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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汉医即中医,以下同!

汉医千年不遇百年等待，激动人心的梦想与新时代，从这本

书开始!

二 O 一一年七月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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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8月吉日于北京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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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分 工

汉医让祖国在文化、科学与医药卫生事业走在世界前列！让

开拓者成为民族英雄!

执笔：林宗山、林明芬、林明笙

理论框架设计：郁德水、赵晓月、宋若铭

理事长：张梅 副理事长：郑圣栋、林凡松

战略策划：贾谦、陶嘉、李阳

科学顾问：王良发

学术顾问：杨力

心理学顾问：王春龙

哲学顾问：林爱明、任星

文学顾问：林学球、王华民

技术操作：郑年萌、李云官、郭友琴、林文清、余国建、肖建国

法律顾问：周江川、李阳

媒体策划：当代汉医网站、中华象数学网站、全意识学网站、中华正

名学网站、亚健康学网站、汉医当代科普博客（新浪）、中华民族文化网站

等。

责任发行：福清市山人中医科普工作站

网站主持：陈圣焰（当代汉医网）

校正：王良发

协作单位：中国五百强企业促进会、当代汉医科普基地、健康论道、

天佑鹤林文化村、当代汉医科普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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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执行：陈圣孝、叶岗、方忠耀、桂启芝、张梅

北京海淀区杏石口路：汉医当代科普基地、北京当代汉医接轨中心、

福清市山人中医科普工作站

于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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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汉医名人名言集

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 张仲景

八闽福地有英才，科技大旗树起来，千年医理被改写，岐黄之术放光

彩！

── 郑年萌

为正名，请全国汉医向我接轨，为真理，让世界科技向我“开炮”！

── 林宗山（芬笙山人）

汉医让祖国的文化、科技与医药卫生事业进入世界前列。

── 赵晓月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潮流是：如果只说中医而不会讲西医，那是落后、

守旧与无知；而二十一世纪的新时尚却是：如果只知道西医，却不会谈中

医，那肯定是自卑、无能与忘本。因此复兴中医从我开始！

── 贾 谦

现有汉医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后堡垒，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有了这

种文化底蕴，就有了国难可消除；亡国可复国；异族可同化，失土可再归

的依据。失去它如果只是一幢房屋，一座桥梁，一、二年内可以重建，但

摧残与消灭了这种文化，则失去的就不仅仅是汉医一个行业，而会是整个

民族社会传统文化的灵魂，以及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

── 王良发

博大精深的象数科学，是无垠无际的。

── 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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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名医，百年药香。

── 林学球

“中医象数学”这概念……将在中医界掀起一场关于“传存”与“改

革”的“头脑风暴”。

── 陈 贵

林宗山从事中西医临床工作 40余年，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有颇深造诣，

在集中医药理论的精粹的基础上，在国内率先把应用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

应用到中医药科研当中，开创了中医领域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意义。多

年来在业内取得良好科研成绩，著书立传……得到国家领导和业内专家一

致好评。个人曾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礼堂，应邀参加……会议……

得到了国家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亲自接见，引起了与会媒体的高度关注。……

掀起国家中医发展的新风暴，在国际和国内中医药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 黄 彬

厚积薄发，静水深流。

── 周江川

汉医还原论，即：汉医原创理论的发生学依据，其源头是指原始蛮荒

的《黄帝内经》时代，人们意识中所拥有的纯真自然状态，与此种情况下

才可能发生的事；汉医方法论是指远近古时代的中国人，在根本不知道什

么叫西方科学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才可能对病人进行“理、法、方、药”

等一系列临床诊治。

── 林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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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鹿为马”、“瞎子摸象”，指摘所有曲解、反对汉医的人，往往十

