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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是我们的老祖宗在数千年的生活、

劳动实践中总结出的与病痛抗争的宝贵经验和理论知识，是珍贵的民

族文化宝藏。我常以自己从事中医工作而自豪，因为中医贯穿上下

五千年华夏文明，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发展，是古老而充满生命力的

学科。

有人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如

果考察史料，我们会发现从西汉开始就有了“中医”的概念。那个时

候没有“中国”，怎么会有“中医”呢？中医自古有“持中守一而医

百病”的说法，意思是身体一直保持中和之气才会不生病，这是中医

的“中”的真正含意。

中医在古时并不叫“中医”，这是当西方现代医学走进中国之

后，为了区分才出现的称呼。古时我们对医术有很多称谓，其中蕴含

了丰富的含义。比如“岐黄”，是源自记载岐伯与黄帝探讨医术的

1. 上下五千年，老祖宗一直在钻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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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青囊”，是源自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杏林”，

是源自同处三国时期的吴国名医董奉；“悬壶”，是来自民间传说。

这些称谓不仅是对“医”的称谓，而且包含着历代中医的求索、医者

济世救人的情操和美德。

中医在原始社会便有了萌芽，从古文中，我们可以一窥中医发

展的历史。我们现在写的“医”字是简化字。在甲骨文中，医写作

“毉”。上面是一个“殹”字，下面是一个“巫”字。后来慢慢发

展，医又写作“醫”，上面还是“殹”，下面变成了“酉”。醫在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治病工也。殹，恶姿也；醫之性然。得酒

而使，从酉。王育说。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醫

酒。古者巫彭初作醫”。从“巫”（巫术）到“酉”（药酒），正说

明了古人治病从“听天命”到“尽人事”的进步，中医就是这样慢慢

发展、完善、壮大起来的。

中医的发展是无数代医者研究、积累的结果，我们今天都是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从对生命的懵懂无知，到发展

出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再到发展出中药、针

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中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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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疾病、治疗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完整、深入。在历史的长河

中，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中医代表，比如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

珍……他们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详，他们的故事和著作现在依旧流传。

近百年来，随着西方现代医学的广泛传播，中医遇到了巨大的挑

战，同时也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医学无国界，中医、西医各有所长，

应该取长补短，而不应该泾渭分明，甚至对立。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

宝，在漫长的历史中发挥着卓绝的作用，无论是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诊疗方法，还是丰富的史料文献，都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经过

了数千年的时光，中医长盛不衰，以后还将继续发展下去，为中国人

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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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医相比，中医学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概念，比如“脏腑”就是

其中之一。西医解剖学对人体脏器的认识是很直白的，看起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而中医将人体内的脏器分为“脏”和“腑”两类，将有关

脏腑的理论称为“藏象”学说。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相关的

《六节藏象论》。这里的“藏”通“脏”，就是指藏于内的内脏。

脏腑包括哪些呢？最主要的就是五脏六腑。五脏是指心、肝、

脾、肺、肾，六腑是指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仔细看一

下，我们会发现，“脏”主要是内部组织充实的器官，中医认为它们

都有贮藏精气的作用；而“腑”是些中空有腔的器官，具有消化、吸

收、排泄的功能。（在五脏六腑之外，我们的身体中还有“奇恒之

腑”，包括脑、髓、骨、脉、女子胞等。）

在西医解剖学名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名词，但实际所指

却有很大不同。比如肾，在西医的认识中，这是一对位于腹腔、负责

2. 五脏六腑的病，都可以通过中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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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产生尿液的器官，是泌尿系统的一部分；而中医认为肾是“先

天之本”，主藏精，主发育、生长、生殖。可见，一样的名词，其概

念、功能却有天壤之别，绝不能混为一谈。本书中涉及的脏器名称均

指中医学上的概念，请不要和西医解剖学上的器官混淆。下面，我简

单介绍一下中医对五脏六腑功能的认识。

心主血脉，藏神志，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生命的主宰。

肝主疏泄，主藏血，可调畅气机，调节精神情志、水液代谢、性

与生殖，并促进消化吸收。

脾主运化（既运化水谷，又运化水湿），主统血。

肺主气，司呼吸，主行水，朝百脉，为相傅之官而主治节。

肾藏精，可贮存、封藏人身精气，主纳气，主水。

胃和脾同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受纳、腐熟水

谷，主通降。

大肠是“传导之官”，主要功能为传化糟粕。

小肠主受盛、化物（容纳、消化食物），泌别清浊。

三焦是上、中、下三焦的总称，主持诸气，总司人体的气化活

动，而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

膀胱可贮存和排泄尿液。

胆主决断，能贮存和排泄胆汁。

脏腑虽藏于体内，但它们的功能和病证都有征象表现在外，通

过观察外部征象可以知晓脏腑的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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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内核。脏与腑是统一的整体，有一阴一阳、一表一里的对应关

系。具体来说，心与小肠，肺与大肠，脾与胃，肝与胆，肾与膀胱、

心包与三焦相为表里。不仅如此，五脏作为身体的核心，还与人体其

他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

心，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开窍于舌；

肺，其华在毛，其充在皮，开窍于鼻；

脾，其华在唇，其充在肌，开窍于口；

肝，其华在爪，其充在筋，开窍于目；

肾，其华在发，其充在骨，开窍于耳和二阴。

由此可见，虽然五脏在我们的体内，不能直接看到，但是通过外

在的一些表现，就可以推测、判断五脏发生了什么问题。比如眼睛有

疾患，在内则是肝有了问题，所以在治疗上就不能忽视治肝，仅治眼

病就是治标不治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原因。因为有这样的表里对应关系，在针灸治疗中就有了表里配穴的

方法。

无数中医前辈总结、归纳出生命活动的规律，使得我们可以根据

这些规律内病外治。虽然五脏六腑深藏体内，我们依然可以用针灸、

按摩、中药、食疗等方法从外部着手治愈疾病。从这点来说，中医有

比西医更丰富的治疗方法，可以在无痛或痛苦很小的情况下治好病

人。疗效好、见效快、无痛苦、花费少，只有这样的医疗手段才能更

好地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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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是医学，更融合了哲学的思想在里

面。比如中医自古便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提出了“天人相应”的

整体观思想，这也是《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阴阳、表里的关系，五脏六腑还有“五行”的相互联系，

被称为“五运”。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各有各的特点。五

运则是指五行之气在天地间的运行变化。“金”清肃、收敛，“木”

生发、柔和、条达，“水”寒凉、滋润、下行，“火”温热、升腾，

“土”生化、受纳。

五脏各有秉性，与五行对应，于是有“肝属木、心属火、脾属

土、肺属金、肾属水”的说法。五行之间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

金、金克木），在临床辨证论治中有非常广泛和重要的应用。

3. 我们的健康受五运六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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