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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学术论坛
诊疗感悟

“气一元论”是研究气的内
涵及其运动，并用以阐释宇宙
万物构成本原的古代哲学思
想。“气一元论”的早期概念是

“精气学说”。“精”的概念，首见
于《老子·二十一章》曰：“道之
为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是
一种恍惚的存在，虽然看似虚
无缥缈，但是蕴含着万物的本
质和规律。所谓“道”，即“气”，

“气”是物质，“精”是“气”的精
华。“精”“精气”“气”的内涵基
本相同。“精气学说”以“气”
（“精气”）为世界万物的本原，
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共同物质基
础，由此形成了“气一元论”的
雏形。

《管子》《易传·系辞上》《吕
氏春秋》《淮南子》及《论衡》也有

“精”或“精气”的记叙。成书于
这一时期的中医学经典著作《黄
帝内经》，正是“精气学说”风靡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时
代。因此，中医学理论体系至今
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精气学
说”的思想。

两汉时期，“元气”为万物本
原的思想兴起，“精气学说”逐渐
为“元气学说”所同化。如东汉
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的“元气学
说”，将化生天地万物本原的气
称之为“元气”，认为“元气未分，
混沌为一”。《论衡·谈天》曰：“天
地，合气之自然也。”天地之间的

“气”相互交融，形成了自然界的
各种现象和生命。

《论衡·自然》曰：“天地合
气，万物自生。”天地之间的“气”
相互交融，形成了自然界的各种
现象和生命。同时代的中医学
著作《难经》受到古代哲学的影
响，第一次使用“原（元）气”的概
念，《难经·十四难》曰：“人有元
气，故知不死。”人只要还有“元
气”，所以知道不会死。以此为
人之生命的根本。

后世关于“气”的学说得到
进一步发展，如北宋思想家张载
的《正蒙》等著作，提出“太虚即

气”的学说，认为“气”是宇宙万
物的物质性本原，“太虚”是“气”
的自然状态，其聚而为有形为万
物，散而为无形即为“太虚”。

所谓“太虚”在古代哲学中
指的是宇宙的原始实体，而“气”
则是指构成万物的物质。张载
认为“太虚”和“气”是同一物质
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是统一
的。具体来说，“太虚不能无气，
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
不散而为太虚。”肯定了“气”是
构成万物的实体，“气”的聚散变
化，形成各种事物和现象。明清
之际，顾炎武、王夫之和戴震等
思想家进一步发展“气一元论”，
使“气”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
高范畴。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
作《黄帝内经》汲取了“气一元
论”思想，把“气”看作宇宙的本
原，天地万物皆以“气”为始基。

“气”的聚合变化产生有形的万
物，人亦不例外，《黄帝内经·素
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认为天地之气相合，
人类生命才得以形成。以“气”
说明生命的本质，以“气”的运动
变化阐释人体生命活动，以及疾
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从而构建
中医学“气”的理论。比如，从生
理上来说，肝主升发，指肝气向
上升动，向外发散，生生不息之
性。肺气肃降，指肺气清肃下降
的运动形式。肝气以升发为宜，
肺气以肃降为顺，肝升肺降，则
全身气机调畅，气血调和。其
后，历代医学家言必称“气”，如
李东垣论“胃气”，汪机论“营卫
之气”，喻昌论“大气”，吴又可论

“戾气”，黄元御论“中气”等，使
“气”的理论不断发展，广泛应用
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研究
和临床实践。

“气一元论”的基本内容
“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一个特有名称，当代哲学家张岱
年对“气”的阐述：“气是无生命、
无意识，而为生命和意识的基础
的客观实体。”

现代科学也发现了“气”的
一些物质特性，认为“气”是某种
极细微的分子，也有认为“气”是
量子。“气”，最基本的特性就是
物质性。充满宇宙间的“气”，是
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易传·系
辞上》曰：“精气为物。”认为“精
气”聚合而形成万物，“气魂”分
散则产生变化。天地山川、人禽
草木、日月水火都是由物质的

“气”构成。
宇宙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

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所构成。
《论衡·言毒》曰：“万物之生，皆
禀元气”，认为万物都是由“元
气”派生的。“元气”是宇宙的本
原，万物都是由“元气”凝聚而成
的。人也是由“元气”构成，如

《论衡·自然》曰：“天地合气，万
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
矣。”认为天地之间的“气”相互
交融，则万物自然生长，就像夫
妻之间气息交融，子女自然诞
生。

