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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黄志杰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 40 年。在工作中勤求
古训，潜心研读中医经典名著，通晓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丰富，
擅长治疗肿瘤、血证、心脑血管疾病、肝胆疾病、血管性头痛、
小儿腹泻等疑难杂证。对肿瘤防治有较深的造诣，用中药治
愈过胃癌等恶性肿瘤。关注中医教育，大力提倡启发式、讨论
式、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主张把新知识、新成果编入教
材，不断更新备课笔记，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积极
参与中医科研工作，荣获两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热心医学科普工作，为搞好肿瘤防治科普工作，在武汉地区举
办过《防癌科普知识展览》。勤于耕耘，撰写医学论文 30 余
篇，主编、参编著作 32 部，内容涉及古籍整理、基础理论、中药
方剂、临床证治、养生保健等。

为活跃中医学术气氛，促进中医事业发展，在黄志杰老师
从医 40 年之际，我们将其撰写的论文及主编、参编著作的部
分内容进行分类整理，编辑为《黄志杰医学文选》( 以下简称
《文选》) 。《文选》共分四篇，第一篇中医基础理论发微，主要
介绍中医学与哲学、中医学与逻辑学。第二篇临床证治用药
感悟，主要介绍肿瘤、脑出血、眼底出血、上消化道出血、原发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病的防治;临床科研成果;临床治则及
用药规律。第三篇经典名著研读心得，主要介绍《黄帝内
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的学习心得。第四篇主编、
参编著作简介，主要介绍主编、参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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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努力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并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经过实验研究和临床实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当代中医工作者的任务。《文选》贯
串发掘、探索、创新的中医药研究思路，是作者多年从事中医
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总结。

推陈出新，饶有别致。《文选》中的有些观点为首次提出
并予以论证，如《用现代科学认识中医元气》一文中首次提到
“元素—元气”学说，这种观点将为最终揭示中医元气实质开
创新的思路。在《中医与多学科》中较全面论述了中医学与
哲学、中医学与逻辑学的关系。《本草纲目类编》将原《本草
纲目》内容按新体例编写也是一种创举。

该书内容丰富，文理倶惬，科学实用，可供中医爱好者、中
医工作者参考。

编 者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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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医基础理论发微

古代的元气学说、阴阳学说及五行学说对中医学基础理
论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在中医学的应用，也
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该篇主要介绍中医学与哲学
和中医学与逻辑学。中医学与哲学主要阐述元气学说、阴阳
学说、五行学说等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及
其在中医学的运用; 中医哲学思想的现代研究及展望。中医
学与逻辑学主要阐述古代逻辑学在中医学的运用、中医逻辑
方法的现代研究及展望。

一、中医学与哲学

思格斯指出: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
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
髦哲学的支配，还是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
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哲学是概括自然、社会和思维中最一般的共同规律的科
学。哲学产生于自然科学，同时又是自然科学的指南。人类
有了意识活动，开始支配自然时便产生了哲学萌芽。最初哲
学与自然科学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
的进步，哲学也得到了发展，并不断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成
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自然科学不
断相互渗透，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将丰富和发展哲学理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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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同各门具体科学相分离的过程，同时又是更深一层次相结
合的过程; 哲学范畴是舍弃事物或具体概念的个性、特殊性的
过程，同时又是更高一层次的回到具体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犬
牙交错，相成相济，而构成一个整体系统。如先秦元气、阴阳、
五行范畴是舍弃了具体而升华为哲学范畴，秦汉时期又被运
用到具体学科如医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领域。在具体
运用中又得以丰富和发展，这样往复循环，不断上升。在科学
不发达的古代，这些自然哲学思想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主要
思想方法，也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

在古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善于从直觉出发，在
总体上观察自然界和认识事物。因此，他们“十分自然地把自
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
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
一。”并“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
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争鸣十分活跃，哲学不同学派应运而
生，并不断向医学渗透，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其中对医学影响较大，应用较多的有元气学说、阴阳学
说和五行学说。这些学说后来被中国古代医学家们用以说明
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导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理论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一)古代自然哲学在中医学的运用

1. 元气学说及其在中医学的运用
元气和元气学说
何谓元气，《说文解字》曰: “元，始也”( 见《尔雅·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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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医基础理论发微

