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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擘画  高水平构建  高质量发展
让中医药为老龄文明与健康服务绽放新时代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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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全球老年人口数据库统计表明：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量在2020年就已经达到了

72 348.4万，首次突破7亿。其中，女性人口数量

为39 854.8万，男性为32 493.6万，女性比男性多

7 361.2万。2021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

也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预计到

2025年，老龄人口将突破3亿。其中，60岁以前累

计罹患至少一种重大疾病的概率，男性约为16%，

女性约为14% ；80岁以前累计罹患至少一种重大

疾病的概率男性达到58%，女性达到45%。如此

罹患重大疾病的庞大的老龄群体，必将直接影响

全球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加强老龄

文明和康养服务，将推动老龄文明建设，且将维护

老龄健康的关口前移是完全必须的，更是至关重

要的。

如何才能够人为地、主动地追求和达到老而不

衰、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的境界呢？这就是全球老

龄文明建设和老龄康养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

中医药抗衰延年的理论和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因

此，我谨从中医药学的角度，从练好“三功”、走出

“三门”、诚心于“四共”、夯实于“四求”方面，就中医

药为老龄文明与健康服务建议如下：

1 练好“三功”，就是练好“文功”“医功”“药功”

“文功”是植根。中医药学汲取、融汇、整合了

儒释道的阴阳、三才、象数、变异等中国古代哲学

思想，融通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星象学、地理学、

物候学、文字学、算学、兵学等的理念与方法。所

以，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本质体现中医

药特色优势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其核

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效法自然，燮理中和，济世活

人”。要使中医药在老龄文明建设和老龄康养服务

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传授、传承、传播中医药

文化。只有让中医药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

中，才能形成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的风尚。所

以，有必要组织开展“老龄文明建设和中医药文化

知识国际巡展”。

“医功”是核心。中医药服务老龄康养的关键在

于能否提高治疗与康复老龄人群疾病的中医临床疗

效。强化和提升中医临床思维，是培养真中医、好中

医的关键，要让每一个中医师都能学会和掌握用“整

体观”认知健康与疾病，用“中和观”护佑健康与调

治疾病，用“未病观”预防疾病维护健康，用“制宜

观”处置个体健康与疾病。这就需要下大功夫培养

德业双修的中医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和基层人才。

要练好“医功”，关键在培养真正具有大医精诚优良

传统和能运用中医思维于临床的真中医、好中医。

所以，在具备条件时，需要组建“中医药高级人才国

际研修中心”，培养靠得住、用得上、信得过的高层级

中医国际人才。

2023年 10月13—15日，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研究会（老龄文明智库）、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在无锡宜兴窑湖小镇共同举办

了首届老龄文明国际会议。本文为国医大师孙光荣在“生命质量与老龄康养”平行论坛上主题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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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功”是支撑。中医临床防治疾病的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药的质量。土壤的选择和改良、

种子的选择和培育、采集的时令和方法、储存运输的

保质方式、传统炮制工艺的传承和优化等，决定了中

药质量的优劣。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共识：确保道地

药材和优质中药制剂的足量供应，是确保中医药疗

效的重要支撑条件。所以，在具备条件时，需要组建

“优质中药国际生产基地”和“优质中药制剂国际研

发基地”。

2 走出“三门”，就是走出“院门”“医门”“国门”

在练好“三功”的基础上，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和

谋划走出“三门”。走出“院门”，是为了下沉优势资

源。中国中医药的医、教、研、产机构有必要进一步

向农村、街道、社区、国医堂、诊所等医疗保健服务的

基层下沉。对于老龄康养而言，一是可以提高中医

药基层服务质量，二是可以深入了解中医药基层服

务客观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三是可以助力全面建立

和完善中医药老龄康养服务网络。

走出“医门”，是为了拓展合作交流。因为中医

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宗古开今，就必须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没有传承的创新，其结果只能是“歪瓜裂

枣”；没有创新的传承，其结果只能是“老树枯藤”。

所以中医药发展，离不开相关的医药、生物、经营、金

融、信息、宣传等现代科学技术。有必要遴选中医各

学科名家跨省市、跨学界对接、交流，采用定点访问、

专题讲座、项目合作等方式，让中医药走出“医门”。

对于老龄康养而言，一是可以交流管理、医疗、保健、

制药、营运等相关的经验，二是可以汲取各省市、各

学界与中药管理、医疗、保健、制药、营运相关的经

验，三是可以扩大中医药的影响力、辐射力。所以，

有必要搭建“老龄文明国际会议”这样的汇集多学

科精英的学术平台。

走出“国门”，是为了围绕老龄文明建设和老龄

康养服务这个主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

以遴选中医药领军人才、骨干人才、成功项目、优势

项目，选择“一带一路”或五洲四海的国家与地区。

共建加强老龄文明建设和老龄康养服务的，包括中

医药文化、中药研发、中医临床的基地、中心、学校，

组织开展国际宣传、教学、讲座、带教、坐诊和中医药

展。对于老龄康养而言，一是可以让中国式老龄文

明建设和中医药进一步走向世界；二是可以有效产

出关于老龄文明建设和中医药老龄康养服务的国际

合作成果；三是可以使参与的专家扩大视野，增加在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康养经验。

3 诚心于“四共”，夯实于“四求”

要真正做到、做实练好“三功”、走出“三门”，就

需要诚心于“四共”、夯实于“四求”。“四共”，对于各

国及其各部门、各单位、各级的管理者而言，需要诚

心于老龄文明建设和老龄康养服务的共谋、共兴、共

济、共荣。“共谋”，就是共同因地、因时、因人谋划、

制定老龄康养服务的方案，包括主旨、机制、措施；

“共兴”，就是共同兴建老龄康养服务的机构和基地，

以及共同选拔、培养、使用老龄康养服务人才；“共

济”，就是共同取长补短，相互调剂老龄康养服务的

人才、措施、产品；“共荣”，就是共同促进和繁荣老龄

文明与康养事业。“四求”，对于老龄文明建设和老

龄康养服务的执业者而言，需要夯实于求真、求实、

求精、求新。“求真”，就是必须追求和考核服务老龄

康养的真正本领；“求实”，就是必须追求和考核服务

老龄康养的实际效果，包括理论、案例、数据、舆论；

“求精”，就是必须追求和考核服务老龄康养的精准

方药、方术；“求新”，就是必须追求和考核服务老龄

康养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新

产品。

以上，练好“三功”、走出“三门”和诚心于“四

共”、夯实于“四求”的初步思考和建议，谨供参考。

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出人类老龄文明建设和老龄

康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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