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宏名师谷雨：2008年MBA联考写作真题点评MBA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9/2021_2022__E5_8D_8E_

E5_AE_8F_E5_90_8D_E5_c70_529605.htm 61 下面是一段关于

中医的辩论。请分析甲乙双方的论辩在概念、论证方法、论

据及结论等方面的有效性。600字左右。 甲：有人以中医不能

被西方人普遍接受为理由，否定中医的科学性，我不赞同。

西方人不能普遍接受中医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 乙：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但科学标准是相同的。科学研

究的对象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因此，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的

发展不受民族或文化因素的影响。将中医的科学地位不为西

方科学界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是荒唐的。 甲

：“科学无国界”是广为流传的谬误，如果科学真的无国界

，为什么外国制药公司会诉讼中国企业侵犯其知识产权？ 乙

：从科学角度看，现代医学以生物学为基础，而生物学又建

立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但中医的发展不以这些

科学为基础，因此，它与科学不兼容，这样的东西只能是伪

科学。 甲：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治好了那么多人，怎么

可能是伪科学？人们为什么崇尚科学？是因为科学对人类有

用。既然中医对人类有用，凭什么说它不是科学？西医自然

有长于中医的地方，但中医同样有长于西医之处。中医体现

了对人体完整系统的把握，强调整体观念，系统思维，这是

西医所欠缺的。 乙：我去医院看西医，人家用现代科技手段

从头到脚给我检查一遍，怎么能说没有整体观念、系统思维

呢？中医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

古代和近代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提高到



七十岁左右，完全是拜现代医学之赐。 62 “原则”就是规矩

，就是准绳。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是：

“原则上⋯⋯但是⋯⋯”请以“原则”于“原则上”为议题

写一篇论说文，题目自拟，700字左右。 论证有效性分析参考

要点 1 甲认为“西方人不能普遍接受中医是因为他们不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其中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正如乙所论

述的，中医是否有科学性主要取决于科学的标准，不取决于

文化的标准。（虚假理由或假因果的谬误） 2 甲曲解了“科

学无国界”的概念。甲将“科学无国界”曲解为“科学研究

的成果不应当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科学研究的成

果是无国界的”。这是错误的。因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

财富，不能被无偿享用，它与“科学”不是一个概念。（混

淆概念或不相关的谬误在“科学无国界”与“国外制药公司

诉讼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之间，不能用“如果⋯⋯则”

） 3 乙在断定“中医是伪科学”之一结论时，理由是不充分

的。现代的中医虽然不以生物学等为基础，但生物学、化学

等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在中医中也有应用，因此不能说中医与

科学不兼容。另外，不兼容不意味着就是反科学的或是伪科

学的。判断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过于简单化。 4 甲认为“崇

尚科学是因为科学对人类有用。既然中医对人类有用，就应

当说中医是科学的。”这种推理是不正确的。科学对人类有

用，但是有用的未必是科学。该推论必须假设：凡是有用的

都是科学。 5 在甲的论述中，中医的长处，如“对人体完整

的系统把握，强调整体的观念，系统思维”，不能成为证明

中医是科学的或者不是伪科学的理由，因为人的观念和思维

方式不是判定科学的标准。 6 乙在对话中误解了“整体观念



”和“系统思维”这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整体”或“系

统”的概念被理解为各个部分或各个要素的有机组合，有严

格的结构性或连续性，并不是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简单相加。

7 乙在对话中将现代人寿命的延长完全归结为医学发展的功

劳，这一观点过于绝对化。其它因素如生产力的发展，生活

水平的提高，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等因素都不可忽视。 

议论文构思参考要点 1 标题：《原则与规划浅议》；《论原

则及其运用的灵活性》 分论点1：论证“原则的重要性或必

然性”。举例或经典言论，如“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等

。 分论点2：论证“运用原则要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举例论证。如：按一般原则，做人要诚实，但是对敌人或医

生面对得了不治之症的患者，就未必坚持这一原则。 分论

点3：论证“不能以灵活地运用原则为借口，不要原则，导致

不讲原则的自由主义。”比如以“强权压倒公理”、“亲情

或金钱大于法律”等社会现象为借口，肆意践踏原则，无视

规则或法律的存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