人的生命和精神也以“气”
为物质基础，如《黄帝内经·灵
枢》曰：“神者，正气也。”认为神
（意识）的本体是一种特殊的
“气”，“气”是神（意识）的基础。
《论衡·论死》曰：“人未生，在元
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认为
人未出生时和死亡后都处于“元
气”之中，生生不息，意味着生命
的起点和终点都与“元气”密切
相关。人与自然相连，形成了一
个整体。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
相接，只是肉眼无法看见。“气”
在天地间运动，也在人体内运
动，并由此引导自然和人体的变
化。

“气”是宇宙万物之本原
“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

成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共同原
始物质。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和
现象，都是由“气”构成，“气”的
运动推动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
展和变化。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
原。如《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

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
也。”认为元是“气”的本质，“气”
在无形中产生，在有形中分化，
创造了天地，是天地开始的根
源。说明肉眼看不见无形物质，
不等于无形的物质不存在。

《庄子·至乐》曰：“气变而有
形，形变而有生。”认为“气”的变
化形成了形体，形体的变化则产
生了生命。故《庄子·知北游》
曰：“通天下一气耳。”认为天下
万物都是由一种基本的“气”构
成的，这种“气”是构成万物的本
质。这是“气一元论”经历最初
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述，逐渐演
变发展成为一种自然观，在古代
哲学中占据主要地位。“天地精
气化生为人”，人与万物同源于

“气”，但人类与宇宙中的其他物
质不同，不仅有生命，还有精神
活动，是由“精气”，即“气”中的
精粹部分所化生为人。

《管子·内业》曰：“人之生
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
为人。”认为人的生命，天给他

“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结合
才成为人。

《淮南子·精神训》曰：“烦气
为虫，精气为人。”认为只有杂乱
的“气”才产生鱼鸟禽兽和昆虫，
而纯精的“气”则产生人类。“气”
也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
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
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
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
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
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
自生。”认为天为阳，供给人们的
是寒、暑、燥、湿、风，是生命须臾
不可缺少的五气；地属阴，供给
人们的是酸、苦、甘、辛、咸，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饮食五味。五气
由鼻而进入人体，首先藏在心脏
与肺脏之中，心主血，肺主气，心
肺功能正常，可以使人的气血充
盈、面色红润光泽，声音柔和洪
亮。五味由口进入人体，首先藏
在胃肠之中，经过消化吸收，用
来滋养五脏之气，五脏之气调

和，便能生成气血津液，气血津
液充足，精神自然就会旺盛起
来。

《黄帝内经·灵枢·平人绝
谷》曰：“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
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认为如果健康人 7 天不进饮食
就会死亡，这是饮食化生的精微
物质以及津液消耗枯竭的缘
故。说明胃肠摄取饮食、补充营
养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关键。

总之，均认为“气”是宇宙的
本原。此外，借用现代科学所提
出的宇宙大爆炸、红移现象、宇
宙辐射背景等，也为古人气学说
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对有形之物的研究，现代科
学从较为宏观的人体脏器的解
剖一直发展到微观世界的细胞、
遗传物质等，越来越细微，发展
迅速。对无形之物的研究主要
是各种电磁波的发现，但仍存在
许多没有被探知的物质，这些物
质称为暗物质。所谓暗物质指
的是难以用结构或定量模式来
还原的事物，就是世界上应该存
在但是我们不知道甚至无法表
述的物质。

中医学中的“气”可以归为
这个暗物质一类。经现代天文
计算估计宇宙中暗物质占全部
物质总质量的90%，可能是宇宙
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古
人早已对这个暗物质作了定义，
称作为“气”，“气”是暗物质。也
认识到了暗物质在宇宙世界的
重要性，认为“气”充盈于宇宙虚
空。

在现代科学中可以找到相
似的参照物：暗物质和暗能量。
根据2020年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的研究，暗能量占宇宙总量的
68.5％，暗物质占31.5％，而常规
物质仅占少数。这种对于宇宙
不可见力量的理解，无形影响有
形，有形以认识无形，突显了

“气”作为一种不可见的生命动
力的深刻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鹤壁市
淇县中医院）

“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人民认识世界的自然观。在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气学说渗透并融入
中医学理论体系，作为说理工具，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辨析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制定养生、诊
治的规律和原则，整理“气”的本质内涵和特点，从而丰富中医基础理论，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浅析哲学与中医气学说（中）
□牛凤景

