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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医诊治疾病的特点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指导下创立的一种分

析、认识、治疗疾病的法则。这一法则在《内经》中阐述了它的

张仲景基本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法之后，汉 氏在《伤

寒论》、《金匮要略》中首先明确地提出了以辩证唯物观点为指导

思想的、一整套与理、法、方、药相一致的原则和具体的实施步

骤。其后历代医家又通过个人的理论探索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

提出了很多的具体的辨证论治方法和实施步骤，不断地丰富着辨

证论治的方法和实施步骤的内容。解放以后，广大中医工作者通

过不断的研究，使辨证论治的理论认识和应用上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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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辨证论治法则的形成、确

立和对辨证论治依据的认识

任何科学理论的提出和新发现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的影

响：其一是当时的正确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思

维方式的影响；其二是当时的科学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被解决，

而某些问题尚待解决的影响。作为研究生命科学的中医学及其治

疗学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和新探索也当然离不开当时的哲学思想

和科学新发现的影响。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先秦至汉的较长时期中逐步形成和确

立的。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华民族的一些科学工作者创

造出了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辉煌的科学成就。例如：在先秦至

两汉时期，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天文学方面张衡创制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在数学方面出现

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名著；在农业、冶

金、炼钢、纺织、造纸等生产技术上有了提高。在社会科学上，

《易经》提出了阴阳交感以生万物、变化发展、物极必反、系统论

的观点；《尚书》、《左传》提出了五行生克、不同元素在运动中相

互结合并构成新的不同特性物质和差异促进发展的观点；《墨子》

提出了否认天命，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老子》提出了辩证法的

观点；《易传》提出了宇宙整体图景、阴阳对立统一和预测的观点；

《荀子》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庄子》提出了相对观和形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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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观点；《韩非子》提出了调查研究、实践是检验正确与否、矛盾

的普遍性、特殊性和矛盾相互转化的观点；《吕氏春秋》提出了系

统整体、系统控制、功能动态、天人相应的观点；《淮南子》提出

了形气统一、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观点等。先秦时期的医学家们

在为人类生存的实践斗争中，为了揭开生命内在联系的奥秘，在

这些观点的启发下，并借用了它们的合理的内核，逐步总结和发

展了医学的理论和临床实践，创立了一整套的完整体系。

第一节《黄帝内经》在辨证论治法则形成上的贡献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灵枢》两

部分，它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的集体著作。全书共计

篇，其中《素问》、《灵枢》各 篇，它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

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的预防。其在辨

证论治法则形成中的贡献有：

一、精、气、血、津液

提出人体是由精、气、血、津液等基本物质组成的，并认为

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产生新的物质。《内经》在《素问 金

真言论》中指出“：夫精者，生之本也。”同时，又在其它各篇中

指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 经脉篇》“）两

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之精。”（《灵枢 决气篇》）

气归精，精归化”（《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在谈到气时，《内

经》指出它不但是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也是组成人体的基本物

质，并认为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产生出新的物质。它说：“天

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 宝命全形论》）
、

“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 六节脏象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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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气血津液时，它说：“食气人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

人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

输精 “中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素问 经脉别论

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

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灵枢 营卫 “肝生会篇

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

（《素问 “血气五脏生 者成 ，论 人之神。（”《素问 八正神明

论》）

二、阴阳是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依据

提出了人体的病理、生理活动是由对立统一的阴阳两方面形

成的。《内经》在《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基本观点启示下，指

出阴阳是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根本问题。《素问 阴阳应象

大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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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必求于本。”并认为阴阳在概念上是

相对的、一分为二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的、恒定的。例如：在

说明表和里的关系时，指出表为阳，里为阴；在说明寒和热的关

系时，指出热为阳，寒为阴；在说明上和下的关系时，指出上为

阳，下为阴；在说明气和血的关系时，指出气为阳，血为阴；在

说明动和静的关系时，指出动为阳，静为阴；在说明光明和黑暗

的关系时，指出光明为阳，黑暗为阴；在说明脉象的浮大滑数和

沉微细涩的关系时，指出浮大滑数为阳，沉微细涩为阴；在说明

药物的升散和敛降关系时，指出升散为阳，敛降为阴。总之，在

相对的两个方面中，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

的、明亮的均属阳；而相对静止的、内向的、下降的、寒冷的、晦

暗的均属于阴。在这个相对的、比较的阴阳概念中，《内经》指出

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制约，又存在着互根互用，以及物极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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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方面转化的关系。所以《素问》把阴阳的协调与否称为圣度。

