，讲形
态，这就导致了西医容易忽视病人的
主观感受，更侧重仪器检查。而中医
则重整体，讲系统论，因此重视病人的
主观感受。二者各有长短，没有绝对
的好坏、优劣之分，因此应该取长补
短、融合使用。例如此前青蒿素的研
究，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中医理念，早在
一千多年前的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
有提及。

在汉字中，也有中医东方智慧的
体现。例如中医所谓“风邪”，繁体字
的“风”中间是“虫”字。《说文解字》说：

“风动虫生，故从虫。”古人认为，气流
动就生风，风动就生虫。若你理解了

“风”字的概念，也就理解了中医“风
邪”的来源。熊大经进而解释：春天春
风一动，万物复苏，虫就都出来了。这
里的“虫”是一种泛指，用现在的语言
来说，病毒、细菌也都是“虫”的一种。
这也就解释了春季为什么呼吸道疾
病、过敏性疾病比较多，这就是中医所
说的“风邪”。

借“虫”的解释，熊大经又进一步说
明，在现代科学没有发现病毒、细菌之
前，中国古人已经尝试用“虫”来指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还会发
现更多以前无法解释的东西原来都是
有据可依的。生命科学中那些目前暂
时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更是
不计其数，我们不应轻易否定。

熊大经最后总结了究竟“什么是
中医”：顺天时而适寒暑，和阴阳而调
虚实，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中和平衡
之医者也。其实中医就是“别阴阳”

“调虚实”“以平为期”，它包含了无穷
的东方思维和中国智慧。

他嘱咐在场的青年学子，一定要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人的认知只
局限在当下，很难超越，特别是人体中
那些目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
西，将来都有可能被证实。因此我们
不要用今天的眼光，轻易否定今天甚
至明天，而要用好奇的眼光和探索的
态度，期待明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陈羽啸

当你听见“中
医”二字，是否会认
为，这是区别于“西
医”，对中国医学的
一种简称？事实
上，“中医”不仅指发
源自中国的医学，
也指“中和平衡之
医者”。中医，承载
着东方智慧，强调
损有余而补不足，
自然也就与我们传
统哲学密不可分。

6 月 26 日 ，
2025名人大讲堂在
成都医学院开启

“非遗传承”季的首
场讲座，第二届全
国名中医、四川省
十大名中医，成都
中医药大学教授熊
大经以《道德经》为
主线，以《中国古代
哲学文化对中医思
维模式的影响》为
主题，为线上线下
的观众带来一场药
香四溢的讲座。熊
大经讲中医却又不
只讲中医，而是广
泛涉及古代中国智
慧、中西哲学比较
以及医德医品等，
让年轻的医学生们
受益匪浅，现场不
时响起热烈掌声。

▶《道德经》影响
中医几千年来的
发展，“阴阳”“气
血”等，都出自《道
德经》。

▶西医重解剖，讲
形态；中医重整
体，讲系统论。二
者各有长短，应对
比结合看待。

▶人体中目前看
不见、听不到、摸
不着的东西，将来
都有可能被证实，
要用好奇的眼光
和探索的态度期
待明天。

名人会客厅·对谈

6月26日下午，在2025名人大讲
堂“非遗传承”季首场讲座中，熊大经
教授从中医药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哲
学对中医的影响、中医药里的东方智
慧三个维度，深入解读中医的博大精
深，探寻千年智慧的当代传承。

饮用中药茶饮、食用药膳火锅、练
习八段锦、进行古法养生操，这些方法

主持人海光（左）与熊大经教授展
开对谈。 陈羽啸 摄

如何正确践行
“新中式养生”？
熊大经：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
宝，古老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闯进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日
常。中医理疗、练太极拳、养生
茶饮、药膳糕点……随着“新中
式养生”出圈，中医药应用领域
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宽。

真的有效吗？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的
“名家会客厅”环节，主持人海光与熊
大经教授展开了一段生动的“导讲”，
让观众率先聆听名中医对于“新中式
养生”的独到见解。

熊大经认为，“新中式养生”是对
中医药的一种发扬和普及，且养生方
法每个人都可掌握。随后他话音一
转，着重强调：“中医最讲究因人而异、
辨证施治。每个人的体质、胖瘦、病情
及生活习惯等均有所不同，因此在养
生过程中，需要根据个体差异和个人
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除了备受年轻人追捧的“新中式
养生”，一些影视剧中的中医药方，也
引发了大众对中医药知识的热烈探
讨。从《老中医》等讲述中医世家传
奇的电视剧，到《爱你》将“望闻问切”

“药膳食疗”等中医养生元素融入剧
情，再到《哪吒之魔童闹海》中陈塘关
李靖采购的中药清单，以及《藏海传》
中由丹参、当归、红花构成的“活血药
浴方”，中医借助影视剧走进更多观众
的视野。

热播影视剧中的中药方，其现实
可行性究竟如何？熊大经感谢影视工
作者对中医药的宣传，但他强调，“这
些药方适不适合每个人，就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养生还是治疗，
都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对谈中，出身于中医世家的熊大
经还分享了受家庭环境影响、自幼便
接触中医的经历。从五六岁懂事起跟
随父亲和祖父学习，到20世纪60年代
进入大学接受正规、系统的中医教育，
熊大经坦言，六十多年的医学学习和
五十余年的临床实践，使他深刻认识
到重视病人主观感受的重要性。“我们
的临床经验从何而来？是病人教会我
们的，我们要感恩病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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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非遗传承”季第一讲

6月26日，熊大经教授在成都医学院开启名人大讲堂“非遗传承”季首场讲座。

成都医学院的同学们在认真听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