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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将中医、西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对中医学理论的

存在本原形式进行了回顾、探索和研究。指出中医学是因人体四

诊脉-症而产生的关于人体存在的认识。人体四诊脉-症形式既

是活人体细胞状态及其形态变化规律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认识

人体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途径。持人体四诊脉-症

形式而行，可实现对人体活体细胞立体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

认识、诊断与治疗，形成了本质为关于人体活体细胞的立体状态

形态、变化规律的立体医学体系。中医学在本质上认识并实现了

对人体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变化规律的精确诊治和呵护，从而识

人、识病，治人、治病。

对中医学学术本质的这个认识，解读了中医学“是什么”和

“为什么”的难题，确立了中医学的科学位置，开启了中医学与人

体活体细胞形态医学研究的新领域。



1

前　言

产生、存留于中华民族的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人体健康、

种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进入到基因、

分子生物学阶段的今天，中医学依然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发挥着巨

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历史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对中医理论虽然曾经有过诸

多方面大规模的探索、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些探索、研究在总

体上不是从中医学的原点出发，然后又回到了中医学的原点上；

就是把主观的想法想当然地当成了中医学的原点，使中医学被歪

曲或被异化到别的方向上，与中医学的原点渐行渐远，使中医学

失去了它的人体四诊脉-症视角下的实体的本源性，致使在所有

的已进行的探究中，始终未能解读到中医学所存有的立体本原

性，也无法回答中医学“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基本问题。

笔者是一个被中医学合理的理论、确切和神奇的疗效所吸

引，从而致力于探究中医学本原的践行者。通过对中医、西医知

识体系的梳理，再结合临床上的对比、探索和验证，笔者发现中

医理论是一种基于人体四诊脉-症视角下的对人体的认识产物，

而不是主观臆造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的“以人体四诊脉-

症、人体四诊脉-症的证为目标和中心的诊治（即诊断、治疗）

模式”，在引领人们关注人体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

形成了本质为关于人体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理

论及其诊治方法，终极实现了对人体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

规律的诊治而实现诊病、治病。中医理论关联和承载了人体活体

细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表达形式，终极实现了对活人体细

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诊断和治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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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体活体的细胞状态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等所支撑的人体四

诊脉-症形态形式信息的客观存在，引发、支撑着中医理论的产

生、形成和存在。中医学是持人体四诊脉-症而揣、而生的人体

活体细胞医学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对疾病康复有了新的提法：治愈疾病最根本的

途径是修复细胞，改善细胞代谢，激活细胞功能。这或许是因为

对“关注人以识人、识病，治人以治病”这样的中医学理论有了新

的认识和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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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体细胞导论

本章概要

●细胞的发现

●细胞状态形态与细胞新陈代谢

●内稳态与细胞状态形态

●细胞状态形态与代谢、健康、疾病和治病

●生物医学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医学的缺失

●中医学与人体活体细胞形态医学

1. 细胞的发现

1665年，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研

制出能够放大140倍的光学显微镜，并用它观察软木薄片，第一

次发现了细胞，从此生物学的研究进入了细胞这一微观领域。此

后，人们陆续发现和认识了细菌、病毒、分子，开创了细胞、分

子生物学的纪元。19世纪30年代，随着光学显微镜制造技术的大

幅改进，人们对细胞内部结构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M. J. Schleiden）发表了《植物

发生论》，指出细胞是构成植物的基本单位。1839年，德国动物学

家施旺（M. J. Schwann）发表了《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一致

性的显微研究》，指出动植物都是细胞的集合物。施旺和施莱登

两人共同提出：一切植物、动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一切

动植物的基本单位，这就是著名的“细胞学说”（Cell Theory）。

细胞学说的提出使细胞及其功能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宣告

了著名的“细胞学说”基本原则的建立，是最初的一般生物学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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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之一，对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把细胞学

说、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称为19世纪自然科

学的“三大发现”。这三大发现，大大推进了人类对整个自然界的

认识，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进步。

现代生物学已经明示，除病毒外，一切生物均由细胞构成，细

胞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元。人体由细胞组成，细胞是人体中最小

的生命单元，是新陈代谢的场所［2］等理论逐渐被认识和确立。

2. 细胞状态形态与细胞新陈代谢

细胞新陈代谢是基本的生命活动，也是细胞生命存在和延续

的标志。基本正常的细胞状态形态是细胞进行正常新陈代谢的基

础。没有正常的细胞状态形态，就没有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没

有了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也就没有了生命。

细胞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依赖着正常的细胞结构与正常的

细胞结构功能形态。换言之，正常的细胞结构与正常的细胞结构

功能形态是细胞进行正常生命活动新陈代谢、延续整体生命的前

提和基本条件。没有了正常的细胞结构与正常的细胞结构功能形

态，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就难以正常进行。所以，细胞

结构状态、细胞结构功能状态形态的正常，对于细胞新陈代谢的

正常进行，细胞生命的表达和延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单细胞体、多细胞体的细胞状态形态的存在，是必然的事

