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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首届名中医、衡水市中医学会会长马艳东乃衡水市

中医学界领军人物、后学景仰之导师。近年来，马老师集数十

载行医之体会，撰《医论刍言》一书。余捧读三番，颇有感悟，

乃为此序。

《医论刍言》由二十一篇医论组成，各篇自成一体，且又

内有关联、外相呼应。文中既有望闻问切之体会、脏腑辨证之

感悟，又有组方论治之精华、医易体用之探究，更有良医立德

之劝勉、精诚为民之教诲。全书以文言体撰写，篇虽短小，却

字字珠玑，亦见作者传统文化功底之深厚。

书中开篇即《劝医》《医象》，两文可谓开篇明旨，意义深

远。作者历数“今之医者，多天地不参、七情不闻，苔脉不察，

唯依报告，便处方药”，更有甚者，“见死不救，自虑吉凶，索

取钱物”“奇装异服，言语乖张”，种种庸医怪象，实乃作者针

砭时弊、义愤郁于胸中、感愤而发之言，意为教诲医者，为医

当不矜名、不计利，以修身、立德为先。 

《闻咳治咳》篇，将一咳证细审详辨，分为干咳、痰咳、

痒咳、喘咳、鸣咳、痛咳、药咳等二十种，一一辨之，足见作

者诊疾之求细、治病之求精。仅此，我辈若效，即可为上医也。

《假脉》篇，当今由于患者常应用大量西药，遂使原本脉

象之疾、迟、洪、弱、结、缓等象发生大变，无法诊知真脉，

确当以假脉视之。“医者当细查，不尔方治永乖、危殆立至。”

古人总结脉象“二十有八”“今见假脉，可为二十有九”，此说

可谓对中医脉学之一大贡献，晓之天下，功德无量。

《神》篇，详论“神萎之由，多责在七情”。当今社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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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激烈，易使人心烦气躁，心理压力剧增，“因情志致病者多，

医者不可轻视之”。读至此，反思我历年临床所见，的确如是。

作者提醒医家临诊须注重观察了解患者情志状态，“若案前不

注其神，恐方药亦无神焉”。

《运化》篇，论述了“病之由生亦因运化，邪之排出必靠

运化”之论治要点。观罢此文，则知人体运化无处不在，健康

必得正常运化才能实现，治病“非运化不能见其功”。

《炎》篇，阐述中医治“炎”与西医之不同。“中医绝非见

炎清热、见火泻火，乃视表里寒热虚实之异而别之，正谓‘求

其本也’。”临床所见炎症亦有寒邪羁滞所致者，“抗生素多阴

寒，用之反使寒邪冰伏，病缠不愈”，一语道出中医治“炎”

之道，抗生素治“炎”之偏。同时也点醒世人，抗生素虽救人

无数，但滥用抗生素贻害万年，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之科学

性、超前性应引起广泛重视。

《走与守》篇，论及“大凡遣方，纯走纯守者少，走守并

用、动静相辅者多”。言简意赅，道出临床用药相反相成之理，

也指明中医辨证论治之精髓所在。

《得一》篇，“一者，气也。气也者，道也”“万物得一以生”。

实乃明示众生，道法自然。法乎自然则康健，反乎自然则病恙。

“气之在人，和则为顺，反则为病。故医之道，得一而已。”反

复叮咛，养生或疗疾，均以顺应自然为要。其谆谆之心，跃然

纸上。

《体与用》篇中，可见作者致力传授治学、治医之法， 提

示医者“要明天之体、知地之用，探其未知之体，究其未用之

用，永无尽矣”。既明示生之有涯、学之无尽，又阐明探究医

道之唯物、客观方法，在于领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犹阴

与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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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合》篇，赫然大书：“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读至此，不啻醍醐灌顶。又有“咎莫大于欲得。多疑善虑、嫉

贤妒能，多致忧郁。致气血滞涩、百脉不和”。世人若领会此意，

必身心舒泰，有疾亦可自愈大半矣。“为医者，务常怀己合之

心，持己合之术，医失合之人，如此方为上工。”医者若会此意，

则世间必多良医，实乃万民之幸哉！

《又念仲师》篇，作者满怀悲悯，痛陈肺腑，悲叹当今之

世“污染之疾、因食之病，医源所害，增恙万千”。又引圣人

之言，苦劝众生不可“忘躯徇物”“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

其外而悴其内”。作者至诚之心，可谓感天动地，寄望世人闻

之警醒，感念天地仁慈，迷途知返，早自珍重。若如此，乃万

世之福也。 

各篇正文之下，又附学生心得，作为疏注。撰文者均为作

者亲传弟子。各篇论述详细，且有延展引申，足见其跟师之用

心、得老师之真传。览之，亦深羡诸学子幸遇良师。

回思我辈，虽冥顽不才，然于作者神思，犹可心领神会，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唯力效高行，为医道绵延、众生福祉各

尽绵薄，亦足慰平生矣！

                               侯   静

                   二 O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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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至变者，病也 ；天下之至精者，医

也 ；天下之至理者，易也。医易一意。为医者，

不可不求其至理。而至理出于论。理明则精，

治用不乖，理不明则昧，药证有偏。余著医论

刍言，非治病之册，乃论理之文也。

是书原为课徒教学之言，应学生所求，加

以整理，缀为一册，凡二十一篇。唯余学疏识

庸，乃一己之见，谬误之处，祈同道赐教，以

求其是。每篇后附学生疏注，或可释文之诠。

本书承蒙多位书画大家为之挥毫泼墨，更

添文化色彩，特此致谢。

                 甲午年良月得一堂   马艳东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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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      医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人乃其一灵耳，与之共

