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中醫學需回歸道學之源
自古以來就有 「醫道相通」 的說法。萬經

之王《道德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
在構築燦爛華夏文明的同時，也向世人傳達
了老子的養生哲學，影響了中醫、中國人與
中國社會。

尋根溯源，道學文化是中醫學理論的基
石，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在理論
建構、生命觀念、疾病診、流派傳承、本草
方藥、養生理法等多個方面都受到道學文化
的影響。

「天人合一」催生整體觀
道學思想在中醫學經典形成的時代佔據主導地位，中醫學在理

論構建過程中吸取了許多道學的概念與相關命題。作為中醫養生
文化開山之作的《黃帝內經》便是典型案例，其 「恬淡虛無」等
理念皆與道學一脈相承。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提出的 「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
體。

基於這種和諧思想，中醫提出 「天人相應」整體養生觀念。其
中，《黃帝內經》提出，人是大自然的產物，應該與自然、與萬
物同生同存，和平共處。

所以，人要遵循自然界變化的內在規律，進行飲食起居、工作
運動，並隨着四時氣候、地理環境以及社會環境的改變而進行調
整。順其自然可以少生疾病、延緩衰老；反之違背自然，必將受
到自然的制約，引發疾病，損害機體。

「陰陽學說」孕育養生法
《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提出要專注於修養
內在的精神魂魄，以至於達到陰陽調和平衡，從而達到真正意義
上的修身養性，頤養情志，疾病自愈。

「一陰一陽謂之道。」道家思想不僅把宇宙、社會、人類看作
一個整體，而且是被陰陽規律支配的一個系統，這深刻影響着
《黃帝內經》。《黃帝內經》提出自然界有陰陽，人本身也有陰
陽。人之所以生病，是體內陰陽失衡所造成的。

中醫治病是 「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因人、因時、因地、因
病不同而分別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診治、調攝，目的是使陰陽適
中、適度，處於不偏不倚的平衡狀態。

中醫養生也是如此。根據每個人的不同情況，加上環境、遺
傳、年齡、性別、體質等差異，給予 「審因施養」 「辯體施養」
和 「辯證施食」。

道家養生文化的核心是通過陰陽調節一個人的形神，以練氣、
保精、存神，從而保持生命機體健康運轉。正如《黃帝內經·素
問·上古天真論》所言： 「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故形與神兼
俱，而盡終其天年。」

「以人為本」引出「治未病」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主張 「以人為本」，並提出 「貴生重養」

「防患於未然」等觀念，對中醫醫學觀念產生深遠影響。
道家提出以和、以嗇、保精、愛氣、守神等養生主張，提出既

要重視肉體生命，也要重視精神生命。這種追求精神生活的養身
之道直接影響了中醫養生。

而《黃帝內徑》提出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觀點，即是對
「以人為本」的詮釋，同時彰顯中醫對生命的關懷。這種防患於

未然的養生理念早已深入民心，集中體現於中國的傳統民俗。
比如，春節前家家戶戶掃房子，開窗通氣；端午節插艾葉；重

陽節登高以及飲醋酒茶等，足以說明人們在飲食、衞生防疫、鍛
煉等諸多方面的重視程度。病後對補養、鍛煉、勞動量的限制、

飲食禁忌等，強調既病防變、愈後慎保養，防復發，也是中醫康
復養生的見證。

《道德經·第十二章》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
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這指出道家養生文化提倡遵從
「適度有節」，才能防患未然。《黃帝內徑》也曾概括 「生病歸

因於過用。」勞用過度會使形體受損，患上疾病。
道家養生的最高境界在於 「養心」。老子認為要學會 「見素抱

樸、少私寡慾」。道家這種 「恬淡虛無、清靜無為」的思想可以
達到修身養性，保存生命的作用，是最有價值的 「防患未然」，
也是人生境界的一種終極追求。

因此，中醫提出 「心為君主之官」 「心主神明」，說明心主宰
全身，心理健康有利於人體各生理機能的健康。在一切養生之道
中，心理健康是最為重要的。

「貪婪是人生大敵，心理平衡是長壽秘訣」告誡我們要重視思
想修養與精神調和，使自己的精神面貌處於樂觀、安靜、平和之
中，才能減少疾病，延年益壽，那才是養生修道的真諦，實現生
命的超越與升華。

老子思想與道學文化成為孕育和滋養中醫學的主
要力量。道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系統深入的養
生理論和豐富全面的養生方法，並與中醫在養
生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交融互滲，形成了醫道
相通、醫道不分的關係格局。

所以，今日中醫學的教育與傳承也理應主
動回歸到老子思想與道學文化這一源頭去汲
取文化滋養，只有做到 「今之初學醫術
者，莫不兼習道學」，我們才能將中醫
學這一寶貴遺產繼承好、發展好。

奇輪文化集團·老子研究院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5新聞專題
2023年1月4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 張碧珊 林鏗泓 美編 曹俊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 「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並作出 「積極的財政政策
要加力提效」 「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 「在有效支持高質量發
展中保障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 等多項部署。

2023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怎樣圍繞市場主體精準施策？如何切實保障和
改善民生？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日前接受了記者採訪。

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
效」。這一部署如何理解？將從哪些方面加大力度、挖掘
效能？