分准确！

── 林明芳

当代汉医、西医的事实证明，西医“唯物论”讲物识（解剖学），为物

识现象科学；汉医讲意识“医者意也”，是意识现象科学（藏象学）。故中

西方皆有科学，汉医是一座已经打开大门的现代科学殿堂与新知识宝库！

── 林明笙（山下小林子）

盛名之下无虚士，让汉医，在心理学（全意识学）、哲学的引领下，象

巨龙一样腾飞吧！

── 王春龙

为汉医正本清源，为祖国展示辉煌。

—— 陈圣焰

汉医、汉医原来如此！

—— 林宗山、陶嘉、李阳、赵伟、杨帆、杨政

汉医解构、科学奇迹、中华瑰宝，世界通用。

——王娇云

医学精英 功在中华。

——翁祖团



10

注：名人名言作者简介

1 郑年萌：临床全科医生，芬笙山人“老三届”同学，汉医当代化学

（习）者与汉医沙龙组织者，福清市老年医院老院长，本书本系列领导者、

主持人等。

2 林宗山（芬笙山人）：当代著名汉医理论家、汉医学（习）者、作

家、思想家、临床全科医生、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特邀嘉宾、中科院心理所

EAP心理专家。因学习与研究汉医，而成为当代《全意识学》（心理学）、《中

华象数学》（哲学）、《中华正名学》（认识论）、《中间意识思维学》（心理学）；《汉

医人体结构学》、《汉医象数学》、《汉医系统论》等知识的创始人与实践者。

其“汉医当代科学解构系列”，含本书共六本，计 180万余字，已成为汉医

当代复兴的希望！

3 赵晓月：北京某大学学院院长，汉医当代科普基地领导者、法人代

表等。

4 贾 谦：我国著名汉医战略家、学者、科技部研究员，享受国家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

5 王良发：著名军事科学家、学者、中国地空导弹维修工程学科奠基

人，享受国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

6 杨力：我国汉（中）医首席理论家、作家（著作等身），中医科学

院《黄帝内经》、《中医运气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访问学者，北京周

易研究院会长等。

7 林学球：北大中文系高才生、书法家、国际访问学者、福清市高山

中学老校长、本书文学顾问等。

8 陈贵：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学术部主任，中国管理科研院企业

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发现》杂志社社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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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彬：第四届中医药论坛责任编辑等。

10 周江川：中国企业合作促进会副秘书长，《中国低碳》杂志常务主

编等。

11 林文清：汉（中）医副主任医师，本书本系列作者、沙龙学（习）

者等。

12 林明芬：全科临床医生，汉医“爱好者”，本书本系列作者、沙龙

学（习）者等。

13 林明笙：汉医、西医全科临床医生，本书本系列作者、沙龙学（习）

者等。

14 王春龙：河南省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心理学家，书法家，世界华人

心理学家学会会员，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特邀嘉宾，中科院心理所 EAP心理

专家，中国“浴才心灵顿悟法”创始人；中国青少年网络心理导师；国家

青少年成长“十百千万工程”专家团成员；中国网瘾研究院顾问；注册高

级心理咨询师，河南电视台特聘心理专家，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

事，河南百业联盟顾问等。

15 陈圣焰：中华象数学、中华正名学、当代汉（中）医、亚健康、中

华民族文化、全意识学等网站的主持人。

16 林宗山、陶嘉、李阳、赵伟、杨帆、杨政。

17 王娇云，本网科普站站长、汉（中）医妇科专家。

18 翁祖团 大日本国首席水墨画师、日本国皇家入室画家、世界一流

书法家、雕刻家等，片假名オキソタニ、号“东海老人（汉字）、OKIIVASODAN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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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医（汉医）的几个关键、核心问题