生生，是谓天地人和。然天地万物顷间不可相离，刻

间无不相争，此阴阳之象，自然之道也。医亦因由而

见，曰中医。故中医之生命在于合和。合则融，和则

顺。若不通天文，不明地理，不晓人事，安知气之生

成，阴阳互用，脏腑之能事乎。观今之医者，多天地

不参，七情不闻，苔脉不察，唯依报告，便处方药，

焉能效如桴鼓，决病者于死生乎。劝医者，不可弃医

之本源。不尔，则妄矣。

靳梦旭  书

劝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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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稳中医的根，留住中医的魂

现在不少人在议论和感叹如今的中医似乎有些变味儿，疗

效也有些不尽如人意了，所以我自己也经常思考 ,问题出在哪

里呢？近读马艳东老师《劝医》，才有如梦方醒之感，问题就

出在如今不少中医临床诊治疾病已经与“医之本源”渐行渐远

了。

那么，什么才是医之本源呢？马老师《劝医》提示我们具

备真正的中医思维才是“医之本源”。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医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代表。

中华文化的根基不离“易、道、儒”，中医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亦是如此。欲在中医方面有所作为，没有传统文化积淀是不行

的。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认为苍生大医亦必是大儒，

而后世中医大家无不走过为达“儒医”境界而对传统文化刻意

研精、终生求索之路。马老师《劝医》通篇古文，其文简、其

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字里行间无不透射出马老师深厚的传

统文化底蕴和中医文化理论根基。

中医并不纯粹是知识之学，中医又是文化、智慧之学，所

以它又被称作“医道”。没有传统文化积淀，是生发不出真正

中医思维来的。《周易》《道德经》《论语》《大学》……这些传

统文化的精粹、脊梁，我们接触过多少？所以马老师慨叹：“若

不通天文、不明地理、不晓人事，安知气之成化、阴阳互用、

脏腑之能事乎？”《内经》亦言“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

则灾害至矣。”观今之中医，多天地干支不懂，乾坤地理不知，

传统文化知识也知之甚少，以此继承和发扬中医，犹如无源之

劝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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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无根之木，又怎能具有中医正思维、进得中医之正堂？马

老师在《劝医》中启示我辈当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为打好中医

的根基铺垫道路。

《劝医》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人乃其一灵耳，与

之共生生，是谓天地人合。”天地之气化生万物，人类只是其

中普通的一员而已。人类与万物共同组成一个整体，彼此交融、

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息息相通、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方使

天地间形成灵秀苍翠、万物繁荣的景象。人体与天地万物是

一一对应的，如天有四时，地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阴晴雨

雪，人有喜怒悲忧；地有山川湖海，人有骨肉血脉；天地有日

月东升西落，人有气血左升右降……然而由于人类拥有智慧和

双手，不同于其他生灵，故《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

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可见，在万物生灵之中人是最

宝贵的。这就是中医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如果不能体察和洞悉

人与天地万物生灵之间的这种关系，怎能形成中医思维呢？如

上面所提及的天文也好、地理也好、人事也罢，都是天人合一

整体观的具体体现而已。

《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什么才是自然之道呢？老子自己做了回答，阴阳之道就

是自然之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

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又云：“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

阴藏。”“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

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阴

阳之间互根互用、对立统一、消长转化，就是中医的阴阳学说。

《劝医》：“然天地万物顷间不可相离，刻间无不相争，此阴阳

之象，自然之道也。”与《内经》中“天气下为雨，地气上为云，



五

云出天气，雨出地气”“阳在外，阴之使也；阴在内，阳之守

也”皆是阴阳学说的形象描述。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哲

学思想基础，所以中医的养生、疗疾无不“法于阴阳，和于术

数”“治病必求与本，本于阴阳也”“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

阴阳”。如果能够体悟自然阴阳之道，自然会理解马老师《劝医》

中说“医亦因由而见，曰中医”之涵义。万物与天地阴阳之道

相合，才能顺其自然，得以照煦覆育，生机盎然、繁荣昌盛；

天地阴阳之气调和，则四季分明，风调雨顺，万物生长才能顺

利、正常。我想或许这就是马老师“中医之生命在于合和，合

则融，和则顺”的用意吧。

“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所涉，正是典型的天道与人事，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

大论》）作为宇宙本原、万物法则的“道”在中医理论体系构

建时，自然就成为所效的规律与准则。若未明此“道”，仅有

医学知识的叠加，就难说已得中医之真。《劝医》谓：“观今之

医者，多天地不参、七情不闻、苔脉不察，唯依报告，便处方

药。”如此又如何践行气之道、天人之道、阴阳之道与五行之

道呢？“焉能效如桴鼓，决病者于死生乎？”中医究根到底是

文化医学，是智慧医学。都说中医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或代表，但如果中医本身的文化含金量及其内蕴在不断减少，

它还能代表什么？“唯依报告，便处方药”实源于本土文化上

的断根及对外来文化不加选择的过度膜拜上。这就是马老师常

常告诫我们的“不要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在这一

点上，我非常推崇近代中医学家张锡纯“衷中参西”的思想，

作为中医应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切莫本末倒置，搞成“衷

西参中”，到头来作了他人文化思想的俘虏，辛苦了自己，却

为他人做了一身不合体的嫁衣。

劝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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