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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以“望、闻、问、切”四种诊病方法为主线，将相关内容分为 30讲，

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中医诊病方法原理及历代著名医学家的诊法成就，重点讲

述了如何进行整体、头面五官、口舌咽喉、躯干四肢、皮肤二阴的望诊察病；

怎样对排泄物和分泌物进行问诊及闻诊检查；怎样对临床常见的恶寒发热、

疼痛、出汗、睡眠障碍、饮食口味失常以及头面五官、躯干四肢、二阴二便

的异常和妇女、儿童常见病症进行问诊 ；还叙述了脉诊、按诊及其他诊病方法。

每一讲的内容设置科学合理，适宜于每日研修一讲。同时各讲的内容既相对

独立，又是中医诊病方法不可或缺的部分，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内

容通俗易懂，适合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医临床工作者以及中医爱好者学习研读。

内
容
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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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学中医”系列丛书，共编写了能体现中医中药知识架构的理、法、

方、药和临床应用范例的八本中医中药通俗读本，包括《一个月学中医基础》

《一个月学中医诊法》《一个月学中医辨证》《一个月学中药》《一个月学开中

药方》《一个月学针灸》《一个月学推拿》和《一个月学四季养生》。通过对这

套中医中药通俗读本的介绍，使中医中药的相关知识以通俗易懂的面目，展

现在热爱中医中药的广大民众面前。只有被民众认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生

存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也才会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中医中药是发

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医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繁

衍昌盛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毫不夸张地说，中医中药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

昌盛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如果没有中医中药的存在和发展，

就没有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之今天。近百年来，西学东渐，这既给中医中药

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由于东西方文化和东

西方民族认识事物的理念和方法的差异，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使西方文化

对中医中药的冲击和挑战大于机遇。如果认真而深刻地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

西学东渐，以及中医中药发展缓慢的历史，就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这就

是发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医中药，是以传统而古老的思维方法

和文字表述方式存在的，使得那些自幼受现代文化、现代理念、现代思维方

式影响的青年学子，或者喜爱中医中药的中青年人，无法用现代思维方式和

现代文化理念轻易地去解读中医中药知识，更不用说对中医中药知识的继承

和传扬了。如果不能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把发生于古代、又是用传统思

维语言表述的中医中药知识介绍给读者，那将永远使其包裹在神秘的面纱之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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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永远是“阳春白雪”，永远只能让少数人读懂，那么这样的中医中药知识

也只能远离民众，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会被人类抛弃。广大的

人民群众是中医中药的源头活水，只有让广大民众读懂、会用中医中药知识，

让民众相信他们身边处处有中医中药知识，中医中药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和无限的生命力。这便是我们撰著“一个月学中医”系列丛书的缘由和动因。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

任务，三者缺一不可。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是提升学科品质的必要

方法，是丰富学科的科学内涵、强化学科的生命力的核心，是学科的存在与

发展的基本工作和根本任务，也是解决学科的学术层面理论问题以及技术层

面应用问题的必须手段。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应的人才来实现，所以学科的人

才培养是学科发展链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链环，是学科存在、学科发展进程

中必要的技术力量储备。无论是学科的学术理论或技术应用，都需要相应的

高素质、高水准的人才予以实施。可见，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科的存在与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以上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唯独科学普及工作常

常不被人们所重视。任何一门科学知识，只要有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肯定，

只有深深地根植于广大民众的心目之中，才会有无穷的生命力，也才会在民

众的休养生息过程中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反之，不被广大民众认同和肯定

的科学知识，是缺乏生命力的，也很难得到推广和发展。中医中药科学知识

为什么会在我国经济相当发达的港、澳、台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蓬勃发展，蒸

蒸日上，而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北方却渐趋萎缩，其原因之一恐怕是中

医中药知识的科学普及工作不到位，中医中药知识未能深入民众之心的缘故。

可见，只重视中医中药的科学研究而不关注中医中药的科学普及，必然会带

来“曲高和寡”之虞。

数十年来，我们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团队，在注重中医基础

理论及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重视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经典著作教学工作的

同时，从未忽视中医中药知识的科学普及工作，这是缘于我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参加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在京举办的全国科学普及写作学习班所受教育

