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
武艳明）为了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表彰在大学校
园中涌现出的支持无偿献血等公
益 事 业 、品 学 兼 优 的 困 难 学 生 ，
2020 年 12 月 23 日，安阳市中心血
站向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捐赠了无
偿献血助学金（如图）。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河南护
理职业学院党委、文明办公室、团
委、在校大学生们，对安阳市无偿
献血事业和安阳市中心血站的各

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河南护
理职业学院将志愿服务教育融入
学生成长全过程，致力于不断提高
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奉献精神。
该院校园内无偿献血宣传工作越
来越深入人心，形成了院校师生积
极参与，并支持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的良好局面。

自 2015 年以来，河南护理职业
学院越来越多的师生加入无偿献血
队伍，目前已累计献血3000余人次，
累计献血量达106万余毫升。

安阳市中心血站

向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捐赠无偿献血助学金

每当谈到中医整
体观，就自然想到国学
大师季羡林先生的一
段话。他在谈国学中
曾说“东方的思维模式
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
模式是分析的。勉强
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
说：西方是一分为二，
而东方是合二为一”。
季先生对东西方哲学
思维的分析恰如其分，
非常精辟。如果将这
一段话用来解析中医
与西医对生命科学的
认知，也是很贴切的。

整体观是古贤对
大自然的认知论，早
在《易经》等古文化著
作中就有论述。战国
时期的儒医与学士，
将 其 完 整 地 收 集 在

《黄帝内经》中，并加
以阐述，历代医家对
其不仅继承之，应用
之，还有所创新。

大家知道，中医学
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
是取象比类（又称象思
维）。它的具体思维方
式是将所研究的对象
与已知的对象进行类
比，取其共同点、相似
点以及近似点，从中找
出共同特征，以“象”为
标志，进行归类，继而
表达，如将人体的肝心
脾肺肾，比拟为木火土
金水等。由此，思维方
式而演变为中医学的
整体观。

在本文中，笔者试
从 3 个方面来阐述中
医整体观，以此来推进
中医学思维的研究与
应用。

脏腑相关论

形神相应论

天人合一论

重视中医整体观重视中医整体观
推进中医学思维的研究与应用推进中医学思维的研究与应用

□□毛德西毛德西

学术论坛学术论坛

6 中医药周刊·视界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 云 美编：李 云YIYAO WEISHENG BAO

脏腑相关论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对人
体自身的再认识。这一点在《黄帝内经》中
论述得最为清楚。《素问》中的“金匮真言
论”“阴阳应象大论”“灵兰秘典论”“六节藏
象论”“五脏别论”，《灵枢》中的“经脉”篇、

“经水”篇等，均有不同层次的叙述。中医
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内有五脏六
腑，外有四肢百骸，是息息相通的。这种相
通是通过经脉中的元气周流而生生不息
的。古人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将人比喻为大
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说成“小天地”，这个

“小天地”同大自然一样，也是阴阳五行的结
合体。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五脏六腑又
以木、火、土、金、水5种成分来组成。他们之
间有生有克，有相互生长，也有相互约束。
这种关系是平衡、和谐的，从而使人保持着
健康无病的状态。中医据此认知，对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也是有着明显的脏腑相关论。
比如肺系的咳嗽，“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
肺也”（《素问·咳论》），所以治疗咳嗽赤非清
肺一法也，而有清肠而泻肺（肺与大肠相表
里）、清肝而肃肺（木火刑金所致）、滋水而润
肺等法。

《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有“气反”一词
的记载。何为“气反”呢？就是病变发生在

脏腑经络上，而症状却表现在乙的脏腑经
络上，正如张景岳所说“气反者，本在此而
标在彼也”。古贤根据人体在病理变化上
的这一特点，采取从病变相反部位去施治，
往往能取得满意疗效。由此而创立了“病
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
取之”（《素同·五常政大论》）这条治病法
则。进而又有“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
治左，以左治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以及内病外治、外病内治、脏病治腑、腑病
治脏等治法。例如胸痹心痛病（以冠心病
为主），中医在治疗上不仅有针对心脏的活
血化瘀法、祛痰宽胸法，还有从肝气论治的
疏肝理气法，从胃而治的辛开苦降法，从肺
论治的益气肃降法，以及从肾论治的温阳
散寒法等。这种从整体上把握胸痹心痛病
论治的思路，是治本之法，是长效之法。

最近，国医大师邓铁涛提出“中医五脏
相关理论”，他认为，中医学在实践中超越了
原始五行学说的局限，可以将五脏六腑之间
的影响归纳为促进、抑制与协同3种关系，这
样就从多角度阐明了中医整体视与联系观
的内涵。

同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整体观是在当
时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等条件下产生的一

