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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枢·本神》论: “所以任物者谓之心, 心有所

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

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这是《内经》

对人类认知智力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基本过程作

出的概括性论述。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智力不是一

种单一的能力,是一种综合的认知方面的心理特征,

它包括了观察力、感知记忆力、抽象概括力、想象力、

思维能力、创造力等。

1　《内经》中的认知智力结构

“意者记所往事”(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

论》) ,“意”是指人类的记忆及注意的精神思维活动,

属于观察感知阶段;“志者,专意而不移也”(唐容川

《血证论》) ,“志”是指意的(围绕同一目标而形成)精

神思维活动的持续状态,属于抽象概括阶段;“思”是

指为实现“志”而形成的思维过程, 属于分析思辨阶

段;“虑”是指借鉴先前的经验进行预见性思考的过

程,属于想象创造阶段;“智”是指运用经过“意”的认

知记忆、“志”的抽象概括、“思”的分析思辨、“虑”的

推测预见而得出的理论,正确指导处理事物行为的

过程。综上所述《内经》的认知智力结构可分为: 获得

一般表象和初步理解的认知活动; 形成注意及记忆

的思维活动; 在记忆的基础上不断的强化概括的思

维活动;不断分析、归纳的逻辑思维活动; 运用认知

和思维得出的结论来指导完成行为和活动的过程。

“所以任物者谓之心”, 这里被心所任之“物”,就

是指人类智力活动过程中, 被人所认知、注意、记忆、

存留、分析归纳的对象,此“任物”之“物”涵盖的范围

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是实物的,如树木、房屋、牛羊

等;也可以是符号的,如文字、语言等;还可以是行为

的,如人的各种表情动作、人的活动规律等。

2　《内经》中的智力与认知关系

从上述原文的论述可以得出“任物”→“意”→

“志”→“思”→“虑”→“智”的活动顺序过程, 这一顺

序过程说明了《内经》的认知智力观是以认知为基础

的。认知是形成智力的前提,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

响着智力水平的高低。

儿童的智力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认知

对智力的作用和影响。儿童最初的智力只是感觉运

动智力,即只凭感觉和动作来对外界做出反应。随着

年龄的不断增长,其认知范围不断扩大,认知内容也

不断丰富,从而智力水平不断的提高,表现为能通过

语言与外界做出应答交流、通过不同的行为解决不

同难度的困难问题等等。

当然,智力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可以作用于认知,

智力水平高则认知的正确率高、反应速度快、认知覆

盖面广。可以说,智力是认知过程完成的结果,也是

提高认知水平的条件。

3　《内经》中的智力与思维关系

人的思维能力与智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思

维是智力发挥作用的核心。但人的思维能力是不能

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具体的感知或经验联系在一

起,必须与具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象上述《内经》

原文所论述的“任物”→“意”→“思”→“虑”→“智”的

认知智力链一样。所以智力与思维的关系表现为: 智

力是一种以思维活动为核心的综合的认知能力、解

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4　《内经》中的智力发展条件

人类个体的智力发展一方面受先天禀赋的影

响,另一方面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先天禀赋和生理条件无疑是智力发展的

一个重要条件。《灵枢·通天》论:“阴阳和平之人, 居

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 婉然从物,或与不争,

与时变化, 尊则谦谦,谭而不治, 是谓至治。”先天禀

赋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智力的(包括

运动智力、技巧智力等等)发展状况,如手指长,乐感

好的人适于弹琴;身材高,手臂长的人适于打排球篮

球等。但应当强调的是先天禀赋状况仅仅是智力发

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或前提,不是决定性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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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先天禀赋的差异在大多数人中是很有限的。

《灵枢·逆顺肥瘦》指出:人要“上合于天,下合

于地,中合于人事”, 原文中的“人事”是指人与人之

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所处的物质和文化环境

以及良好的教育可以说是智力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由于大多数人的先天禀赋差异不大, 其智力发展状

况的差异主要是环境和教育不同的结果。

(收稿日期: 200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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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仲景对浮脉的论述颇为深刻, 在《伤寒论》398

条中明确论述浮脉的就有 114条之多, 《金匮要略》

中有关浮脉的论述也举不胜数。张仲景在其著作中

列举了多种浮脉的辨析方法,既有灵活性, 又有规律

性。与今之浮脉不尽相同。现归纳总结如下:

1　太阳病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颈强痛而恶寒。”本病之浮

脉主表以候卫,揭示了风寒中表,营卫失调的病因病

机,是正气达表抗邪, 正邪交争于外的表现。又云:

“病人脉浮在前,其病在表, 浮者在后,其病在里。”寸

脉属阳主表, 故太阳之为病寸部必浮,同时还须结合

他症辨治,其又有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之别,麻黄汤

之浮脉浮紧有力, 桂枝汤则脉浮缓。

2　风水

《素问·大奇论篇》云: “肝肾并沉为石水,并浮

为风水。”风水之脉尺部必浮,为风湿在表之象, 又有

五苓散证、猪苓汤证和防已黄芪汤证的不同。五苓散

证之浮为太阳主表之义, 是热邪初入, 水热互结,郁

热伤阴之候; 防已黄芪之浮为风湿在表,表虚不固之

征。同为浮脉, 均在尺部,部位相同,病因各异。说明

仲景观察脉象不仅要注意出现部位,还要与症状相

互结合。

3　病在胸中

“寸口积在胸中, 微出寸口积在喉中⋯⋯”正如

成无已曰:“浮为在表, 沉为在里,今寸脉微浮,则邪

不在表亦不在里,而在胸中也。”病在胸中有结胸与

藏结之别。结胸证寸脉浮关脉沉而有力,病在胸中病

位在上故寸浮, 邪热与痰水相搏故脉见沉而有力, 其

脉属阳属实,是胸中邪实之象。藏结证寸部脉浮无力

关脉小细沉紧, 其病亦在胸中,故寸亦浮,关主中焦,

中焦虚寒, 阳气不足而见小细沉紧, 其脉属阴主虚,

为胸中虚寒之象。同为寸浮, 虚实分明,从而确立了

浮脉在临证时指示病位的重要作用, 指出观察脉象

要细而具体,寸关尺相结合。

4　阳明经证

“伤寒脉浮滑,此表里俱热,白虎汤主之。”浮为

热盛于外, 滑为热炽于里, 是表里俱热, 太阳化热已

转阳明,热邪充斥内外之象。白虎汤的表热是肌肤大

势, 里热炽盛, 蒸发于外的表现,与太阳表证的发热

迥然不同, 从而体现出了相同脉象, 不同病因病机,

采取不同治疗方法的辨证原则。

5　痞证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

汤主之。”正如钱天来所说, 其脉关上浮者, 浮为阳

邪,浮主在上,关为中焦, 邪在中焦故关上浮也。从而

进一步突出了浮脉的临证特点,出现部位不同,主病

不同。

6　太阴病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

脉浮缓与太阳中风脉象相同, 但无发热恶寒, 也不头

痛项强, 而与手足自温并存,此非太阳中风证, 而是

太阴病。从而体现出了仲景脉症合参的主导思想。

总之,仲景的浮脉与今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它既

是对脉象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病因病机的概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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