作者：贾谦（当代汉医战略家）、王良发（当代军事科学家）

世上科学有二门，一门叫物象科学如西医，另一门叫意象科学如中医

（见林宗山在第四届中医药论坛上演讲《中医是打开了大门的现代科学殿

堂》）。因此中西医是分属于两门各不相同的医学分科系统。

中医虽然没有西医的解剖、生化、生理、病理、药理、微生物、免疫、

胚胎组织等各种学说，却符合意象科学的事物存在原理，因此古先贤们所

观察与了解到的中医知识与现象，如，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

其原理与法则是确实存在的。古人应用了国学的中华象数学、中华正名学

与全意识学等不同知识，对中医进行了整理与分类。用“医者意也”等不

同于西医的方法，组成了不同于西医思路的系统分科知识。

数千年中医实践，足以证明中医中的各种学说与知识的真实、有效与可

靠性。而与这种氛围早已经“断代”并全面“西化”的当代中国人，又怎

么能认识与理解这些中医古经典知识呢？于是就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

一 中医的基础知识元是什么？

任何知识都由数量不多的基础知识元组成，如：西方科学（物象科学）

的庞大知识，由物理、化学、数学、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西医等

组成。其代表如西医，则又由解剖学、微生物学、生化、免疫、胚胎组织

学、生理、病理、药理等组成；而与此相对的中医基础知识元则由全意识

学、中华象数学、中华正名学、钝意识思维学（类比）、中医人体结构学（藏

象）、中医象数学（阴阳、五行）、中医系统论等组成。而且我们可以负责

任地说，这些知识都有相应的著作，如《全意识学》，有《意识指南针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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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万字（香港版）、《意识指南针Ⅱ》10万字（香港版）、《全意识学》103

万字（香港版）等。

二 中医这些原理与现象是否存在与正确？

中医由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四大部分知识组成。

（一）中医生理学

1中医人体结构学（藏象）；2中医象数学（阴阳、五行）；3中医自然

学（天人合一）。

（二）中医病理学

1中医病因学（三因）；2中医病机学（病机十九条）；3中医病候学。

（三）中医诊断学

1四诊：

⑴望；⑵闻；⑶问；⑷切。

2辨证

⑴中医象数学辨证：象数学“一”，一气周流辨证、火神派辨证。象数

学“二”，阴阳学说。象数学“三”，三因辨证与三焦辨证。象数学“四”，

卫气营血辨证。象数学“五”，五行、五藏、五运六气辨证。象数学“六”，

六淫辨证（风、寒、暑、湿、燥、火）、六经辨证（伤寒论）。象数学“七”，

七情辨证。象数学“八”，八纲；八法；精神、气血、营卫、津液。象数学

“十”，十天干。象数学“十二”，十二经脉、十二地支。象数学“十九”，

十九条病机等。

⑵其它辨证：时病、杂病、内伤、外感；正邪、标本；痰饮、郁结、

积滞、痹痞；瘟疫疠瘴；诸邪、诸病气、诸毒、诸虫等。

（四）治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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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一般治疗学

⑴论治：①治则；②治法：温、清、消、补、汗、吐、下、和等。

⑵本草；⑶方剂；⑷针灸；⑸养生；⑹护理；⑺防治等。

2辨证治疗学

⑴中医象数辨证治疗学；⑵中医常见病分类治疗学；⑶中医辨证类型

治疗学等。

3中药治疗学

4方剂治疗学

5治疗学的框架与处方

总之中医经过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圈各国人民百数十代人们的实践，

有了无数成果（仅 1949年以前存世的中医书就达 124124种）。形成了庞大

的中医文化与无数“神医”、“医圣”，以及无数的客观医学事实，这些都证

明了中医知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这些知识到现在仍可

以用全意识学、中华象数学、中华正名学、中医人体结构学、中医象数学、

中医系统论等不同现代知识来进行论证与研究，证明了中医存在的价值与

正确性。

成熟于远古的古中医学（1500年前）完全独立且自成系统地流传到现

代，说明了中医与西医（成熟不到 300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术。因此，

不管当代人对中医有何评价，中医仍象一座矗立着的高山让无数人敬仰。

让我国与全世界人民有了一种不同于西医的东方医学──中医的医疗卫生

选择，并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三 中西医冲突的原因与根源在哪里？

世界最根本的冲突，不是来自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规模与模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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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文明的最大分岐和冲突根源跟文化有关。尽管民族与国家仍将是世