种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现今已明显
不合时宜，显然这种观点是大谬不然。当
今，西医学的医学模式已经由“生物医学模
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世
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
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
象，而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
的完好状态。这些都反映了整体观的正确
性与生命力。

中医的基本功不是简单地认药记方，而
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就是
要讲究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整体思维方
式。医者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就要边学习、
边临床、边总结，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
实践不断反复。正如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
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进与病谋，退与心
谋，十阅春状，然后有得”。这种“仁心仁
术”，只有毕其一生之精力或有所得。

总之，整体观是古贤对大自然的认知
论，历代医家对其继承之、应用之，而且有
所发挥，以此来推进中医学思维的研究与
应用。

（作者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首届百名
中医药科普专家）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指明了中
医药发展之道，对于中医医院来说，
守好“中”字，不仅是前辈办院的初衷
和殷切希望，也是每一位中医药工作
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要恪守服务
于民的医道。“为医之道，患者至上”

“为医之道，首当正心”，是分别从医
院和医者两个角度阐述了医院的办
院理念和医者的行医要点，强调了医
院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
医者医人，则先要医己，心正，其术方
能正。长期以来，中医药“简、便、验、
廉”的优点一直备受群众青睐。其中
的“验、廉”是指医生治病重在临床疗
效，还要价格相对便宜。这无疑对医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下苦功，练

“内功”，用好经方、时方，避免用贵
药、开大方；中医工作者要有“宁可架
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的心
境。守好中医医院的“中”字，要恪守
正道，严守医道，提高自身修养，可见

“守”并非保守、守旧，却是一种“严于
己、利于民”的可贵精神。

坚守中医特色与优势

中医医院特有的中医文化与内
涵是发展的优势，也是其独到之处。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这种“上医
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学的治病观，也
是中医思维的体现。冬病夏治，夏病
冬治的“三伏贴、三九贴”及明清时期
发源于江浙一带的冬季养生“膏滋
药”，对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多发病有良好的预防及治疗
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是中医学的养生观。基
于这一理念，对于一些如肿瘤或手术之后的患者，我们
可以采用培补“先天之本”或“后天之本”的办法来扶助
人体正气，增强患者的抵抗力，提高生存质量，促进术后
恢复。坚守中医医院的“中”字，不仅要开展特色项目，
发展特色科室，还要发展得好、挖得深，做出自己的品牌
与优势。

把握好“中西医并重”的尺度

当今在多数中医医院里，有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
合3种治病模式，给患者带来多种选择的同时，也对中医
工作者提出了要求。《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对
运气的常与变就有详细论述。数千年来，后世医家在疫
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我国在中西医工作者共同的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
胜利。面对今后的诸多未知，我们坚守中医，但并非排
斥西医，而是要各取所长。守好中医医院的“中”字，要
把握好“能中不西，中西医并重”的尺度，要勤临床，也要
多读书，“若读书多而临证少，则胸中了了，指下难明；临
证多而读书少，则大海茫茫，望洋莫辨”，正如明清时期
的杰出医家之一程衍道所言，“强调读书与临证，两不可
废矣”。

善用中草药为民治病

中医用草木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中医医院当
然也离不开中草药。“草木无情人有情”，我们不仅对患
者要有“上善若水”的慈悲之心；“一草一木皆有灵性”，
也要善待手中的每一味草药。当今一些中草药（比如雷
公藤、何首乌等）的副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
于此，有的医家甚至弃而不用。笔者认为，守好中医医
院的“中”字，更要因材施用，发挥草药各自的功效，而不
因其毒副作用而弃之，此种做法也与“中”字内涵不相
符。诚如清代著名的医学家陈士铎所说：“吾所尚者，宜
用热，则附子、肉桂而亟投；宜用寒，则黄柏、知母而急
救；宜用补，则人参、熟地而多加；宜用攻，则大黄、石膏
而无忌……必如此，而医道始为中和之无弊也。”

“中”字好写，写好却很难；守住不难，守好却不
易。中医医院是传播中医药文化及发展中医的重要
场所，我们应守好中医医院的“中”字，不让其失去

“中”字本色。同时，中医医院应把中医药特色和优势
传承好、应用好、发展好，从而为群众提供及时、便捷
的诊疗服务。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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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未署名图片为河南省中医院于红艳提供

天人合一所说的“天”，在这里是指大自
然。我们在谈论天人合一论时，必须回顾一
下古代经典著作的认知。《周易·乾卦·文言》
记载：“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
明，与四时合其序。”此文是讲大凡圣人能顺
从自然，能与日月之变化同显示，与四季之
寒凉同有序，这是亘古不变的大道理。老子
说：“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人居其一焉。”这里不仅强调了人类与
天地是和谐统一的，还说明人类与天地是平
等的，不应有人主宰自然的不正确定位。庄
子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
天地万物与“我”是共命运的，是统一和谐的
有机整体。《素问·宝命全形论》记载：“夫人
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
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
天子。”《灵枢·岁露篇》记载：“人与天地相参

