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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在中医学课程教学中的意义和运用研究

中医学充分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袁经过

三千多年的历史沿革发展至今袁有着深厚的历史沉

淀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积累袁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遥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袁指出院

野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袁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袁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遥 冶[1]中医学

理论体系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初步形成袁到明

清时期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袁再到近现代的继承

与创新袁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变迁遥每一时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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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理论构建与临床实践均随着历史的嬗递而不

同袁并受所处时代的经济尧政治以及文明发展水平袁
或者医家个人成长环境尧生活经历尧社会阅历的影响

而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袁即所谓历史沿革对中医

学理论构建与发展的影响遥 若初学者能厘清各朝代

历史下的中医学理论发展特征袁则对其中医学习大

有裨益遥 因此袁中医学课程教学可以从历史观的角

度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中医学各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遥教师可以根据探讨角度的不同袁选择相应的历史

观对各理论进行阐述与讲解遥
1 历史观融入中医学课程教学中的意义

1.1 历史观的概念

历史观袁是指大众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与

见解[2]遥 历史观是世界观中的一分支袁具有时代性尧
阶级性尧多样性以及相对独立性袁其本质则是某个历

史时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产物[3]遥 历史观立足于

探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袁根据对该问

题的回答不同袁又可将历史观区分为唯物史观与唯

心史观袁故历史观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范畴

的体现遥 历史观包括社会史观尧文明史观尧个人历史

观尧全球史观尧革命史观以及现代化史观等多方面遥
在历史观的指导下袁通过认识和总结社会存在与社

会意识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袁可深刻挖掘历史资

源袁为人类更好地运用历史经验与智慧提供理论依

据与实践指导遥 不同的学科可以利用历史观相互联

系贯通袁根据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袁追溯纷繁芜杂的经

典理论之本源袁再顺应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论进行

重新阐释与革新遥
1.2 历史观在中医学课程教学中的意义

中医学是一门由复杂理论体系构成的学科袁就
学科特点而言袁各理论内涵深奥且抽象袁专业性与逻

辑性较强袁大量专业术语由文言文沿用至今袁生涩难

懂袁初次接触中医学的学生大多缺少对该专业的基

础性认知遥 加之中医学不仅涵盖医药方面内容袁还
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军事尧天文尧地理等

各方面紧密相关袁各部分内容相互渗透袁关联紧密遥
学生在学习中医学理论的同时袁往往需要兼顾多学

科基础知识的积累袁这种跨学科的复杂性对于尚未

建立足够基础性认知的初学者而言袁在理解上则更

加困难遥 根据中医学学科特点袁选择将历史观运用

至中医学课程教学之中袁利用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

常识的掌握袁进行中医学知识的拓展与延伸遥

历史观亦可作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与学习的一种

重要思维方法遥 中医各学科理论的构建都结合了史

学与中医学的双重属性[4]袁因而要求中医学者以史

实为依据袁较为客观地分析尧研究中医学理论的形成

与发展遥 运用历史观教学方式能从中国历史的多重

视角诠释中医学相关理论的合理性尧连贯性与相对性遥
这种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袁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将中医

学与历史相融合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记

忆袁还能使其掌握中医学发展的整体脉络袁通过历史

的角度理解中医学遥同时袁学生可以形成一种更加系

统的知识体系袁将零散的理论与其历史背景相结合袁
通过梳理历史脉络来理解中医学相关理论袁拓展思

维袁这也有助于提升学习的有效性和趣味性袁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避免学生进行单调机械性的背诵记忆遥
2 历史观在中医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史观注重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状况袁个人

历史观则侧重于医家的个人生平经历袁这两个方面

对于中医学领域的影响比较直观遥因此袁本文将着重

分析二者在中医学相关课程教学中的运用遥
2.1 社会史观在中医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史观是指从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社会状况

以及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其当时的历史发展 [5]袁
即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遥 社会史观所涵盖的范围

