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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中和"为本#强调!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秩序$ 立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

视角#对历代重要中医典籍的基本理论%医学原则与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中医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丰富的!中和观"思想内

涵#呈现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守中致和"!内外平衡"!动态和谐"的基本特征$ 深入考察这一基本理念和方法的内涵%

特征与价值#能够为重构中医话语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提供研究范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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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基于人的健康赋能的理论创

造和实践智慧的结晶& 从理论形成与发展来看#不

仅表达着千百年来医家对于生命规律的认知#而且

呈现出强调人与自然并育并行'守中致和的(中和

观)理论特质与思想内涵#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本质

与现象'理念与方法'形态与精神等多重视角展开探

寻#以期为新时代守正创新提供历史和逻辑的研究

视角与方法&

?@中医中和观的理论本质与特征

(中和)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事物并育并行'内外

协调'守中致和规律的认知& 不论是自然哲学还是

人生哲学#人们总是由(天道) (自然)出发#立足于

(道)(气)(理)(仁)(爱)(诚)(知)(行)(名)等核

心范畴#探寻宏阔宇宙和人与自然存在发展的(和)

(太和)(中) (中庸)等基本状态和规律#据此生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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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叩其两端'注重体用'执中用两的自然观'伦理观

和知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形态

与精神内涵&

中医理论是中华文明与文化孕育的产物#深受

(中和)思想滋养#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医(中

和观)理论形态& 从本质看#呈现出(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 (守中致和) (内外平衡) (动态和谐)的思

想内涵& 即力图把事物变化和人的活动限制在

(度)的范围内#避免越过(度)而达到(两端)#符合

恩格斯关于(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

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

命的本质条件)

+$,的科学论断#揭示了生命运动规

律& 从特征看#一方面#历代中医典籍关于理'法'

方'药的论述多涉及(中和)思想#如常使用(中和)

(和合)(平衡)(调和)(过与不及)等#无论诊断'治

疗或养生#始终围绕(中)这一基点与主线#在(和)

的背后都有(中)这一标尺#形成了注重人体内外平

衡协调的基本医学原则& 另一方面#既重视形体协

调#又关注心理'精神等情志活动的和谐健康#蕴含

着健康医学的价值指向#展现出医学使命与人的价

值的内在统一& 这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念与

方法#以超前思维为人们的健康实践提供了一把钥

匙#为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

践智慧&

A@中医中和观的形成与历史发展

中医中和观随着中医经典的产生而产生#随着

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在这一过程中#又受到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哲

学'科学'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影响#深深烙下历史与

时代印记&

AB?@四部经典的中和思想%-黄帝内经. -难经.

-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是最早的中医典籍#堪

称(四部经典)& 从历史背景看#随着先秦至两汉时

期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

文化和传统的物质文化开始奠基)

+!,

#人们的生活

方式逐步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跃迁#主体意识被

激发#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

度)

+8,

& 由此#儒'道'法'墨等(百家争鸣)不仅形塑

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思想认识基础#也催生了涵

盖早期医学'药学'针灸'方药的系统中医理论#而且

从一开始即展现出古代医家(关于自然界'人类生

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

+#,

#蕴含着追问

生命本质'追求和谐健康生活方式的(中和)生命

观'健康观和方法论体系#体现着(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阴阳平衡) (守中致和) (过犹不及)的价值

指向& 尤其是-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中和观的基

本理论框架#对后世传承发展影响深远&

首先#天人中和& 将天人关系作为理论起点与

核心问题#从整体角度把握生命存在规律与自然界

的关系#所谓(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

+B,

& 如

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能量'信息交换与传递#天'

地'人构成相互作用'动态运动的统一整体#自然界

变化必然带来人的脏腑与精神的相应变化#人的生

命存在与变化要符合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 如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脏象

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

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素问*天元纪大论."& 药物也是如此#(上药)