界事务的主要参加者，而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仍将主导全球的政治与不同文

明之间的分界，形成了全球之间所有有形与无形战争的根，中西医的冲突

即源之于此。

（一）中医“西化”的思考

当代中医大家朱良春，慷慨激昂地引用了宋张载的名言说：“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讲出了中医人的决心。

而土生土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因“西化”而全面萎缩；外部发展条件更受阻

于西方文化所单方面提倡的“三座大山”：人权、话语权、知识产权。以话

语权为例，西医、西药奉西方文化为宗主，以正派、正宗、正科学、真真

理为招牌，全面西化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垄断了世界医疗市场。

作为意象科学的中医人体结构学（藏象），在当代还“需要”用实验、

检验、双盲等西方物象科学方法来进行验证，强行让藏象学说无中生有地

向西医的人体解剖学“接轨”。中华象数学（阴阳、五行）则更荒唐地成为

玄学与迷信的代名词，面临彻底取消。他们眼里哪有意象科学，只有西方

的物象科学，而且认定这就是一切，这是霸权，哪有是非。连麻黄变成麻

黄素、黄连变成黄连素、青蒿变成青蒿素，中药变西药的西药研究行为，

都成了中医的“伟大创举”。中医的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更在“正规的”中

医院中大踏步消亡，所有正规、非正规的医疗卫生单位，甚至全社会，都

让中医失语，因此中医的话语权何在？！当代中医已经没落的遭遇与需要

救亡的事实，说明了一切。

只属于中华文明意象科学的东方文化──中医，与物象科学的西医冲

突与共存现象将长期存在下去，并直到永远。

（二）中西医到底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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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中医形成于二千多年前的远古年代，与当代有着天然的“断代”

与“代沟”。如中医的气只是一种古哲学符号、术语与概念，作为意象科学

用以形容与表达事物的“无形存在”与运动，而得到了我国人民日常的长

久广泛应用。如中医的阴气、阳气、正气、邪气等，这就是代表意象科学

中医与“气”相关的特色与优势。

西医代表物象科学，不管什么病，利用物象原理，依人体解剖学、微

生物学等，来明确各种病因，对症下药。“杀死病原微生物，切除病灶等，

可以立竿见影，消除疾病。”中医则只用意识、意象科学的中医人体结构学

（藏象）、象数学（阴阳、五行）来反映疾病的各种现象。据人体的虚实、

寒热等不同现象，采用补、泻、温、清等不同方法，调整人体，发挥人体

自身的自愈本能，而恢复健康。中医好不好，你只看我国真正著名好的临

床西医，没有任何一位公开提倡取消中医的事实便是明证。

《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是

事物遵循的规律，形而上指事物无形体的道，着重讲的是事物无形体的学

（学说、学问）。形而下则指事物有形迹的器，即事实、实物，着重讲的是

事物有形体的术（学术、技术）。说穿了，中医其实就是形而上之道或学；

西医就是形而下之术指学术、技术这一类。因此中医讲的是无形的道（道

理、原理），强调的是学（学说、学问）；西医讲的是有形的物，强调的是

术（学术、技术）。中西医呈现出了，显隐的两个相对独立而又不同的医学

过程，这就是事实，而事实就是真理。

2012年 2月 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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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复兴汉医伟业的大好形势已经形成

林宗山(芬笙山人)简述

──简历、学术著作、学术思想与发展理念等，发表于：第四届中医

药发展论坛（于 2010年 1月 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林宗山，男，汉族，地道的“老三届”。于 1948年出生在靠近于台湾