极为广泛袁涉及了社会变迁尧社会制度尧社会日常生

活尧社会习俗以及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袁并且在中医

学中的应用是最为普遍的袁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反映

了人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袁强调了社会

状况对人体的综合影响袁体现了中医学对于人与社

会关系的深刻认识遥因此袁社会环境对于中医学基础

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在中医学教学

中袁 社会史观能够帮助学生理解中医学理论的社会

背景及其发展脉络遥
在祥和昌盛的社会环境下袁君臣百姓生活多呈

现饮食无节尧闲逸过度尧情志失调等特征袁如此生活

方式极易出现脾胃虚衰尧肾精亏虚等病机袁因而促使

该时期对于固护脾肾的治疗渐趋完善遥 以宋朝建立

之初为例袁赵匡胤酒后释兵权袁誓以晚唐时期藩镇割

据和宦官专权乱象为戒袁意用和平禅让的手段替代

武力争夺袁采取重文抑武的方针遥这一政策的实施加

速了当时的经济尧文化尧科学的繁荣发展袁百姓生活

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袁继而大众娱乐活动渐渐蓬勃

发展袁妓馆酒肆遍布大街小巷[6]遥 因此袁宋代的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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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曳中多从脾肾论治多种病

症 [7]袁其中温热方所占比例远高于寒凉方 [8]袁虽在后

世引起颇多争议袁但就成书背景而言袁其所用方药与

所列病症相符遥 再如袁明成祖尧明仁宗尧明宣宗在位

期间袁通过一系列整顿措施尧利民政策袁基本革除了

洪永时期遗留之弊政袁缓解了社会矛盾袁恢复了社会

安定袁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袁呈现出一派治世之象[9]遥
而随着明代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袁百姓生活

逐渐富足袁享乐主义在整个社会流行开来[10]遥在如此社

会背景之下袁沿用金元之法而偏执于苦寒之药与当

下的诊疗需求背道而驰袁因此袁明代医家学者通过匡

正这一时弊袁推动了温补学派的逐渐发展[11]遥 薛己认

为袁内伤杂病虽症状不一袁但其根本病机在于脾胃亏

损袁主要表现为脾胃气虚或阳虚袁故在治疗上多突出

温补脾胃之法袁同时兼顾培补肾命[12]遥 孙一奎强调

温补下元的治法袁提出命门动气的观点袁在临床上

多用温补肾阳尧暖补肾气的方药袁亦将补脾气与温肾

阳并施[13]遥
同时袁社会环境的过渡尧转变可能会导致疾病病

因尧病机尧证候尧治法的偏重有所不同遥 战争引起的

动荡混乱通常会使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社会物质

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袁社会生产水平低下袁人民生活

质量大幅下降袁进而导致大规模移民尧百姓颠沛流

离尧食不果腹袁尸殍遍野袁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与

稳定袁进而影响人体正常生理功能袁容易导致疫病的

暴发与流行遥 叶宋史窑五行志曳记载院野南宋建炎元年袁
丁未年袁三月袁金人围汴京袁城中疫死者几半遥 冶与宋

朝初期的祥和景象不同袁彻底衰败的北宋在烽鼓不

息尧兵戈扰攘的社会背景冲击下袁时疫温病不断爆

发袁且疫病种类也随之变化尧增多袁亟须当时的医家

对原有的诊疗理论进行革新遥 为此袁大批医家通过

反复的临床实践与理论验证逐步发展并完善了温病

学理论体系遥 金元四大家所著医书中均有对于温病

学的阐释[14]袁如刘完素认为温病野因闻大汗秽毒冶之
气而起[15]袁并以火热立论袁大改前人辛温之法袁主张

用石膏尧滑石等寒凉药物解表透邪袁以医热病袁开创

了寒凉治法的先河曰张从正在治法上则主张以汗尧
吐尧下三法为主袁宗于刘完素寒凉之法袁大胆提出野攻
下冶之法曰朱丹溪则主张野阳常有余袁阴常不足冶理论袁
善用野滋阴降火冶之法而偏于寒凉之剂曰李东垣认为

瘟疫伤于脾胃袁巧治大头天行之病遥
以和平时期与战乱时期不同社会状况的对比为

例袁可以使学生知晓相似的社会背景下所流行的疾

病多有相似之处遥授课教师亦可借此点拨学生袁相同

疾患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辨证论治又有所不同遥 中

医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同

步性袁社会历史是中医学理论分析的重要因素袁授课

教师应以社会史观为切入点袁 就相关理论所处历史

时期的社会背景进行拓展讲解袁其中可包括政治尧经
济尧文化尧气候尧地域等多种方面遥由于社会史观以百

姓社会生活为其探究的核心袁具有易深入理解尧便于

思维串联的特点袁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与记忆遥并且通

过授课教师对社会历史背景的铺垫及其与中医学理

论知识的对应袁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医学相关理

论的基本框架袁使学生从社会角度纵向考察中医学

理论在当时的发展趋势袁便于其进一步地理解与思

考社会历史背景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

作用遥
2.2 个人历史观在中医学教学中的运用

个人历史观是指个体对历史的观点尧理解和阐

释袁不同个体之间的历史观会因其个人经历尧求学背

景和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而存在差异[16]袁故具有很

强的主观性遥 由于所处的家庭背景尧生活经历尧社会

阅历的不同袁即使在同一时代背景下袁各医家对于中

医学经典理论的见解与感悟也会有所差别袁因而其

学术思想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遥因此袁在中医学

理论课程教学当中袁授课教师需结合代表医家的生

平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对相关理论进行适当拓展遥
以明清时期伤寒三大派别为例袁叶伤寒杂病论曳