和熏陶有关。我们先后编著出版的《中医常用名词术语解释》（西安：陕西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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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白话黄帝内经通解》（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8 年）、《全注全译中医经典名著》系列丛书（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7 年）,

以及与人民军医出版社共同策划编著出版了第一版“一个月学中医”系列丛

书（2002 年出版）等，都是我们重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三者并

举的产物。近年来，我们编著出版的“一个月学中医”科普著作广受读者的

欢迎，根据广大读者对第一版的反馈，我们这个集医疗、教学、科研及科学

普及于一体的团队，在认真汲取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一改中医中药文献

引经据典而后入说的传统文风，尽可能地运用通俗易懂、简洁流畅的文笔，

剥去中医中药知识在广大民众眼里的神秘面纱，让更多的人关心中医中药、

热爱中医中药、需要了解中医中药的民众轻松愉快地阅读这些通俗读本。 

我们编撰的这套“一个月学中医”系列丛书涵盖中医中药的理、法、方、

药和针灸临床以及养生保健知识。这套丛书在畅言相关理论的同时，引入相

关的临床病例，使读者能结合鲜活的临床例证，饶有兴趣地阅读中医中药理

论，学习和掌握中医中药知识。

“理”是指中医中药的理论根基。《一个月学中医基础》主要介绍了中医

中药的基本知识。要使中医中药得以普及，让广大民众能够明白中医中药之

理。这是重要的基础性知识。

法，即法则，方法之谓也。“法”中虽然包括了中医诊病方法、分析病

证的思维方法、处方用药方法，以及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治

病之法，还有常见病证、针刺、艾灸、拔罐、推拿、按摩的方法等，都反映

在《一个月学中医诊法》《一个月学中医辨证》《一个月学针灸》《一个月学推拿》

《一个月学四季养生》之中，让世人明白中医是用什么方法治病，以及是怎样

治病的。

方，即方剂，是根据病情的需要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几种不同药物组

合在一起的技术方法。《一个月学开中药方》介绍了临床常用方剂处方的方法、

配伍禁忌，并介绍了这些方剂的药物组成、主治功效、药物加减、煎煮方法，

以及服药注意事项等内容。

药，即治病的药物。《一个月学中药》介绍了药物的四性五味、主治功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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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合和、升降浮沉等中药的一般常识，同时用简洁明快的语言介绍了常用

中药的产地、采收时节、简要炮制方法、常用剂量、有无毒性作用、服用禁

忌等相关知识。其中有的药物是药食两用，这是中药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

这些中药知识的介绍，使读者既能从中学到常见药物的主治功效，又能巧妙

地运用药物，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我们的团队，虽然都是有数十年从事中医中药的教学、科研、医疗和科

学普及工作经验的专家、教授，各分册的主编都是有十多年甚至二三十年指

导硕士生或博士生学习的知名导师；虽然他（她）们都曾经主编、参编过多

部国家级教材，都有自己的专著出版。但是，由于编著通俗易懂而又不使中

医中药知识失真的“一个月学中医”科普丛书，是一件非常严肃而又审慎的

工作，要使全套通俗读本都符合中医中药知识的规范，达到“信”“达”“雅”

的境界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团队从选题、立项、制订编写大纲、撰写到完稿，

历时两年有余，迫于该项工程意义重大的压力，团队的每个成员都一丝不苟，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尽管如此，未尽如人意之处肯定有之，敬祈广大读者不

吝赐教，以待再版时完善。

陕西中医学院  张登本

2010 年 3 月 5 日谨识于古都咸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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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医诊法是以研究各种诊察疾病方法的技术规范、应用范围及其临床意

义为主的知识体系。中医诊法属于临床学科的基础，是临床医生对病人所患

疾病的感性认识过程，为医生进一步对疾病作出本质性的理性判断提供最真

实、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中医诊法是将中医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的纽带