省、祖国大陆最东南的福清市乡下、一个高山小镇的汉医世家中。从爷爷

（清末秀才）在光绪 16年（距今 110多年）所著《阴阳论》一书开始，到

我父亲、我、我儿子（林明笙）、女儿（林明芬）等，连续四代祖孙，相继

全部都成为是当地的一时名医，药香百年。

童年的乡下是汉医的黄金时代，真正的好医生和出名的医生都是汉医，

童年的时光在汉医如诗如画的神话中度过。1966年下半年，文革期间，学

校基本停课，我开始正式接触汉医。那是“一根针一把草”的年代，有军

医王良锦所办的汉医针灸学习班，教我们学会了针灸，知道了针感的酸麻

胀痛就是“气”，后来我也知道了，汉医藏府功能的“气”，与呼吸的空气。

这三者一个是感觉，一个是身体功能，一个是自然界的具体物质。三者毫

无关系，但为什么都用气去包涵它呢？于是我陷入了沉思……

四十二年后，2008年，我第一本汉医基础学的书，即《汉医人体内象

系统解构》正式在香港出版，它是汉医的现代“解剖学”。有诗《我来了》

为证：请告诉汉医现代化/我来了/来自炎黄的比干子孙/来自偏远的高山小镇

/带着赤诚蛮荒纯朴的古风/浓烈的现代气息/载歌载舞、千呼万唤、扑面而来。

2009年我的第二本汉医书《汉医象数学》正式在香港出版，这是《黄

帝内经》核心法则。原国家卫生部监察局局长、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郁德水，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陈贵，北京周易研究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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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国科学院教授杨力等作序。郁德水同志认为“芬笙山人……刻苦钻

研，不断探索，从科学辩证的视觉将《汉医象数学》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著作，对汉医的发展和汉医走向世界有着非常

重要的引领意义。”他还说：“无论对社会民众需求，还是对汉医界的改革

创新来说，都很需要这样一部诠释汉医最新理论的著作，所以我非常乐意

向大家推荐。”同年我受到了国家相关领导人的接见。我感谢诸位领导对我

的关心！

2009年 9月，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学术管理部、北京国际交流协

会，在宗淑杰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由周江川主任执笔，王宇超老师等帮

忙，作《关于林宗山著作后续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草案》。 林宗山先后荣

任中医药发展工作组组长，和 2008年中国心理学家特邀嘉宾、中科院心理

所 EAP签约高级心理咨询师、香港红出版社知名作家，以及得到中国教育

发展联盟理事会副主席、汉医药发展论坛副理事长、学术管理部研究员和

建国 60年中华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特别贡献人物等职务与荣誉。

2009年 11月，芬笙山人的第三部汉医著作《汉医生理学》正式定稿，

从此汉医现代化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复兴汉医伟业的大好形势，在各级领

导的热心支持，和广大汉医业者爱好者的热心拥护和帮助下，已经形成。

在属于中国的《全意识学》（心理学）、《中华象数学》（哲学）、《中华

正名学》（认识论）的支撑下，以炎黄子孙的名义，我们用事实，向全世界

宣告。二千年的古老汉医，开天辟地第一回，有了属于自己的当代汉医学

理论基础──汉医科学解构系列（共七本，计 180多万字）：其中第一本《汉

医人体内象系统解构》、第二本《汉医象数学》、第三本《汉医生理学》、第

四本《汉医病理学》、第五本《汉医科普》、第六本本书《汉医生理卫生》

笫七本《汉医常识》）。它独立无二，横空出世。带着纯朴蛮荒的古风和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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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现代气息，载歌载舞扑面而来。是汉医能够推翻强加在它头上的，封

建落后、玄学迷信、“科学主义”等三座大山。取得当代化，并得到世界认

同的最强有力武器。其胜利的诞生，受到了广大汉医界人士与爱好者们的

热心支持与拥护，是汉医得到解放与汉医当代化、科学化的正式开始。因

此如果说《汉医人体内象系统解构》、《汉医象数学》是这场汉医革命与复

兴之战的前哨战，那么《汉医生理学》与《汉医病理学》便是它面对社会

的接触战；而这七本书，包括《汉医科普》与《汉医生理卫生》等，是汉

医当代化总决战的首战。它就象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预示了古老汉

医从此翻开了新一页，有了新生命，开始了新篇章。攻坚战已经打响。离

全面实现汉医现代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在大家的支持下，古老苦难的汉医终于有了自