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財政政策取向、安排提出明確
要求。會議提出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體現了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兼顧了需要與可能、當前與長遠、
發展與安全。

當前中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外部環境動盪不安。應
對這些風險挑戰，要求我們加大財政宏觀調控力度，優化
政策工具組合，在有效支持高質量發展中，保障財政可持
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

加力，就是要適度加大財政政策擴張力度。一是在財政

支出強度上加力。統籌財政收入、財政赤字、貼息等政策
工具，適度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二是在專項債投資拉動上
加力。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適當擴大投向領
域和用作資本金範圍，持續形成投資拉動力。三是在推動
財力下沉上加力。持續增加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向困難
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傾斜，兜牢兜實基層 「三保」底線。

提效，就是要提升政策效能。一方面，完善稅費優惠
政策，增強精準性和針對性，着力助企紓困。另一
方面，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好發揮財政資金 「四
兩撥千斤」的作用，有效帶動擴大全社會投資，
促進消費。同時，加強與貨幣、產業、科技、社
會政策的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推動
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 「注重圍繞市場
主體需求施策」 「大力提振市場信心」，2023年
財政政策有何具體安排？

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 「從改善社會心
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
作」。我國經濟正處在 「爬坡過坎」的關鍵時
期。面對困難，穩定預期、提振信心尤為關鍵。

近年來，我們實施了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有
效改善了市場主體預期。特別是2022年實施大規
模增值稅留抵退稅，全年新增減稅降費和退稅緩
稅緩費超過4萬億元，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2023 年，財政部門將圍繞市場主體需求精準施
策，助力企業減負增能。一是助企紓困。根據實際
情況，對現行減稅降費、退稅緩稅措施，該延續的
延續，該優化的優化，並持續整治違規涉企收費。
二是激發活力。在財政補助、稅費優惠、政府採購
等方面，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優
化企業發展環境。三是支持就業。統籌運用財政政
策工具，多渠道支持穩崗擴崗，幫助高校畢業生、
農民工、脫貧人口等重點群體就業創業。

問：2022 年專項債落地使用情況如何？2023
年，在推動解決 「錢等項目」問題、提升資金使
用效益方面有何考慮？

答：專項債是帶動擴大有效投資、穩定宏觀經
濟的重要手段。2018年以來，累計安排新增地方
政府專項債券 14.6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2022年截至11月末，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專項
債券4萬億元，支持近3萬個重點項目建設。

2023年，將適量擴大專項債券資金投向領域和用作
資本金範圍，持續形成實物工作量和投資拉動力，推
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 「錢等項目」問題，我們
高度重視，將進一步壓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
加強督促指導。一是將嚴格落實 「資金跟着
項目走」的原則，寧缺毋濫，堅決不 「撒
胡椒麵」；二是指導地方做好專項債券
項目儲備和前期工作，進一步提高
項目儲備質量，優先支持成熟度
高的項目和在建項目；三是加
強項目實施進度跟蹤，對專
項債券資金下達項目單
位後一年仍未實際支
出的，調整用於其
他 項 目 或 者 收
回，盡快形成
實 物 工 作
量。

問：財政部門將如何
支持保障兜牢民生底

線？
答：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

本目的。財政部門必須始終堅持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每一分
錢都用到國計民生的關鍵處。
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民生投入

逐年增加。2012年至2021年，國家
財政性教育經費累計投入約33萬億
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衛生健康支出
13.6 萬億元、住房保障支出 6 萬億
元，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群眾。
2023年，財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但

我們不會在民生支出上退步，將保持適當
支出強度，持續增進民生福祉，努力讓人
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支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繼續增加

對地方教育轉移支付規模。研究完善義務教育
經費保障機制。二是提高醫療衞生服務能力。加

大力度支持健全公共衛生體系，保障好疫情防控所
需資金。三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入實施企業職

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積極推進多層次、多支柱
養老保險體系建設，保障好因疫因災遇困群眾、老弱病

殘等特殊群體的基本生活。四是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加快實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積極推進

國家公園建設。五是堅決兜住基層 「三保」 底線。加大對地方
轉移支付，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向縣鄉基層傾斜。

問：下一步，財政
部將如何加強地方融
資平台管理，確保風

險可控？
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

出， 「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 「有效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財政部門堅持以
「時時放心不下」 的責任意識，加強政府

債務管理，開 「前門」 、堵 「後門」 ，牢
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債務餘額佔GDP的比

重，低於國際通行的60%警戒線，也低於主要
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

控。
規範管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是防範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重要內容。財政部對此
高度重視，持續規範融資管理，嚴禁新設融
資平台公司；規範融資信息披露，嚴禁與地
方政府信用掛鉤；妥善處理融資平台公司債
務和資產，剝離其政府融資職能，防止地方
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 「平台化」 。
下一步，我們將進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預

期，分類推進融資平台公司市場化轉型，推
動形成政府和企業界限清晰、責任明確、風
險可控的良性機制，促進財政可持續發展。

（據新華社）

加大財政宏觀調控力度

解決「錢等項目」提升專項債效能

每一分錢都用到每一分錢都用到
國計民生關鍵處國計民生關鍵處

牢牢守住不發生
系統性風險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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