和桥梁，是进一步学习临床各科的基础。临床医生对疾病准确无误的分析判

断，恰当有效的治疗用药，必须以全面、准确、翔实的诊察资料为前提，这

也是中医诊法的意义和目的之所在。  

中医诊病方法十分丰富，通常概括为“望、闻、问、切”四法，此次《一

个月学中医诊法（第 2版）》的编著，是为了便于自修研读者的学习、掌握并

付之于实践，在兼顾传统四诊的基础上，将常用的、行之有效的中医诊病方

法分解为 30 个知识单元，每个知识单元既相对独立，又是中医诊法不可缺少

的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30 个知识单元浑然一体，共同

架构了中医诊法的知识体系。  

中医诊法是医生对疾病的感性认识阶段。为了使自修者研读掌握，我们

在编著过程中尽可能地不引或少引用古人的论述。每种诊法内容都是先进行

定义，再陈述内容。在对具体内容进行论述时，以原理、方法及具体事项、

相关内容及其临床意义为序。文字表述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便于掌握

和运用。在每单元的导语中，简明地陈述该知识单元的内容要点，最后以总

结性的结束语置于每节文末。  

由于中医诊法内容十分丰富，各部分内容所涉及的知识范围有别，所以

有的单元仅介绍一部分内容，有的单元涵纳几部分诊法；但像切脉诊法却需

1

学中医诊法结构.indd   11 2010-10-18   11:18:07



数节内容方可写完，因此，30 节的设立是根据具体内容确定的，如此才能保

证每日研修解读一节进度的均衡。  

中医诊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实际，反

复地进行对照练习，在实践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才能掌握和运

用中医诊法知识和技巧。

《一个月学中医诊法（第2版）》的编写主要参阅借鉴了《中医诊法精华》（张

登本主编，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公司，1998 年版）、《中医学基础》（张

登本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版），以及《中医诊断学》（张

崇孝主编，张登本执行副主编，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1989 年版）的相关

内容。因此，本书中也有上述三书作者们的心血，在此予以说明和致谢 !

                                                    编  者  

                                              2010 年 4 月于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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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讲                    中医诊法概要

什么是中医诊法，中医诊法的原理是什么？中医诊法有哪些显著特点 ?这些

都是在学习中医诊法具体内容时首先要明白的内容。下面，我们先看一个病案。

傅定远，得疾膈病，发时呃逆连声，咽喉如物阻塞，欲吞之而气梗不下，欲

吐之而气横不出，摩揉抚按，烦闷之极。医治两月，温胃如丁、蔻、姜、桂，清

胃如芩、连、硝、黄，绝无寸效。延余诊，视其气逆上而呃声甚厉，咽中闭塞，

两肩高耸，目瞪口张，俨然欲绝之象，势甚可骇。然脉来寸口洪滑，上下目胞红

突。辨色聆音，察脉审症，知为痰火上攻肺胃。其痰也，火也，非气逆不能升

也，遂处四磨汤加海浮石、栀子、白芥子、瓜蒌、竹沥、姜汁，连投数剂，其气

顺火降痰消。再以知柏地黄汤加沉香以导火而安（《谢映庐医案·冲逆门》）。

上述病案中“咽中闭塞，两肩高耸，目瞪口张”即为望诊，“呃逆连声、呃

声甚厉”即为闻诊，“咽喉如物阻塞”即为问诊，“寸口洪滑”即为切诊。望、闻、

问、切是中医学中最基本的四种诊病方法，但是中医诊病的具体方法并不只局限

于这四点。下面，我们就将为您具体介绍中医学的诊病方法。

一、中 医 诊 法

中医诊法是中医诊察疾病、收集病情资料的基本方法。中医诊法主要内容可

简要地概括为望、闻、问、切四法，简称“四诊”。望诊法是医生通过观察病人整

体神、色、形、态的变化和局部表现以及排出物、色、质、量改变等情况，了解病

情，察知疾病的方法；闻诊法是通过听病人体内发出声音的变化，以及嗅闻病人身

体散发出的异常气味等，辨别病情的方法；问诊法是询问病人及其陪诊者，以了解

病人既往的健康状况、发病经过及自觉痛苦与不适等相关情况的方法；切诊法是通

过切按病人体表动脉搏动状况和触按病人身体有关部位，了解病情的方法。

四诊所搜集的病情资料是疾病表现出的各种异常现象。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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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有机整体，脏腑形体官窍通过经络相互联系，维持机体生理功能的协调平

衡。“有诸内必形诸外”，体内的生理、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外。因此，在整体观念

指导下，通过诊察疾病显现于外部的各种征象，可分析疾病的原因、病机和病

位，了解脏腑的盛衰变化，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在诊察疾病时必须将望、闻、问、切四诊并用，从不同角度全面地搜集临床