六味地黄丸
□王亚芹

在浩如烟海的传统中药
方剂里，六味地黄丸宛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历经岁月洗礼，
至今仍在守护大众健康的舞
台上熠熠生辉。

方剂溯源
六味地黄丸最初源自东

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
略》，在当时它是作为“肾气
丸”出现的，用于治疗肾阳不
足之证。到了宋代，医学家钱
乙依据小儿“纯阳之体”的生
理特性，减去了原方中的附子
与肉桂两味温阳药，化裁出六
味地黄丸，专门用以滋补小儿
先天肾阴不足，为这一经典名

方开辟了新的应用方向，自此
它在滋阴补肾领域大放异彩。

成分解读
六味地黄丸由熟地、山茱

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
这六味中药精妙配伍而成。
熟地能滋阴补血、益精填髓，
是滋养肾阴的主力军；山茱萸
可补益肝肾、涩精固脱，为肾
阴竖起一道防护屏障；山药补
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
兼顾脾肾，促进后天对先天的
滋养。而泽泻泄肾浊，防止熟
地滋补太过而生湿；牡丹皮清
肝火，制衡山茱萸的温性；茯
苓渗湿健脾，助力山药运化，

三药作为“泻药”，调和整方，
避免滋补过度。

功效主治
滋阴补肾 它是肾阴虚患

者的“救星”。当出现腰膝酸
软，仿佛双腿灌铅、腰部绵软
无力时，或是头晕耳鸣，耳朵
里总有挥之不去的嗡嗡声，头
晕目眩，再加上夜间盗汗、手
足心发热、咽干口燥等一系列
阴虚内热症状，六味地黄丸便
能大显身手，纠正身体阴阳失
衡状态，为肾阴“加油”。

延 缓 衰 老 从 中 医 角 度
看，肾阴充足，能让人的精气
神更为饱满，五脏六腑得以滋

养，气血运行顺畅，减少皱纹、
白发早生等早衰迹象。现代
医学研究也发现，其含有的一
些活性成分，对调节内分泌、
抗氧化应激反应有积极意义，
助力延缓衰老进程。

改善亚健康 长期熬夜、
压力过大的上班族，身体常处
于一种似病非病的亚健康状
态，时常感到疲惫不堪、记忆
力减退。六味地黄丸可以慢
慢 调 养 身 体 机 能 ，恢 复“ 元
气”，提升专注力。

服用指南
剂型多样 市面上有传统

的大蜜丸，口感甜润，丸体较
大，适合细嚼慢咽；浓缩丸体
积小巧，服用方便，携带便捷；
还有水蜜丸、软胶囊等不同剂
型，患者可依个人喜好与服药
习惯选择。

用法用量 一般来说，大
蜜丸一次 1 丸，一日 2 次；浓缩
丸一次 8 丸，一日 3 次。具体
用量最好谨遵医嘱，因为不同
体质、年龄、病情，用药剂量和

疗程会有差异。
疗程 通常轻症患者连续

服用 2 个月~3 个月可见效，但
是慢性病调理可能需要坚持
半年甚至更久。患者服药期
间应定期复诊，让医生评估用
药效果与安全性。

禁忌证及注意事项
禁忌证 肾阳虚者，本身

阳气虚弱、畏寒怕冷、四肢冰
凉，服用六味地黄丸如同雪上
加霜，会加重虚寒症状；脾胃
虚寒、大便溏薄之人，药物滋
腻成分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肠
胃负担加重；感冒发热期间，
人体气血趋向于体表抗邪，此
时滋补会闭门留寇，让病情迁
延难愈，均不宜服用。

注意事项 患者服用六味
地黄丸期间，要忌辛辣、油腻
食物，这些刺激性饮食易生湿
热，干扰药效发挥。患者只有
坚持清淡饮食，才能为药物吸
收营造良好的环境。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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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对于小
儿生理、病理特点有很详细的观察，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掌握这
些特点，对做好小儿的健康保育和疾病的
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变蒸学说，首见于西晋医学家王叔和的
《脉经·平小儿杂病证第九》。隋唐以降，众
多医学家对该学说多有阐发，内容不断补
充，历代医学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议。
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认为变蒸是婴儿发热
的别名，不是发育的正常过程；而陈复正等
医学家则支持变蒸是小儿生长、发育的正
常生理现象。同时，陈复正注重虚实之辨
在小儿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认为虚则宜
培补，实则宜泻下，攻伐有度，用药精简轻
锐。

