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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

略论中医病因学说的思想特点

天津 医 学院附属 医院 曲 竹秋

中医的病因学说
,

严 格地从人类生命

活动的特点上
,

从人一一社会一一自然界

的整体相关性上
,

以及机体个体差异上探

求疾病的发生原因
。

充 分 反映出整体制

约
,

多元综合的学术思想
。

对 中医病因学

说进行深入的研究
,

不仅能较好地指导临

床实践
,

更能借鉴其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

特点
,

使 中医学的研究工作提高到新的阶

段
。

一
、

从人体生命的特点上探求病因

生命的由来
,

是经过无机物一~ 有机

物一、高分子的有机物一‘蛋 白体一 , 生

命特征的细胞一“多细胞的生命的漫长过

程而产生的
。

而人 类生命的特点
,

是出现

意识
、

思维和从事生产等等
。

因此
,

我们

研究病因学
,

首先要区别生物和非生物
,

人类和动物的严格界限
。

中医学试图从人体生命活动的特点上

探求病因
,

而中医病因学说也正是基于对

生命的起源和 生命现象的总的理解而形成

的
。

如认为
“人之生

,

气之聚也
,

聚则为

生
,

散则为死
” ( 《庄子》 )

。

并指出
“
人生也

,

天出其精
,

地出其形
,

合此以

为人
” ( 《管子

·

内业篇》 )
。

我国古代

哲学家虽然还没有生物进化的概念
,

更不

懂得劳动创造人的道理
,

但他们认识到人

类是自然界的产物
。

早在 《内经》 中就指

出
“天复地截

, 万物悉备
,

英贵于人
。

人

以天地之气生
,

四 时之法成 ” 。

人 类属于

天地自然界之中
,

又是世界万物中的最宝

贵的
。

人的生命生理过程是
“
人始生

,

先

成精
,

精成而后脑髓生
” ( 《灵枢

·

经

脉》 )
, “

故生之由来谓之精
,

两精相搏

谓之神
” ( 《灵枢

·

本神》 )
。

人的形体

诞生的同时
,

就呈现出人类生命活动特有

的机能
。

这一机能
,

中医理论是从以形
、

神
、

精
、

气四个方面的相互 关 系 来 论述

的
。

人类的意识和思维
,

中医概称为
“
神

志” 。

正是 由于神志活动
,

人类不仅能动

地反映客观存在
,

而且能够能动地反作用

于客观存在
。

所以中医病因学把精神因素

放在十分重要 的位置
。

如 《内经》一再表

调 “
形与神俱

,

而尽终其天年
” , “

精神

内守
,

病安从来
” ,

只有
“独立守神

” ,

“积精全神
”
才能做到

“
清静则肉膜 闭

拒
, ,

虽有大风苟毒
,

费之能害
” 。

足见
·

精神心理因素
,

在维持正常生命活动中的

重要作用
。

如果心理应激状态超出常态
,

就会引

起病理变化
。

如 《素问
·

举痛论》 说
:

“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

。

怒则气上
,

喜则气

缓
,

悲则气消
,

恐则气下
” , ,’凉则气

乱” ,

思则气结 ” 。

不仅表 明了心理应激

与机体气机变化的关系
,

且说 明不 同的情

绪变化可引起气机的不 同改变
。

反之
,

机

体内不同的病理改变
,

也 会引起不同的心



理应激状态
。

如 《灵枢
·

本神》说
: “

肝

气虚则恐
,

实则怒
” ,

,’, 乙气虚则悲
,

实则

笑不休
” 。

以及 《素问
·

调经论》
: “

血

有余则怒
,

血不足则恐
”
等

,

都是这个道

理
。

中医理论强调
,

人的正常的 生 命活

动
,

具有 “用其新
,
弃其陈

”
的新陈代谢

的重要机能
。

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
,

是靠

升降出入的气化来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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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 ; 非升降
,