(主养命#以应天)%(中药) (主养性#以应人)%(下

药)(主治病#以应地)%(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

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 !-神农本草

经*序."#将药物数量'特性与一年的天数比应起

来& 张仲景认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

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

难极)!-伤寒论."#由此发挥出(阴阳自和)的理论

命题#后人称(仲景之治病//其分两轻重#皆有法

度//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 此乃天地

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

+B,

& 既然

人与自然'社会存在着中和平衡'相应合一关系#那

么人的思想行为应以(中和)为度#与自然'社会保

持中和平衡#不可违背规律而动#(以春应中规#夏

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 !-素问*脉要精微

论."#如此便能与自然万物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制

化规律同频共振#达到(阴平阳秘)(内外调和)的理

想健康状态&

其次#形神中和& 四部经典作为防病治病'长养

生命的科学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是形体与精神的有

机统一#由此构建出形与神俱的生命中和观& 所谓

(形为神之舍) (神为形之主)#形神相关相合#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 五脏安和则精微化生#血脉通利#

神气乃居%精神内守'中正和平则形体康健#邪不能

害& 如(五神脏)理论#将人的七情五志与五脏密切

关联&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人的情志变化与脏腑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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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功能是相生相胜'相互制约的#由此确立了养心健

体'(以情胜情)的调养和治疗法则#强调唯有(形与

神俱)#形体与精神均达到平衡'旺盛状态#才能(神

明形安)(形健神清)#真正实现健康目标#(故能形

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

天真论."& 没有(形)则(神)无处存生#失却(神)

则(形)枯槁亡灭& 由此#在健康实践中#应始终做

到形神共养#形神合一#(故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

盛衰#皆人神之所赖也& 故欲养神者#不可不谨养其

形+A,

&)这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也是保身

长全'长养生命'延年益寿的重要前提&

再次#医道中和& 中医经典立足天人'形神中

和#借鉴古代哲学(道器观) (精气论)#将人体脏腑

看作系统统一整体建构医学理论与方法&

一是(奇恒常变)的疾病观& 从人体与自然之

气(邪正相争)导致表里出入'寒热进退'邪正虚实'

气血紊乱'疾病传变等出发#强调疾病发生原因主要

有外伤(六淫)和内伤(七情)导致整体机能失调&

如(有正经自病#有五邪所伤) !-难经*第四十九

难."#尽管病因不同#但根本都在于(六淫) (七情)

过用所致#由此强调(奇恒常变)#阴阳相随#所谓

(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 -五色.-脉变.-揆度.

-奇恒.#道在于一& 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

机)!-素问*玉机真脏论."#(阴脉不足#阳往从

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 !-伤寒论*辨脉法第

一."& 所谓(一)#即有序'和谐与统一#其核心是避

免(过与不及)#保持机体的恒常与中和平衡状态&

二是辨证论治的疾病防治观& 如四诊合参'审

机论治'辨证论治#均将(证)作为诊断概念和治疗

对象#注重把握疾病变化过程中致病因素与机体相

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机能失调的病候本质#因时而

异#因人而别#强调治疗的标准和目标在于维系整体

机能的动态'综合平衡协调& 所谓(谨察阴阳所在

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虚者

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 不实不

虚#以经取之者#是正经自生病#不中他邪也#当自取

其经#故言以经取之)!-难经*第六十九难."%(凡

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

必自愈)!-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即强调虚实补泻治疗原则的根本在于调节其偏盛或

偏衰#达到扶正祛邪的目标& 如张仲景所论#疾病发

生的根本在于阴阳不和#因此治疗无论使用何法'何

方'何药#均以使之达到阴阳自和为上策#既不偏于

阴#也不偏于阳#使得汗液自出'便溺自调#邪气既

微#正气得守& (阴阳自和)理论充分发挥了-黄帝

内经.治病求本的中和思想& 方剂药物配伍也是如

此#以达同向与调和为要& 所谓(药有君'臣'佐'

使#以相宣摄& 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

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神农本草经*

序."& 因此#(用药犹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

臣少佐#则气力不周也)(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

豉各有所宜#共相宜发也+@,

&) (和合)使用#方可使

药物(四气)(五味)和调#顺其药性#中和为度#不得

违越&

三是知常达变的医学方法& 如整体推演'功能

认知'常变探求等#其宗旨皆在于把握五脏阴阳'四

时寒热'劳逸动静的中和之理& (夫人禀五常#因风

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

舟#亦能覆舟& 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

风#中人多死)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第一."#强调人应时刻关注自然界各种变化#外避