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则从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的不同自然环境，
讲述人的生理现象。这些充分说明人是离
不开天地的，人赖天地而生存，天地的四时
变化对人有着直接影响，包括人的生理、病
理、养生以及寿域等，概莫能外。

中医在诊治疾病时，首先，要明确自然环
境、气候因素。其次，“望、闻、问、切”，观其气
色，询问什么时间患病、病因病机、睡眠如何、
患病后服用过什么药、注重患者的表情。最
后，按其脉，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同时，医者
选用药物时，也要考虑是否为道地药材等。
这种程序源于《黄帝内经》，历经千年传承不
衰。其不是单纯查看生化检验单、影像检查
单、腔镜检查单等来诊断疾病的。仔细辨析，
这些思路与方法都与自然、社会有着密切关
系。有人把中医的整体观看成是落后的、保

守的，这是对中医学内容的误解。现代医学
也越来越重视从整体观研究人的健康问题，
认为医学不单纯是生物的，而是“身心社会医
学”，是“生理、社会、自然医学”的。

天人合一论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
础，中医所说的“证候”，包括病因、病位、病
势等内容，其中病因就包含着与大自然相
关的各种致病因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就是讲述阴阳五行与人体相应的各种关联
模式，其中包括地域、节气、饮食、情志、脏
气等。正如文中所言：“上古圣人，伦理人
形，列别脏腑，端论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
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四时阴阳，尽
有经纪；外内相应，皆有表里。”所以我们要
掌握中医学的整体观，就必须认真阅读《黄
帝内经》等经典名著，这是从根从源之学，非
一朝一夕可为也。

有人认为，中医不懂解剖，只重视“气”
（包括正气与邪气），而“气”是肉眼看不见
的，所以就说中医是“伪科学”。中医真的
不重视解剖吗？非也。古代中医学所讲的
解剖，不是单纯的西方医学解剖刀下的实
物，而是内观解剖学。这种内观解剖学是
通过直观、体验与自身调控技能而获得的，
由此所获得的知识，是形体与精神的协调
相应，或者说是脏腑经络之“形”与功能所
体现的“神”的有机结合。《灵枢·九针十二
原》记载：“粗守形，上守神。”这里谈到了高
明医生与一般医生的区别。“粗”工只限于
形体之知，仅能处置形体之苦；而上工却能
够达于神气之和，从而将形体之苦与神气
统一把握与处置。

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嵇康说，“形恃神以
立，神须形以存”。人的形与神是相互依存、
对立统一的，即人们常讲的“形神兼备”。《灵
枢·外揣篇》有“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文字
说明，它的含义是以整体观为依据，通过外
部的体征（象）可以了解内部脏腑的变化规
律，从而为医生提供正确的变化信息。正如

《丹溪心法·能合脉色可以万全》所说“有请

于内，必形诸外”。古代中医学虽然没有精
密仪器为其提供内脏的微观变化，但医者却
可通过外部形态（包括肢体、五官、毛发、皮
肤、精神、语言、舌象、脉象、分泌物等）来辨
别脏腑的生理、病理状态，这种观察与分析
至今仍然不可以用仪器来替代。《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记载：“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
阳。审清浊，而知部位；视喘息，听声音，而
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生；按尺寸，
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
则不失矣。”这里所说的“审、视、听、观、按”
就是医生的诊病手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望、闻、问、切”四诊。观察这些表露于外的
现象，就可以获取疾病本质的属性，以便为
治疗提供可靠的遣方用药依据。

形神相应，还包括医者自身对“形”与
“神”的理解与探索。《素问·八正神明论》讲
到，医者要明确患者形体之痛，要从经脉上
去探索。而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自身要心
境专一，目不转睛，“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
独悟”。医术的专精，必须以高尚的仁心为
先导，这才是“大医精诚”之内涵。

中医认为，形体与精神密不可分，强调

生理与心理的协调协同关系，重视生理与
心理的相互影响。临床医生每天都会遇到

“形”与“神”之疾病，而“神”之疾病尤其
多。许多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以及无法归
类的疾病，都与“神”有关。《素问·疏五过
论》记载：“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
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
屈，瘘躄为挛。”这说明地位跌落、财富破产
而使情志发病。现代医学常以抑郁症处
置，而中医治病，是通过调气、调神、化瘀，
即可解决之，原来所患“形”之疾，也会得到
改善或痊愈。

征 稿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您

对 中 医 药 发 展 和 中 医 教 育 的 建 议 和
意见，写一写关于中医药现状与问题
的文字……《中医人语》《中医院的故
事》《关 注 中 医 改 革》《中 医 药 在 海
外》等栏目真诚期待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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