它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因而和之，是谓圣度⋯⋯阴平

阳秘，精神乃治。（”《素问 生气通天论 “四时之变，寒暑之

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

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由于《内经》

把阴阳作为说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工具，所以当说到人

体的组织结构时，称“外为阳，里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

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

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六腑者皆为阳。”

当说到人体（《素问 金匮真言论 生理功能的转化关系时，称

“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

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当说到病

理变化时，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虚则外寒，阴虚

则内热”“、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 阴阳应 当象大论

说到诊断时，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 阴

阳应象大论》）当说到治疗的原则时，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期。（”《素问 至真要大论》）当说到药物的性质时，称

“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

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

泄为阴。（”《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三、人体生理病理的运动变化

提出了人体的生理、病理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变化的形式

主要有升降出入四种。《内经》在“神莫大于道”（ 荀子 劝

学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易 系辞 等观点的启发下，

提出了物质的世界是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静止的东西，存在的只

是运动变化着的物质。它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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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

也。（”《素问 六 。并指出运动变化的形式主要有升微旨大论

六微旨大论》说：“是以升降降出入四种，《素问 出入，无器不

有”，“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器者生化之宇，

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所以《素问

六节脏象论》称“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李东垣释云：“胆者，

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

四、人体存在着生克制化的关系

提出了不同的运动着的物质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的生克制化关系。《内经》指出不但在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物

质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生克关系，而且在人体的生理、病

天元纪大理，以及遣方用药上都存在着这种关系。《素问 论》说：

“夫五运阴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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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学说认为，天地之间的任何事物都是由

木、火、土、金、水等不同性质的物质组成的，其中木是指具有

屈曲、伸展、升发、敷布、发生、振动等特性的运动着的物质；火

是指具有炎上、运动急速、燔灼、躁动、化热等特性的运动着的

物质；土是指具有生化、承载、受纳、化湿、安静等特性的运动

着的物质；金是指具有清肃、坚敛、收杀、化燥等特性运动着的

物质；水是指具有滋润下行、闭藏、化寒、化成、流溢等特性运

动着的物质。在这些五种特性运动着的物质之间，一方面存在着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相互促进、助长、滋

生样的所谓相生作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木克土、土克水、水克

火、火克金、金克木的抑制和制约样的所谓相克关系，由于这种

生克关系是在运动中发生发展的，所以称为五行生克。又由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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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常常使高者得抑，下者得举，化者得应，变

者得复，生长化收藏获得和谐，所以《内经》称之谓亢则害，承

乃制，制则生化。《素问 六微旨大论》说：“显明之右，君火之

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

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

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

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

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

列盛衰。”当其中的一行发生过亢或不及时，则要发生以强凌弱的

所谓相乘或因弱受侮的所谓反侮现象。《素问 五运行大论》说：

“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

侮反受邪，寡于畏也。”《素问 六微旨大论》说：“害则败乱，生

化大病。”所以在辨证论治时必须注意这种关系，或者采用相生，

或者采用相克的治疗方法。

五、人体是由多种整体系统组成的

提出了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体都是由很多整体的系统组成

的。《内经》指出人体是由很多的完整的系统构成的，在这些系统

中主要的有脏腑系统、经络系统、气血津液系统等。在脏腑系统

中，既有由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生肝、肝生心和心克肺、

肺克肝、肝克脾、脾克肾、肾克心组成的五脏生克系统，又有心

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肝与胆相表里、脾与胃相表里、

肾与膀胱相表里的脏腑系统。还有心主血脉，藏神，在志为喜，在

液为汗，其华在面，在窍为舌；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

调水道，朝百脉，主治节，在志为忧，在液为涕，在体合皮，其

华在毛，开窍于鼻；脾主运化水液，升清，统血，在志为思，在

液为涎，在体合肌肉，主四肢，开窍在口，其华在唇；肝主疏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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