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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5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对“中医药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一般认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
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我认为，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可概括为心、手、脸三个层面。

“心”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中医药的本体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
等方面。中医药学吸收了中国哲学的精气学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气学理论。“气”是
《黄帝内经》应用得最广泛、最普遍的概念，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和气，命之曰
人”，以阴阳二气为中介说明人与自然密切相关，而有“生气通天”之说，又以五行之气说明人体
内部五脏之间的资生制约关系等。中医药学“气一元论”本体观，可以关照到整体、分化、内在
矛盾和相互作用，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西医吸收了古希腊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子论和元素论本体

观，注重的是粒子、实体、组合、可分解性和外部作用，是结构性思维。

中、西医学的差异只是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制造者是隐藏在两大理论体系背后的虛

静、直觉、象数的思维方式。虚静是一种内向思维方法，与西方世界将主体和客体相对立的认

知方式不同，虛静跨越了认识事物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让心智进入“无思”“无念”的虚静状
态，调动潜意识储备的信息和能量进行认知思维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虚心静神的体证方法回到

先天本然，保养太和真朴之气。《黄帝内经》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
来”，是最根本的养生智慧，既是养生方法，也是养生原则。

中医药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调和致中，“中和”是《周易》中给人们提供的从时间、空间、条
件、关系等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庸》更明确地界定了“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将“中和”思想提升到天下之大本和达道的高度，认
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医用药疗疾的目的是“去其偏胜，得其中和”。儒家思想
的核心是“仁”，中医药文化的道德观念是仁心仁术，“医乃仁术”是中医学的基本命题。历代医
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和医德的基本原则，“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明代王绍
隆《医灯续焰》)。这就界定了医学的宗旨与本质，是“仁”和“术”两个方面，“仁”是“术”的前
提，“术”是“仁”的体现。

“手”层面的文化就是中医药文化的制度、行为、管理，我们现在做得比较多的是“手”层面
的建设，也就是行为规范管理制度的建设。行为规范属于中医药文化的制度文化层面，是中医

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医药从业人员行为上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在中医药实践中的行动指南

及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模式。

“脸”层面的文化就是中医药文化的环境形象，而“脸”的建设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我们
中医院应该展现给社会一个明显的标志性形象。环境形象属于中医药文化的物质文化层面，是

将内隐的核心价值外显为有形物质实体，形成代表中医药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环境形象。它的功

能就是让人们认准中医的门，找对中医的人，通过环境形象引起视觉注意，对中医药有一个初

步的印象和大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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