实。细胞单元形态关联着细胞代谢，是生命的重要形式。关注、

认识细胞体的细胞状态形态，探究细胞体的细胞状态形态与细胞

新陈代谢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解读、认识生命本质，是不可逾越

的一步，也是不可缺少的。

细胞状态形态与细胞新陈代谢关系密切，细胞状态形态能

直接反映出细胞新陈代谢的状态。若细胞状态形态正常，则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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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陈代谢正常；若细胞状态形态异常，则细胞新陈代谢异常。同

样，细胞新陈代谢的正常与否，也能直接反映出细胞状态形态是

否正常。细胞状态形态与细胞新陈代谢两者之间存在着同一、互

等的密切关系。因此，细胞状态形态与细胞新陈代谢两者之间存

在着互代性。

3. 内稳态与细胞状态形态

人体存在着内稳态系统。它在保持机体内环境正常，以维持

体内细胞状态形态的正常，确保细胞新陈代谢在正常的细胞形态

结构框架中有序进行，延续生命的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维持细胞形态、结构、功能的正常，必须依赖于正常的细胞

外环境。单体细胞在正常的细胞外环境中，保持着正常的结构和

结构功能状态形态，以进行新陈代谢活动，延续细胞的生命；多

细胞生命体的细胞在正常的机体内环境（即多细胞体的细胞外环

境）中，保持着正常细胞结构和细胞结构功能状态形态，以进行

正常的细胞新陈代谢活动，延续细胞和整体的生命。

没有正常的细胞外环境，就难以维持、保障细胞结构和细胞

结构功能状态形态框架的正常。没有正常的细胞结构和细胞结构

功能状态形态框架，就难以保证细胞新陈代谢活动的正常进行。

所以，细胞外环境是否正常对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框架的正常与否

至关重要。

单细胞体的细胞外环境可依赖自然形成，也可通过人工保

持；多细胞体内的细胞外环境，即机体内环境的保持和维护，则

有赖于体内内稳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内稳态系统在不断地监视和调控着机体内环境，使之保持动

态平衡稳定，进而使体内细胞结构、细胞结构功能状态形态框架

保持正常，使细胞在正常的细胞状态形态框架中有序地进行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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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

单细胞体、多细胞体细胞生命活动主旨的一部分便是努力维

持细胞外环境的正常，维持正常的细胞状态形态框架，确保新陈

代谢正常有序地进行，使生命不断延续。所以，细胞结构形态、

细胞结构功能形态正常，即细胞结构、细胞结构功能状态形态框

架正常，既是新陈代谢正常的标志，也是健康的标志。

机体内稳态的目标是保持机体内环境的正常，使基本正常

的细胞结构及其功能形态保持稳定，使细胞状态形态框架保持正

常，确保新陈代谢等生命活动正常进行。所以，内稳态对机体内

环境来说至关重要，机体内环境对细胞结构形态、细胞结构功能

形态来说至关重要，细胞结构形态、功能形态对细胞新陈代谢来

说至关重要，而细胞新陈代谢又关联着生命、健康与疾病。

4. 细胞状态形态与代谢、健康、疾病和治病

机体细胞结构形态和细胞结构功能形态正常，即细胞状态形

态框架正常，则细胞新陈代谢正常，机体的生命活动有序进行，

此时机体为健康状态。

各种原因所造成的细胞外环境异常或直接对细胞进行侵犯，

都将造成细胞结构和细胞结构功能状态即细胞状态形态框架的

异常，就会导致细胞新陈代谢难以正常进行，则正常的生命活

动受到了干扰。这正是疾病发生的开始。德国病理学家菲尔绍

（Rudolf Virchow，1821～1902）在1858年发表了著作《细胞病理

学》，他在这一著作中所说的“疾病的位置在细胞”［3，4］的伟大名

言，其原理就在于此，即生命源于细胞；而代谢、健康和疾病同

样在关联着细胞；生命、代谢、健康、疾病的本质形式在于人体

细胞，在于人体细胞状态的形态形式。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维护、保持或恢复细胞结构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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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状态形态（即细胞状态形态）框架的正常，使细胞的新