诂》) 。《九家易》曰:“元者，气之始也”。可见，元气即原始的
最初的气。元气是怎么产生的呢? 古人已认识到“宇宙生
气”( 《淮南子·天文训》) ，即宇宙大爆炸出现的“混沌”状态
为气。并认为这种气不停运动变化，气中“清阳者，薄靡而为
天; 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淮南子·天文训》) 。“本乎天者
为天气，本乎地者为地气”( 《素问·至真要大论》) 。元气是
物质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皆由元气所化生。如王充《论衡·
言毒》中说:“万物之生，全禀元气”。《春秋·繁露》也指出:
“元者，万物之本”。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气”也是构成
人体的基本物质。如《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
《管子·枢言》也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也”。

毛泽东指出:人类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
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之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
必取一定的形式。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物质
和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凡物质皆运动，没有无运动
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气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一般肉
眼是不能见到的，只有通过它的运动形式表现，才能显现出
“气”的存在。物质和运动是统一的，如《庄子·至乐篇》说:
“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气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形式是升降出入。气的升降
出入形式称“气机”，气的运动变化为“气化”。气的运动停
止，气化也随之停止。气的运动是气化的前提，没有气的运
动，就没有气化，因此也没有世界上的一切变化。正如《素问
·六微旨大论》所说: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
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己; 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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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元气学说，就是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出元气的物
质性、运动性及功能性等特性，并用以解释物质世界万物运动
变化规律的学说，是古代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之一。可以说，
元气学说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代表。元气学说
古代又称为精气学说、气一元论。

元气学说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医学家用以阐
明人体生理、病理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用于指导诊断和治疗
疾病。有人说气学思想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石、核心，这话不无
道理。《内经》是中医学理论形成的标志，医学与哲学在其发
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故从《内经》中“气”的理论，可
以反映气一元论在医学中运用的概貌。王明辉对《内经》162
篇内容进行详细的统计，其中单纯提“气”者近 8000 处，以气
组成的气名，多至近 2000 处，以气名分类凡 270 处。这说明
“气”在《内经》理论中占重要地位( 见书后《元气的产生及其
演化示意图》) 。

元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 1) 元气和天人相应: 中医学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元气是构成人体的基础物质。《管子·心术下》曰:“气者，身
之充也”。“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素
问·宝命全形论》) 。

古代哲学认为气将天地人联为一体。人生活在天地( 自
然环境) 之间，“与天地相参”( 《灵枢·岁露》) 。自然环境的
变化必定影响人体健康。自然界的天气( 即空气) 、地气( 人
类生活的物质和环境) 及风、寒、暑、湿、燥、火( 热) 气候之气
( 正常称“六气”)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长发育、维持生命活
动的必要外部条件。天气、地气、六气正常，则人体健康;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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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地气、六气异常，则会成为致病因素，使人发病。故《素问
·宝命全形论》指出: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
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素问·六节脏象论》) 。

( 2) 元气与生理功能: 古人已认识到人是宇宙中最为可
贵的物种，人体之气区别于其他物种之气。如《荀子·王制》
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 生命) ，草木有生而无知( 知觉) ，禽
兽有知而无义( 伦理道德) ，人有生有知亦有义，故为天下之
贵也”。《淮南子》指出:“烦气为虫，精气( 气之精者) 为人。”

人体元气是由元精( 父母之精) 所化生，出于脑。人的生
命是由父( 精子) 母 ( 卵子) 结合而成，胚胎形成之后首先生
脑，“脑为真气之所聚”( 《类经》) 。真气即元气，所以先天之
精构筑的脑就是“原气之所系”( 《难经》) 。《灵枢·天年》:
“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循”。“人始生，先成精，精
成而脑髓生”( 《灵枢·经脉》) 。《素问·刺法论》明确指出
“气生于脑”。

元气由后天水谷精气和清气( 氧气) 不断补充而形成正
气。正气有物质之气和功能之气。人体正气的盛衰影响人体
健康和生命寿夭。如《医权初稿》所说: “人之生死，全赖此
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

人体的物质之气，指血、精、津、液等物质，是人体新陈代
谢产物和所需能量，具有滋养濡润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等功能，
是人体生长发育、维持生命活动和精神思维情志活动的物质
基础。如《素问·六节脏象论》说: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
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人有
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

人体功能之气有宗气、卫气、营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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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推动、激发、温煦、固摄、防御、蒸腾等功能。如积于胸
中的宗气有司呼吸，贯心脉，助血运等作用; 行于脉外的卫气
有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御外邪等作用; 布于脏腑
的脏腑之气，有维持五脏六腑的生理活动( 心主血脉，脾主运
化，肺主宣降，肝主疏泄，肾主骨生髓藏精，胃主和降，小肠主
泌别清浊，大肠主传导，三焦主决渎，膀胱主气化排小便) 的作
用;达于经络的经气有沟通内外，运行气血等作用。