资料，不应片面夸大某一诊法的作用，更不能相互取代。同时又须四诊合参，方

能“见微知著”而不致贻误病情。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

局部病变是全身病理反应在局部的体现。因而全身的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局部，局

部可反映和体现于全身，任何内脏的病理变化都必然会通过种种迹象表现于体

表，而通过审察这种种表现于体表的症状和体征，就能测知其在内的疾病本质，

这便是中医诊法的基本原理所在。

二、中医诊法的诊病原理

中医诊法的原理是指中医在实施诊病方法的思维方式。熟悉并掌握中医诊法

原理，对于正确运用中医诊病方法有指导作用。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局部病变是全身病理反应在局部的

体现。因而，全身的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局部，局部可反映或体现于全身，任何内

脏的病理变化都必须会通过种种迹象表现于体表，而通过审察这种种表现于体表

的症状和体征，就能测知其内在的疾病本质，这便是中医诊法的基本原理所在。 
中医诊法的基本原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司外揣内。“司外揣内”是《黄帝内经》（简称《内经》）首先创立的诊

法原理。《内经》作者认为人体是一个内外相应的统一体。五脏六腑在人身之内

虽不可见，但其一切生理活动、病理变化，“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

（《灵枢·外揣》），必然有其相应的现象反映于体表，因此，认识了现象与本质

间的辨证关系，做到“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灵枢·外揣》），那

么临证对深藏于内的脏腑病证就会做到“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同上）一样

的明晰清楚。《丹溪心法》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

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

二是见微知著。“见微知著”是中医诊法的又一基本原理，是指医者通过病

人细微的变化就可以测知整体的情况。机体局部的变化，蕴含着整体的生理、病

理信息。例如《灵枢·五色》篇中的五色明堂诊法即是其例，原文论述了五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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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腑、形体肢节的病理变化在面部的反应区域，然后根据面部的色泽之浮沉、清

浊、泽夭、散抟和上下等情况，辨别疾病的性质、部位、间甚、新久，推断疾病

的发展趋势及转归预后等，进而根据色部的变化以调治疾病，这便是察面部色泽

以测知全身病变的具体描述。再如独取寸口诊法，是通过诊两手寸口脉，以候全

身五脏六腑的病证，于是详审寸口之三部九候，以推断全身疾病的方法沿用至

今。此外，耳郭的不同部位能反映全身各部病变；舌与内脏关系密切，故舌的变

化可以反映脏腑气血盛衰及病证的寒热虚实；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故诊目可了

解人体的神气盛衰，并以此可察全身脏腑器官的变化，等等。

三是以常衡变。“知常达变，以常衡变”是中医诊治法自古以来所遵循的一

条基本原则。这条原则强调医者必须在掌握认识正常生理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发

现那些与正常现象有所区别的太过、不及的异常变化，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变

化的规律。从常中求异，以常测变，进而认识疾病的本质，这就是所谓的“以我

知彼”“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诊法原理的应用。

三、中医诊法的特点

中医诊法特色是指中医诊病方法明显有别于西医诊病的特征。中医诊治是一

门独具特色的学科，其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整体察病。“整体察病”就是要把疾病看成是病人整体失调的表现，既

要细察机体的外在表现，以详审机体内在的异常变化；同时还应当把病人与外在

自然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诊察，全面地了解病情。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脏腑与体表的形体官窍之间密切相关，当人体脏

腑、气血、阴阳协调平衡，能适应社会、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时，便是身心健康

的表现。如果内外环境不能维护其一定范围内的和谐一致，便出现了疾病。疾病

的发生是机体自身整体失调的结果。而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的脏腑经

络、气血阴阳的盛衰变化有关，局部的病理变化又可对全身产生相应的影响，例

如目赤肿痛多为肝火上炎所致，而肌肤疮疡又可引起全身性的热象。所以，根据

形体色脉等外在变化，就能判断其内脏病变，每一局部出现的病理变化实为整体

失调的结果。中医诊断学就是从人之整体及人与外在环境（社会的、自然的）关

系中，全面地认识疾病，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把握疾病的本质。

二是诸诊合参。“诸诊合参”是指诊察疾病时要将诸法相互参合，全面、客

观地了解病情，并把所收集的全部病情资料进行综合考察。

诸法合参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四诊合参，即望、闻、问、切的配合运用。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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