则无以

生长化收藏
” 。

这种升中有降
,

降中有

升
,

升降相因
,

出入有序的气化过程
,

正

是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规律
。

而疾病的发

生
,

就是由于机体内的动态平衡和升降出

入的气化过程遭 到破坏的结果
。

人与动物之间都有新陈代谢的运动形

式
,

但由于
, “其气各异

” 。

故使染病的

致病因子
,

对人与动物 也 就 各有
“
偏

中
” 。

如明末吴又可在 《瘟疫论》 中说
:

“
偏 中于动物者

,

如牛瘟
、

羊瘟
、

鸡瘟
、

鸭瘟
,

岂当人疫而 已哉 ? ⋯ ⋯人病而禽兽

不病
。

究其所伤不同
,

因其气各异也
” 。

说明动物患病而人不病
,

或人发病而动物

不病
,

关健在于
“其气各异

”
的缘故

。

这

就提示我们
,

研究疾病的发生原因
,

必 须

从人体生命活动的待点上着眼
,
这是个很

重要的指导思想
。

二
、

从人一一忿会一一自然界的整体

观探求病因

中医理论指出公 人体 是 个有机的整

体
,

人 的脏腑经络
,

四肢百骸
,

五官九窍

都处于综合的主体化的生理结构之中
。

同

时
,

人 做为有机的整体又与社会
,

自然界

密 切联 系着
。

这也是探求病 因的重要出发

点
。

中医学吸农了古 代天文学等科学技术

的成果
,

充实了自己的理论
。

对宇宙的认

识
,

认为是无 限的
。

宇宙间的 日月星辰按

照不同的轨道不停的运行
。

而大地是凭介

大气悬浮太虚之中的运动 球 体
。

在 《素

问
·

五运行大论》中有这样一段观点明确

的描述
: “曰 :

地之为下否乎 ? 日 :
地为

人之下
,

太虚之中者也
。

日 : 冯乎 ? 日 :

大气举之也
。 ”

以上说 明
,

天在上
,

地在下
,

人类和

其他生物属于天地之间
,

又都位于太虚之

中
,

构成自然界统二的整体
。

因此
, “

人

与天地相参刀 的观点
,

可以说贯穿在整个

中医学术思想之中
。

从病 因学角度提出

了 “四时阴阳说
” , “

六淫说
” 、 “

疫气

说 ” 和 “
五运六气说

”
等

,

对疾病发生的

原因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

四时阴阳说认为
: “

自古通天者生

之本
,

本于阴阳
” ( 《素问

·

生 气 通 天

论》 )
,

所以要 “ 和 于阴 阳
,

调 于四

时 ” ,

违背四
1

时阴阳
,

就会引起疾病的发

生
。

例如
“

逆春气
” 则 “肝气内变

” ;