人体之气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形式称“气机”，运动中的
变化称“气化”( 具体见《中医气名考辨》) 。人体之气还周而
复始地运行周身，以发挥其作用。《灵枢·脉度》篇说:“气之
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
如其纪，终而复始”。

气是可以转化的，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味归
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
形”。说明气的运动转化，是由脏腑气化功能决定的。脏腑气
化功能正常，五味水谷不断转化为人体所需的物质之气，以充
实形体和满足生命活动的需要。而脏腑之气充盛，则脏腑气
化功能正常。此即“形可化气，气可生形”的形气转化观。

( 3) 元气与病理变化: 《内经》提出“百病生于气”的病因
学说。认为，气使人发病有内外气之别。外气即风、寒、暑、
湿、燥、火六气，六气太过，超过人体适应能力，则成为致病之
“六淫”，六淫侵犯人体则发病。内气使人发病有四种表现:
其一是物质不足，气化失常。如脾气虚则表现为运化和统血
功能衰弱，心气虚表现为心主血功能衰弱，肾气虚表现为藏
精、生髓、生殖及司二便功能衰弱等; 其二为气机失常。《内
经》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张景岳也说: “气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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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如情志异常，使人体之气发
生的病变是“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
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寒热不适及劳役过度，也可
出现气的病变。如“寒则气收”，“炅则气泄”，“劳则气耗”等;
其三为气滞，即气行不畅，进而可异致血瘀; 其四为气逆，即气
不下行而上逆，或气不顺达而横逆。如肺气不降而上逆出现
咳喘，胃气不降而上逆出现呃逆、恶心、呕吐，肝失条达而横逆
出现胁痛，若横逆犯胃则出现呃逆、吐血等证。

( 4) 元气与诊断: 气在“四诊”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体
正气的盛衰及运行异常均会导致疾病发生，并在不同部位有
所反映，所以通过望、闻、问、切能察明人体之气的盛衰和运行
状况。如观察面部色泽可以了解人体内脏盛衰，气血的虚实，
邪气的深浅。“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 《素问·脉要精微
论》) 。通过听呼吸之声，可以判断气之虚实。问诊中，如“上
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
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乃痿厥心悗”
( 《灵枢·口问》) 。脉诊切气口，是因为手太阴肺经是脉之大
会，肺朝百脉。因此，气口主要反映人体气血阴阳，脏腑经络
虚实。在辨证中，以气命证名者较多，气虚证如肺气虚、脾气
虚、中气下陷等; 气逆证如胃气上逆、肺气上逆、肝气横逆等，
气滞证如气滞胃腑、气滞大肠等。

( 5) 元气与治疗:按中医“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的治疗
原则，中药有寒热温凉四气。在治疗中。“必审五脏之病形，
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 《灵枢·本神》) 。“形不足者，
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
气虚者宜补气，如补脾益气、补益肺气等; 气逆者宜降气，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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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降逆、降气平喘等; 气陷者宜升提，如益气升陷等; 气滞者宜
行气，如通腑顺气等( 见书后《元气的产生及其演化示意图》) 。

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01，3( 2) : 5 ～ 6．

中医“气”名考辨
笔者在参阅大量古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

识，对中医“气”名考辨如下。
( 1) 哲学意义之气: 哲学意义之气有三层意思: 其一，认

为“气”是物质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都是“气”构成的。战国
后期管子等稷下道家学派称“精气”，东汉哲学家王充称“元
气”。如《易传·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论衡·谈
天》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春秋繁露·重政》:“元气者
为万物之本”。《庄子·知北游》:“通天下一气耳”等，都是这
种思想的体现。其二，认为“气”具阴阳两种属性，阴气指有
形之物质，阳气指无形之功能。“气”即表物质又表功能。
《论衡·自然》说:“天地合气，万物之生。”认为自然界有天气
与地气之分，宇宙万物皆二气所化生。此处的的天气即阳气，
具有阳的属性，地气即阴气，具有阴气的特质。阴阳二气对立
统一。《正蒙·参两》明确指出:“一物二体，气也。”现代研究
表明，物质和能量在量子水平成为“混沌”状态的一元之
“气”。同时，它具有阴( 粒子) 、阳( 波) 两种特性。几乎所有
已知的“基本粒子。都有正负两种类型，这就是最细微、最流
动、其小无内、化生万物，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的“气”，这些为
中医学理论“气”的物质、功能二重本质提供了科学依据。其
三，认为“气”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其形式有升降、出入、循环、
转化等。这种运动形式是“气”之功能的体现。如《素问·六
微旨大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哲学产生于自然科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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