自散落流传以来袁历代医家争相研读探究[17]袁发展至

明清时期则流派涌起遥 伤寒学众多流派的形成与发

展得益于明清时期学术思想大繁荣的环境[18]袁各派

医家见仁见智尧各抒己见袁其中以错简重订派尧维护

旧论派以及辨证论治派三派对后世的学术研究发展

影响较大[19]遥 立场差异的个中缘由众多袁亦不可忽视

医家个人历史观对此局面产生的影响遥 错简重订派

以明代方有执尧清初喻嘉言等医家为代表袁其推崇者

大多受程朱理学疑古之风的陶染袁并受朱熹错简重

订叶大学曳的启发袁主张纠正晋朝王叔和所整理的叶伤
寒论曳传本文字表述粗疏简略尧篇章次序野颠倒错乱冶
的问题袁大胆革新袁对叶伤寒论曳进行重新编整修订袁
以求野心仲景之心袁志仲景之志冶遥维护旧论派则与错

简重订派两相对峙袁以张遂辰尧张志聪尧陈修园等为

首的一队医家袁多有举业经历袁深受儒学野尊经崇古冶
传统思想的影响袁重视领悟经典要义袁深入仲景堂

奥袁坚决反对无端易改叶伤寒论曳袁高举野尊王赞成冶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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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袁认为王叔和有功于较为完整地保留仲景之意并

使之流传于世袁成无己有功于援引经文以注析仲景

内涵而无歪曲本意袁并批驳方喻等人为野仲师之罪

人冶[20]遥 辨证论治派观点则介于两派之间袁亦可视为

儒家野中庸冶之道的践行者袁各医家大多性格沉稳尧严
谨袁致力钻研[21]袁无谓个中争议袁唯取其中精华袁认为

争论传本有无篡改尧是否乱序一事甚无谓也袁倡导以

临床诊疗为主旨研习仲景辨证法袁利用理尧法尧方尧药
新角度发展伤寒学说遥

对于相同理论体系下存在不同观点的内在原

因袁授课教师首先应明确历史分期袁在社会环境因素

相同的基础上袁以个人历史观为立足点展开探讨与

分析遥 就中医学而言袁医家的学术思想主要受家族尧
师承尧仕途尧变故等因素影响遥 由于个人历史观以医

家生平经历为基础袁相较于枯燥的理论授课而言袁更
突出其故事性尧趣味性的特点袁因此更有利于学生对

于课堂内容的专注与集中遥 通过授课教师对相同派

别代表人物生活经历共同点的总结袁以及对不同派

别之间导致立场差异的医家个人阅历的区别对比袁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剖析方法尧角度袁使学生了

解在相同历史时期背景下出现的理论分歧袁可以从

个体角度分析袁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袁明确理论体

系各派别之间的辩论重点袁并综合各派别观点辩证

地学习与审视该理论袁从而加深对相关理论的记忆

与理解遥
3 小结

唯有知史袁方可学医遥 中医学以中华传统文化

为背景支撑袁结合了社会历史尧文化尧政治尧经济尧地
理以及医家个人等各方面因素遥 因此袁应该充分利

用中医学独有的传承性特征袁将历史观贯穿到相关

课程的讲授过程当中袁由授课教师带领并引导学生

运用历史观的思维模式袁以历史进程为依据袁探究中

医学相关理论的发展与演变遥 通过历史观的教学方

式袁能够短暂脱离刻板的理论话术袁活跃课堂气氛遥
同时袁从历史的维度对中医学基础理论进行剖析尧讲
解袁可以培养学生树立科学尧全面的历史观袁抓住中

医学理论的历史源头袁理解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背景袁
梳理中医学知识的基本框架袁实现各学科知识的融

会贯通袁自主地将零散的知识点进行有效的整合袁形
成跨学科的思维方式遥 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袁 使其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拥有更加

深刻的历史视野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袁 从而达到更好

的教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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