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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5日讯 2月24日，正
月初九，著名中医专家、北京中医药
大学终身教授王琦在即墨古城大讲
堂开讲。
王琦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的

寓意来做开场：正月是阳数，九是
阳数，正月初九，两个阳数加起来
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九又与“久”谐
音，祝愿友谊与健康长久。
这个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祝福的

开场获得热烈掌声。他接着自信地预
言：现场观众会在听完他的演讲后倍
感振奋，因为我们拥有这朵令世界尊
崇并受益的文化奇葩。
几千年没有断裂的中华文明孕

育了中医学，它有科学的属性、文
化的属性、哲学的属性。所谓真善
美的境界，科学是真，而当科学与
文化、哲学相结合，才是真善美。
王琦的演讲谈及了三个问题：

中医独特的文化价值、中医的文化
内涵以及中医文化的转型。他从哲
学、文化、科学的层面，融会贯通，鞭
辟入里，直指中医学的重大价值在于
它是从人类生命的现在、过去和未来
方面，解读生命的全过程、全周期。
“悬壶济世”“坐堂”“橘井泉
香”“杏林春暖”这些浩瀚的中医学
中经典的医学故事与丰富的实践经
验，被他信手拈来，赢得全场观众阵
阵掌声。
中医学在自然科学中保持着

原创、完整和领先状态，却依然需
要积极创新转型。王琦先生以家乡
优美的民歌《茉莉花》创新发展成
全球的《茉莉花》作比中医学的文
化转型。
世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促

使中医学转型，现代复杂性的科学
思维更有利于认识和把握中医，多
元化文化对峙和交融为中医学发
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中医学转型的路径中要有三

个坚持：坚守中医学的母体性与主
体性，坚定中医学的再生性和持续
性，坚持中医学的时代性与先进
性。中医只有与世界同步，才能立
于世界，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黄帝内经》这本书，是两千多年前
的书，其生命观、思维方式、认知方法，
都是世界医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好
见证。大家不要以为医学走到了今天，
还要动两千多年前的书，就是又回到历
史上了。经典的东西是永恒的，是永远
不朽的。不仅是《黄帝内经》，我们的《诗
经》《史记》《离骚》，所有人类的这些文
明都不可能被替代甚至被超越。经典的
价值就在于其永恒性。《黄帝内经》里提
出的许多养生思想，到现在仍然是人类
的指引方向。

对待生病有两种方法

我是研究人的，我阅人无数。在大
家二十多年前看到的电视片《东方之
子》中，我站在车站里面，观察每个人的

性格、行为，以及他们的体态，思考：这
是怎么形成的，他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
的。我把人分成九种体质，这种分类现
在做到了分子学的水平。
对待生病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将人的身体打开的，一种是不打开的。
都打开不对，都不打开也不对，我们讲
究避让法。有人动辄就上支架，小孩子
一得鼻囊炎就有人要打开，扁桃体炎就
有人要拿掉扁桃体，不去想一个整体，
所以很多医学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有很
多误区。
一个人离开了社会，肯定是这个人

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所以人的身心和
谐跟社会的和谐、跟集体的和谐都是健
康问题。这是中医的生命观。所以我们在
看病、看人的时候，要把生命的个体放在
社会的条件下、大自然的条件下，这个人
才是温暖的人，这就是中医的理论思维。

养生不可乱养乱补

养生不在养，养生不在补。现在一讲养
生就讲进补，我讲养生跟全国人民都不一
样，乱补是反其道而行之。养生的养，是指怎
么起居、怎么作息。你看哪个在家里只遛狗
养花的人活到一百岁？当这个人遛狗、养花
无所事事的时候，这个人就没有精神寄托
了，没有追求了。人的生命精神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大家不要养，这叫做死于安乐，生于
忧患。邵逸夫一百岁的时候每天还工作六个
小时。杨绛一百岁的时候还在写书。每个人
都在工作的状态。
第二个不能乱“补”，天天补来补

去，现在谁缺吃少穿呢？再补下去就不
行了。最好的办法是让体内生态保存得
好，不要乱补，缺什么补什么。最重要的
是怡情养性，有个愉悦的心情。

重视“治未病”理念

中医学有五大资源：独特的卫生资
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
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
的生态资源。《黄帝内经》里讲得非常清
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只
要把这几句话做好，不需要按照每天多
少卡路里吃饭。这就是养生。
《黄帝内经》里讲了关于“治未病”，这
是非常超前的观点。按照界定，血糖6.99的
人在医生眼里不是糖尿病人，而血糖7.0的
人却是。但是血糖6.99的人可能明天后天就
是病人了，所以病患就会越来越多，挡都挡
不住。假如我们在6.8、6.9的时候就开始干
预，可能会有效地减少更多发病的人。如果
不把“治未病”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重
要的理念，永远会被疾病拖着走。

王琦：养生不可乱养乱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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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兼有科学文化哲学属性

▲即墨古城
大讲堂现场。

▲王琦教授
正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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