己的脊梁骨，可以抬起头来，面对一切！让所有对汉医的误解和一切不实

之词来得更猛烈吧！真金不怕火炼，我们不逃避！并时刻准备着！在国家

相关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团结起来，上下一心。高举汉医当代化、科学

化的旗帜，组成汉医复兴的广泛统一战线，昂首挺胸“浴血奋战”。

汉医从数千年之前的古经典，能够过渡到真正实现其当代化与科学化，

无疑是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过程。它需要我们数十年，乃至子孙们数百年、

数千年的坚持和不懈努力，是真正的“愚公移山”，谈何容易。汉医的现状

更是“满目苍凉，急待救亡”，但也因此是百废待兴，前途无量。

我们的任务是改革汉医、开放汉医、解放汉医；让全民都来学汉医、

知汉医、用汉医；因此我们任重道远，需要所有关心汉医事业发展的人们

来共同参加。甚至包括，对汉医抱有自己不同见解，与不同看法的人们参

加。不要想能改变别人，不要怕争论，真相总是越辩越明。我们热烈欢迎

他们以汉医为己任，参加汉医的重建。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尽管那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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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很累，压力挺重的。“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随着汉医

当代化进程，他们肯定会越来越难，作为汉医的“最后一批”持不同政见

者，你们踩了“老虎的背”，成了“丑角”，所以其“下场”值得“同情”！

我们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我们“离不开”他们。当然，“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再难也可以团结起来，共同为实

现汉医当代化、科学化，而步骤一致。听从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等所有相关职能部门的统一部署、

指挥和领导。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奋勇前进，共

同努力去实现汉医当代化！

我们正式宣告，千年不遇百年等待中的，汉医激动人心的新时代，从

这七本书开始。汉医旧时代即将过去，汉医划时代的当代化、科学化的新

时代已经来到。汉医的那片深厚、古老、奥秘、黑暗、沉闷的天空，透出

了朦胧的黎明曙光，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赞美她，祝福她吧！烈火浴

后的这只中国古文化金凤凰，将在廿一世纪，跟随着中国这只巨龙，象一

轮红日，顺利地再次从东方冉冉升起。

汉医实现当代化，无疑是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利国利民的国家大事。

是可以和西医一样相提并论，关系到全人类各民族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

切身大事。她象旧中国从封建的旧社会翻身得到解放，又从贫穷落后的面

貌中复兴，实现了现代化一样可贵和重要。把这个做好了，可以利在子孙、

功在千秋万代。她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汉医师们可以能够名正言顺地去

济世救人、救死扶伤、以 致功德无量的大事。因此这是破天荒的千古难逢

的丰功伟业，善大莫过于此。所有的仁人志士都应该去参加，而且努力去

做这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华医学史肯定都会留下你们那些走下的脚印。汉

医复兴伟业的前程如花似锦，我们的口号是：让汉医遍布全世界！我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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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地，从零开始。我们信心百倍，蓄势待发，龙飞凤舞，一切总会万事

如意和一路走好的。汉医复兴的伟业非我们莫属，它总会快速腾飞。

最后，我们全心全意地高举酒杯，祝愿：为汉医复兴事业的阶段性成

功，和所有广大支持者与开拓者的功高劳重，干杯！为他们能在今天共同

取得的第一阶段胜利以及他们事业的一路顺利平安，和我们大家共同的身

体健康，干杯！为汉医永远属于你们！属于中华民族！属于全世界！干杯！

北京海淀区杏石口路当代汉医科普基地

北京当代汉医接轨中心

俄华智库 中国芬笙山人工作站

二○一一年八月十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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