此外，关于变蒸的时间和周期也存在不
同的说法。

变蒸又称“小儿变蒸”，俗称“烧长”或
“生长热”，是指 2 岁以内的小儿，由于生长、
发育旺盛，其血脉、筋骨、脏腑、气血、神志
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变异，蒸蒸日上，每
隔一定的时间就有一定的变化，并且还可
表现出一些症状，如发热等，但并无病态，
是小儿精神、形体阶段性生长、发育的一种
生理现象。

小儿自出生之日起，32 日一变，64 日一
蒸，经过十变五蒸（即 320 日）之后，再经过
三次大蒸（64 日后为第一次大蒸，又 64 日后
为第二次大蒸，又 128 日后为第三次大蒸，
共 256 日），这样十变五小蒸、三大蒸完毕
（共 576 日），小儿的脏腑气血、筋骨百骸方
才生长齐备。

在变蒸过程中，小儿可能会出现一些症
状，如发热（可微热，可大热）、心烦、夜啼、
汗出、烦渴、呕吐、脉数而乱、口角起疱等。
但这些症状并非病态，而是小儿生长、发育
过程中的正常生理现象。同时，小儿的耳
朵、臀部等部位会发凉，上唇会出现白色小
点儿（变蒸圈）。

现代医学认为，小儿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确实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发热现象，这
可能与小儿的新陈代谢旺盛、体温调节中
枢发育不完善等因素有关。然而，现代医
学并不完全认同古代医学家关于变蒸学说
的所有观点，而是更倾向于从科学的角度
来解释小儿的生长、发育过程。

中医认为，小儿五脏六腑均较娇嫩脆
弱，功能尚未完善。具体表现为气血未充，
经脉未盛，筋骨未坚，内脏精气不足，卫外
机能未固，阴阳两气均属不足。形体结构、
气血津液和气化功能均相对不足，尤以肺、
脾、肾三脏更为突出。肺主一身之气，外合
皮毛腠理，肺脏娇嫩，则卫外不固，而易为
外邪所侵。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
微，为气血生化之源。小儿生长、发育迅
速，对气血精微需求较成人相对为多，但小儿脾胃薄弱，运化未
健，饮食稍有不节，便易损伤脾胃而患病。肾为先天之本，肾中
元阴元阳为生命之根，关系到人的禀赋体质与成长。小儿生
长、发育，抗病能力以及骨髓、脑髓、发、耳、齿等的正常发育与
功能，均与肾有关。而在小儿在出生后，脏腑功能逐渐完善。
小儿的脏腑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例如，肾藏精，主
生长、发育和生殖，小儿在变蒸过程中，肾气会逐渐充实，从而
推动小儿的生长、发育。同时，小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
不断地化生和充实气血精微，其他脏腑如心、肝、脾、肺等也会
得到相应的发育和完善。变蒸过程正是小儿气血精微化生和
充实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小儿的气血会逐渐旺盛，从而
支持其生长、发育和脏腑功能的完善，其机体的阴阳平衡也会
不断地变化，从而保持其生命活动的稳定和有序。

小儿变蒸虽然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外感与内伤也可能对
其产生影响。外感因素如寒邪、风邪等可能干扰小儿的正常生
长、发育，而内伤因素如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等也可能影响小儿
的脏腑功能和气血化生。因此，在小儿变蒸过程中，需要特别
注意外感与内伤的共同作用，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调整。

中医认为，小儿变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小儿生长、发
育的自然规律、脏腑功能的逐步完善、气血精微的化生和充实、
阴阳平衡的调整以及外感与内伤的共同作用等。这些因素相
互作用、共同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因此，在小儿变蒸期间，
家长应注意观察小儿的临床表现，如体温、精神状态、饮食等。
若小儿出现高热、烦躁不安、精神萎靡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以排
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同时，家长应保持室内通风、保持小儿
的清洁卫生、避免过度保暖等，以及避免盲目使用退热药物等
过度医疗干预。因为变蒸是小儿生长、发育的正常生理现象，
过度干预可能会对小儿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若小儿症
状较轻，可进行适度物理降温，多给患儿喝水等措施；若症状较
重或持续时间较长，应及时就医，遵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中医儿科中的变蒸学说是一种解释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
的学说。虽然历代医学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但是现代医
学认为小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发
热现象。在护理小儿变蒸时，家长应注意观察小儿的临床表现,
并遵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
瘤之一，手术治疗是其重要的治
疗手段。然而，术后患者往往面
临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挑战。中医
康复护理在促进乳腺癌患者术后
康复、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以下是一些关键要点。

