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

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

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

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来源 | 《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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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

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

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

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

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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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

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还说：“草

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

由于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渡过了艰难岁

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

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

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

说，吃四副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

们不同意毛泽东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副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

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

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

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

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

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

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

整理，就会绝版。"

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

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

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

新医学。"

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

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

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接见中医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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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

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

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对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

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

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

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

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

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

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

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

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

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

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

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

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

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

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

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

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

学。



“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

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

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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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

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

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

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

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

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

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

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

高。

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

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

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

究。

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

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

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

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

特别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

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

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

到乡村，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

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

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

中重要原因之，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干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

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干万（而且多半在城市

里）。

因此，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

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

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

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毛泽东还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

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

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

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



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十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

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

《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

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言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

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

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

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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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是不是冤家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

们亲切长谈。

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

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

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

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

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

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

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

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



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

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

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

疗，效果不好。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

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

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

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

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

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

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

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

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

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

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

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



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

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

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

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

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

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

东实施针拨术。

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

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

《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

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

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

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

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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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

学遗产之一。

但是，自西医传人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

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

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

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

《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

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

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

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



《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

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

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

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

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



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

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

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

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

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

一一"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一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

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

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

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钭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钭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

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

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詹姆斯在北

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

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

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干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

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

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

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

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

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



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

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

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

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

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一一中国有一

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和做

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

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

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

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人美国，并在世界上

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

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