陈代谢保持或恢复到正常状态，即为治病。“治愈疾病最根本的

途径是修复细胞，改善细胞代谢，激活细胞功能。”［5］这就是细

胞微观层面上的健康与疾病、治病的本质，也是生命、健康、疾

病与细胞结构、细胞结构功能形态之间相互关联的本质体现。

5. 生物医学活体细胞状态形态医学的缺失

菲尔绍在《细胞病理学》中指出，疾病的位置在细胞。毫无疑

问，这一认识为细胞病理学、细胞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菲尔

绍这一认识的推动下，菲尔绍与同时期的其他几位学者在死体、

离体的细胞材料上开展了针对细胞结构与功能，细胞结构、细胞

结构功能与疾病间关系的探究，建立起了死体、离体的细胞病理

学。然而，在此后的150多年里，生物医学界（包括菲尔绍本人）

却未能发现在活体状态时细胞结构状态、细胞结构功能状态形态

对于代谢、生命、健康和疾病中的本原性的重大作用形式，更未

能认识到多细胞体活体状态时的体内细胞状态形态状况的外释信

息，从而未能实现对体内细胞状态形态框架状况的实时认识、诊

断与治疗。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体内细胞对于生命、健康与疾病有着本

原性的重大作用，现代医学也已经发现细胞液与电解质平衡的规

律，并将其运用到了诊断和治疗中，利用渗透压原理调节细胞的

水与电解质平衡以及细胞内液、外液的分布等，但这些认识都具

有明显的局限性。实际上，人们尚未能认识和建立起活体、实时

的细胞状态形态框架状况的立体医学体系。细胞病理学也仅仅停

留在非活体或离体、显微镜下的结构与功能的诊断上，并未能实

现活体状态下实时的人体内细胞状态形态的病理学诊断，更没有

实现对人体活体状态下实时的体内细胞状态形态框架状况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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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这正是人类生物医学史上，对活人体细胞状态形态认识

的缺失，也是人们总感觉到现代医学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的原因所

在。

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然而关于人体内细胞状态形态的细

胞生理、病理状况的信息如何释放、表达，其变化规律又如何，

又如何进行诊治等，于现阶段，却鲜有研究和报道。这肯定是对

人体这一存在认知的缺失。细胞状态形态，细胞状态形态与新陈

代谢，细胞状态形态与健康、疾病，细胞状态形态的诊断与治疗

等，都是不能灭失和逾越的客观存在现实；细胞生命活动历程也

不断地释放和表达它的本体信息。对此，关键在于能否被关注和

把握到。就现代生物医学而言，却尚未找到了解和认识人体体内

细胞状态形态的途径、窗口和认识方法；更未能实现实时对人体

内细胞状态形态的诊断、治疗。尽管现有的生物医学理论没有涉

及和认识到，但不等于它就不存在。无视和回避都只能造成对这

种客观存在的认识缺失。

实践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如果没有关于人体活体细胞状

态形态医学的加入，那么现代生物医学总是存在缺失的，是不

完整的。在现有的生物医学条件下，不断出现“循证医学”“系统

医学”“后现代医学”的呼唤，这就是明证。不过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现代医学所存在的缺失、缺陷不是在“循证医学”“系统医

学”“后现代医学”等之上，而是在关于活人体内细胞状态形态的

实时诊断与治疗的细胞形态医学上。

认识缺失的基本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未能对人体四诊

的脉态、症状和体征进行体内与体外的相互关联等因果逻辑关系

的相互推理，因而未能认识到人体体外四诊的脉态、症状和体征

与体内实体形态和变化之间的相因应、相关联的关系。而实际是

体外四诊的人体脉态、症状与体征的信息总是不断地因应、昭示

和呼唤着体内实体的相因应、相关联的实态，表达着人体内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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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形态的特征。“中医治疗疾病的核心是辨证论治，其理论依

据源于《灵枢·外揣》提出的‘司外揣内，司内揣外’和《丹溪心

法》提出的‘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因此，可以说人体体表的

每一个部位，都是内在脏腑的一个延伸。”［6］没有体内变化就没

有与这一变化相关联、相因应的人体四诊脉-症信息的体外形态

形式的表达。第二，未能认识到机体内环境对人体内细胞状态形

态的同一性、统领性的生命规律。菲尔绍将人体比喻为“由彼此

平等的细胞组成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将细胞比喻为“这个国家

内的公民”，这里的“平等”隐喻人体细胞这样的“公民”拥有共同

的机体内环境，不同的体内细胞“沐浴”在基本相同的机体内环

境里。这里的机体内环境就是人体内所有细胞“公民”的“平等”

的平台。这就是不同体内细胞共同体的同一性的体现。机体内环

境既是不同体内细胞同一性、统一性的体现，也是统领不同体内

细胞的杠杆——机体内环境在影响着体内不同细胞发生着相同倾

向、相同性质的变化。相当部分对体内细胞的调治是通过实施对

机体内环境的影响来实现的。然而，解剖学的直觉视野却把人们

的视觉局限和定格在纵向分离的机械层面上，即从细胞、组织、

器官、系统到人体整体。以此来观察、认识人体，将无法在人体

血液循环、机体内环境层面的平台上观察、认识人体，无法认识

到人体不同细胞在人体血液、血液循环、机体内环境的层面上具

有同一性、统一性、联系性和整体性。实际上，人体并不仅仅是

解剖学意义上的整体——一个从细胞到组织，又从组织到器官、

系统、人体这样纵向分离的整体，而且应该是以人体血液循环、

机体内环境层面作为联系纽带的，在细胞“公民”层面平等地联系

着的整体。第三，发现了微观病因后，人们忽略了对人体自身的

反应信息的关注。在发现了微观病因后，通过抑制或消除微观病

因就能起到治病的作用，因而容易由此而忽视或放弃对人体体内

变化的外释信息的关注，从而未能关注并认识人体内的反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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