“
逆夏气

” ,

则 ,’, 心气内调
” , “

逆秋

气
” ,

则
“
肺气焦满

” ; “
逆冬气

” ,

则

“
肾气独沉

” 。

强调 “四时阴阳者
,

万物

之根本也
。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

秋冬养

阴
,

以从其根
,

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

门” ( 《素问
·

四气调 神大论》 )
。

就是在一天之中阴阳变化也有一定的

规律
。

《金圆真言论》 说
: “ 平旦至 日

中
,

天之阳
,

阳中之阳也
; 日中至黄昏

,

天之阳
,

阳中之阴也
;
合夜至鸡呜

,

天之

阴
,

阴中中之阴也
;
鸡坞至平且

,

天之

阴 , 阴中之阳也
,

故人亦应之
” 。 “

人亦

应之 ”
说明人体 与昼夜变化的关系

,

应之

则健康无恙
。

反之
,

即可 引起病变
。

关于六淫学说
,

上起 《内经》 下至历

代医家多有发挥
,

迄今仍为临床辨证求因

之所 必需
。



五运六气学说
,

用来解释某些疾病之

所以周期性发生的原因
。

指出机体与不同

岁年的运动变化有着不可分 刮 的 关 系
。

《素问
·

六元正纪大论》
: “

先立其年
,

以明其气
,

金木水火上运 行之数
,

寒暑燥

湿风火临御之化
,

则天道可见
,

民气可

调
,

阴阳卷舒
,

近而勿惑
,

数之可数者
” 。

这不仅是我国关于气象初候学 润习侣 学义化

遗厂
: ,

也是中医病因学的重要 内 寿
。

应该明确
,

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
。

同

时
,

人类每时母刻也不能脱 离 社 会而存

在
,

人类木身的存在
,

即 是 一种社会现

象
。

人不仅可 以改造社会
,

同样也受着社

会条件诸 因素的影响
。

中医病因学说对此

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

并清楚的指出
,

高明

的医生诊察病 因
,

要明辨贵贱
、

贫富
、

苦

乐的人事变化与发病 的关系
。

不懂得这一

点就不能成为高明的医生
,

乃至于成为医

生的过失
。

《素问
·

疏五过论》 中说 的

“从容人事
,

以明经道
,

贵贱贫富
,

各异

品理 ” ,

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

在 中医病因

学中还注意到地理环境也 往往是影响身体

健康钓重要因素之一
。

在 《素问
·

异法方

宜论》 等篇章中
,

将不同地域的地理
、

气

候
、

生活风俗
,

发病特征
,

做 了详细的描

述
。

如
: “ 东方之 域

,

天 地 之所 始生

也
” , ” 其病背为痈疡

” ; ” 西方者
,

金

玉之域
,

沙石之处
,

天地之所收引也
” ,

“其病生于内
” , “

北方者
,

天地所闭藏

之域也” , “
脏寒生满病

” ; “
南方者

,

天地所 长养阳之所盛处也
” , “ 其病孪

痹
” , “

中央者
,

其地平以湿
,

天地之所

以生万物也众
” , “

故其 病 多痞 厥寒

热” 。

由于不同地域
,

在地势
、

水土
J、

气

候以及饮食都存在着明显左异
,

因此
,

人

类生活在不同的地理
、

空间
,

就会引起不

同的生理
、

病理变化
,

出现不同的病证
。

三
、

从机休的个体差异探求病因

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因此不 同的乍体其发病原因和杀件也就不

可能完全一致
。

中医学正是从这个认识出

发
,

在人体个体盗异与庆病的发生
、

发展

及其性质方面做了深刻而独特的论证
。

人体个沐忿
:

异的形成
,

又着呆赋和后

天摄生
、

年令
、

饮食
、

地理补境诸 因索的

影响
。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因索的影响
,

形

成 了不同类型的 沐质
。

《灵枢
·

阴阳二十

五人》 就是根据肤 色
、

形 体特征
、

票性特

点
、

时令适应的不同
,

把人分成
/

;、火土金

水五大类
:

付一大类又分为五 汤!
,

关型
,

共

计二十五种不 同的体质类型
。

另外
,

这 根据
“

其态不同
,

其筋骨气

血各不等
” 的原则

,

把人类分 为 太阴之

人
,

太阳之人
,

少阴之人
,

少阳之人
,

阴

阳和平之人五类
。

这五类人的区别
,

主要

是心理
、

行为上有着不同表现
。

临床实践证明
,

人群 「沁角实存在着不

同体质的特性
。

这种特性
, ;

一

〔往决定着这

一体质对某一致病因素的 易 感性
。

《内

经》 中重要的
“
正气

”
命题

,

就明显的包

括体质的概念
。

体质因为是疾病发生的重要 的内在因

素
,

而且也是决定整个疾病发展的重要条

件
。

《灵枢
.

