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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國固有的事物受到衝擊，人們傳統的思維方式也由此發生改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醫開始遭受一些人的質疑，而與之相反，西醫則獲得了一些人的推崇。

早在晚清時期，俞樾、吳汝綸等名家就曾對中醫做出了批判，甚至提出要將其廢止。進入

民國後，中醫的處境越發艱難。以余雲岫為首的「廢醫」派，一方面向政府呈請「廢醫」的提

案，一方面在報刊上發文抨擊中醫，使得中醫在民國時期險被廢止。可以說，中醫的近代史就

是一段與「廢醫」派抗爭的歷史，在一次次請願下，中醫擺脫了廢止的命運，但卻逃不脫打壓、

抵制的命運。儘管《中醫條例》的出臺，等於承認了中醫的合法地位，但中醫依然在壓抑的環

境下艱難生存。

在科學昌明的時代，科學成為衡量事物合理與否的標準。出於對科學的信仰，一些「廢醫」

論者認為中醫不合「科學」，因而必須被廢止。有的「廢醫」論者提出廢止中醫的觀點，則是因

為曾被中醫所誤，憤而廢醫。此外，在公共衛生、助產、法醫學等領域，中醫難以發揮作用，

而西醫不但能夠滲入其中，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於是，中醫喪失了存留的理由。以上主客觀

兩方面因素促成了「廢醫」思潮的產生，但歸根結底，「廢醫」思潮的出現離不開民國時代背景

與社會思潮的影響。隨著民國以來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醫事制度的落後才愈發呈現出來。

而正因為科學主義已成為社會思潮，「中醫不合科學」才能順理成章地成為「廢醫」的理由。

「廢醫」思潮引發了中西醫學間的論戰。為在論戰中獲得話語優勢權，論辯雙方都選擇了對

自身有利的話語、論據來攻擊對方，證明自己。以西醫為主體的「廢醫」派抓住中醫玄虛的

弱點，攻擊「中醫不合科學」，為此，中醫界展開了激烈的辯駁，但卻始終給人以牽強之感。而

中醫界則利用民族主義話語，指責「廢醫」派的行為是「亡國之舉」，使西醫界也處於了被

動的局面。此外，名人的言行、日本的醫學政策等也都被論辯雙方當作了論據。然而，經過話

語、論據包裝後的中西醫論爭已不再是純粹的學理討論。在這場論爭中，我們無從判斷中西醫

學哪個更具價值，而唯一能說明的只是話語、論據本身強大的影響力。通過對雙方言論的考察，

筆者作出了以下三點判斷：1. 中西醫學所選擇的論據未必客觀。2. 「廢醫」思潮所引發的中西醫

論爭並未分出勝負。3. 對中西醫學的判斷不能僅從一方的角度出發。

在「廢醫」派的所有「廢醫」理由中，「中醫不合科學」是最為有力的一條。在科學話語

下，那些玄虛的不科學的醫理使中醫在與對手論辯時缺乏了底氣。既然「中醫不合科學」是中

醫最大的弱點，那麼彌補這一弱點，想必就能改善中醫的境況，於是，「中醫科學化」運動應運

而生。儘管中醫科學化自提出之日起便爭議不斷，但中醫能夠保存至今，與這一運動不無關係。

中醫科學化運動不僅使中醫的一些成果得到了人們的認可與接受，同時也使中醫的傳統流傳至

今。鑒古識今，從「廢醫」思潮這段歷史中，我們也能獲得一些啟示，對待以中醫為代表的中

國傳統文化時，更需要一種調和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