饮食调理
中医认为,饮食与健康关系

密切。乳腺癌术后患者应遵循
扶正固本、健脾益气的饮食原
则，多食用具有益气养血功效的
食物，如山药、桂圆、黑芝麻、猪
肝、菠菜等，有助于补充手术所
耗损的气血。同时，患者可适当

摄入具有软坚散结作用的食物，
如海带、海藻、紫菜等，预防肿瘤
复发；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刺激
性食物以及含雌激素高的食物，
如蜂王浆、胎盘等，因为雌激素
可能刺激乳腺癌细胞生长。患
者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采用少
食多餐的方式，减轻肠胃负担，
促进营养吸收。

情志调节
乳腺癌的发生与患者长期

情志不畅有一定关联。术后，患
者往往因身体形象改变、对预后
担忧等因素，容易产生焦虑、抑
郁、恐惧等不良情绪。中医认

为，情志失调会影响脏腑功能和
气血运行，不利于身体康复。因
此，情志调节非常重要。患者家
属和医务人员应给予患者充分
的关爱与支持，鼓励患者表达内
心感受，及时疏导不良情绪。患
者自身也可通过听音乐、阅读、
冥想、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方
法舒缓情绪，宁心安神，保持乐
观积极的心态，增强战胜疾病的
信心。

患肢功能锻炼
术后患肢功能锻炼，对于恢

复上肢功能、预防淋巴水肿等并
发症具有关键意义。中医康复

护理注重循序渐进。在术后早
期，当伤口尚未愈合时，患者可
进行简单的握拳、屈伸手指等活
动，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萎
缩。随着伤口愈合，患者可以逐
渐增加锻炼强度，如进行手腕关
节的屈伸、旋转运动，肩部的前
屈、后伸、内收、外展等活动。

在锻炼过程中，患者要注
意避免过度劳累和牵拉患肢，
可配合热敷、按摩等中医外治
法，缓解肌肉紧张，减轻疼痛，
提高锻炼效果。一般建议每天
进行3次~4次功能锻炼，每次15
分钟~30分钟，持之以恒，可以促

进患肢功能的早日恢复。
中药调理

中医根据患者术后的具体情
况辨证治疗。对于气血亏虚者，
中医常采用八珍汤、十全大补汤
等方剂补气养血；对于脾胃虚弱
者，可选用四君子汤、六君子汤等
健脾益胃；对于肝郁气滞者，则以
逍遥散等疏肝理气。

中药调理不仅可以改善患者
的身体虚弱状态，增强机体免疫
力，还能调节内分泌功能，对预防
乳腺癌复发具积极作用。同时，
一些中药外用制剂，如中药湿敷、
中药膏剂贴敷等，可用于缓解患
肢肿胀、疼痛等不适症状。

穴位按摩与艾灸
穴位按摩和艾灸是中医康

复护理常用的方法。通过按摩
内关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太
冲穴等穴位，可起到调节气血、

疏通经络、宁心安神的作用。每
次每个穴位按摩 3 分钟~5 分钟，
每日 1 次~2 次。艾灸则可选用
神阙穴、关元穴、气海穴、中脘穴
等 穴 位 ，以 温 阳 补 气 、扶 正 固
本。艾灸时要注意温度和距离，
避免烫伤皮肤。穴位按摩与艾
灸一般在术后病情稳定时开始
进行，需要在中医医师的指导下
操作，以确保安全有效。

乳腺癌术后康复是一个综合
的、长期的过程，注重整体调理与
个体化护理相结合。合理饮食、
情志调节、功能锻炼、中药调理以
及穴位疗法等方面，能够帮助患
者更好地恢复身体功能，提高心
理调适能力，降低复发风险，提高
生活质量，让患者在术后康复道
路上更加顺利。

（作者供职于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乳腺癌术后中医康复策略
□孙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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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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诊
疗感悟》《关注中医药改
革》等栏目，真诚期待您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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