阴阳二十五人》 说
:

木形之

人
“
能春夏

、

不能秋冬
,

感而病生足厥

阴 ” 。

火形之人
“能 春夏不能伙冬

,

秋冬

感而病生手少阴
” 。

土形之人
“能 伙冬

,

不能春夏
,

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阴
” 。

金形

之人
“
能秋冬

,

不能春夏
,

春夏感而病生

手太阴
” 。

水形之人
“能 秋冬

,

不 能春

夏
,

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阴
” 。

《灵枢
·

工变》说
: “

同时 附病
,

或

病彼⋯ ⋯何其异也 ? ” 又说
“一时

一

遣风
,

同时得病
,

其病各异
” ,

《内经》对 此做



,
驴

,
’

了 非常形象的论述
: “

请论以此匠人
,

匠

人磨斧斤砺刀
,

削断材本
。

本之阴阳
,

尚

有坚脆
,
坚者不入

,
’

脆者皮弛
,

至其交

节
,

而缺斤斧焉
。

夫一木之中
,

坚脆不

洞
,

坚者则刚
,

脆者易伤
,

况其材木之不

同
,

皮之厚薄
,

汁之多少
,

而各异耶
。

⋯ ⋯

况于人乎
” ? 说明体质不同

,

发病亦异
,

例如
: “肉不坚

,

腆理疏
,

则善病风
” 。

“
五脏皆柔弱者

,

善病消痒
” 。 “

小骨弱

肉者
,

善病寒热
” 。 “

粗理而肉不坚者
,

善病瘴
” 。 “

皮肤薄而不泽
,

肉不坚而淖

泽
,

如此则肠胃恶
,

恶则邪气留止
” 。

综上所述
,

说 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
,

与体质因素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正确分析

邪正进退关系
,

把握疾病的发展规律
,

正

是中医学术独具特色的地方
。

当然
,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

中医对

人体个体差异的认识还 比较原始
,

粗糙
。

但其指导思想对我们开拓研究生命科学和

病因学的领域有着重要意义
。

四
、

中医病因学说的临床意义

通过对中医病因学说思想特点的初步

分析
,
使得我们对当前临床医疗和中医研

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 产 生 一 些想

法
。

首先
,

我们的医疗
、

研究的对象是

人
,

是区别于动物和一切生物的人
。

人的

生命特点虽然包含着动物以及其它生物的

某些物理 的
、

化学的
、

直至新陈代谢的特

性和运动形式
,

但它决不是这些特性和运

动形式的简单总和
。

因为这些运动规律
,

无法反映人体生命的本质
。

可是
, 当前对

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并末能引 起 深 刻 的认

识
。

或者说在理论上的理解是一回事
,

但

在实际临床中或开展中医研究 中却混淆了

人与动物质的界线
。

其次
,

人体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

我

们在临床审视病 因
,

辨证论治的过程中
,

应

该十分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
。

我们认为
,

在临床医疗中
,

或者是临床研究中
,

应重

视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的 个体 研究方

法
。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

才能总结出疾病

的病因
,

病理和治疗方法的规律性经验
。

最后
,

关于人一一社会一一自然界的

整体观
,

本文的分析研究表明
,

多元综合

的探求病因
,

恒动立体分析病机
,

整体制

约的认识人体
,

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

同

时
,

对揭示人类生命的本质
,

提供了足可

借鉴的重要的医学发展模式
。

( 上接第 42 页 )

月 1 0 日就诊
。

患者十年前根致风湿性心脏病
,

今心

侍 气短
,

喘息不得平 卧
, 口 干咽躁

,

头 目

眩 晕
,

五 日大 便不 行
,

腹中隐 隐作痛
,

舌

苔黄燥
,

脉弦细
。

证属心血亏耗
、

津亏 液

损之证
。

拟育阴 滋液通便法
。

取急下存阴

之意
。

处方 : 生地 20 克 寸 冬 10 克 五味子

]
:

0克 当归10 克 柏子仁10 克 生首乌10

克 知母10 克 川军 10 克 ( 后下 ) 芒峭

(冲 ) 5 克 玄参 10 克 每 日一 剂水煎
,

分

三服
。

一 剂
。

上方服一 日而大便既下
,

头晕亦减
,

喘息稍 平
。

后随证加减治之
,

病情转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