虚邪贼风#内护元真之气#趋利避害#保持生命安和&

其医道观视人为精气聚合'离散之器#从人体整体机

能活动及其相互联系的(道)的方面看待生命过程

与机制#与单纯注重从解剖生理的形质结构之器的

角度看待生命过程的观念相比#更体现出基于(中

和观)的辨证综合认识论的鲜明特点&

四部经典所展现的(中和观)理论内涵#在后世

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中得到不断继承和发挥#形成

了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历史链条&

ABA@魏晋南北朝中医中和观的继承与发展%这一

时期#以(有无本末之辩)为核心的玄学本体论影响

和促进了中医理论与临床发展#其脉学'针灸'方剂'

养生理论继承四部经典理论内核#体现着对中医

(中和观)的应用与发挥&

首先#脉诊理论& 王叔和借鉴张仲景论脉法#以

(类例相从)方法撰著-脉经.#发挥(脉有三部#阴阳

相乘& 荣卫气血#在人体躬)(变化相乘#阴阳相干)

(太过可怪#不及亦然) !-脉经*卷五."等基本思

想#创立了平脉早晏法'持脉轻重法'平阴阳'虚实'

逆顺等脉法#强调人体经脉'脏腑的阴阳平衡和虚

实'盛衰'逆顺'损益有度#不可太过不及#呈现出中

和观理论旨趣& 一是根据脉象强弱变化判断其太过

与不及#以此观照五脏六腑功能虚实'强弱和形体的

盛衰变化& 所谓(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

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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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脉经*卷一."& 二是强调阴阳平衡#损益

有度#治疗疾病的根本在于和合而治#平调其虚实'

逆顺'损益#使虚实有度'阴阳相从'五脏安和#如

(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

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

者#益其精气#此治损之法也)!-脉经*卷四."& 三

是循象察意#辨识脉理& 所谓(和鹊至妙#犹或加

思)!-脉经*序."#始终把握中和之道#力避偏嗜过

用#乖戾浅薄&

其次#针灸理论& 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

其医理(和气浃而充塞#兹亦助人灵#顺阴阳#明教

化)

+:,

#深谙(四部经典)中和义理和顺逆之道#且天

人'忠孝'仁慈之事'理'义尽聚尽现#深中医家守中

致和'仁心仁术之肯綮& 一是以天人和谐阐释生理&

认为人体阴阳'脏腑'经脉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五

行之气相参相合'息息相通& 如(余闻人之合于天

地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味'五时'五位&

外有六府#以合六律#主持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

十二辰'十二节'十二时'十二经水'十二经脉#此五

脏六腑所以应天道也)!-针灸甲乙经*十二经脉络

脉支别第一下."& 二是强调天人相应#顺和逆乱&

认为季节变化'四时寒温'月之满空'昼夜晨昏与疾

病发生具有确定性联系#相顺则和#相逆则乱& 三是

遵循四时阴阳#逆顺和合& 强调以四时阴阳顺逆为

核心阐释病机传变机制#(相顺为治) (逆则为乱)#

需时刻维护人与自然变化的和谐统一#使阴阳平衡#

和合有度& 如(四时者#春夏秋冬#其气各异& 营卫

相随#阴阳相合#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而治矣)

!-针灸甲乙经*阴阳清浊顺治逆乱大论第四."#即

保持营卫'清浊之气阴阳和合'相应相随#如是则能

(顺而治之)#反之则出现(相逆而乱)#即清浊'营卫

之气运行产生错位#导致(乱气之相逆)& 唯有调和

疾病顺逆'本末#标本兼治#泻其有余#补其不足#使

阴阳相合#虚实相宜#方为良策& 四是强调顺应天

时#中和调治& 指出针灸治疗总纲领是遵循天地四

时阴阳之气变化规律调理经脉气血的大小'多少#以

(中度)'适度为标准#使之有常有合有度#中和平

衡#和谐统一& 所谓(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者

也)!-针灸甲乙经*十二经水第七."& 以此为针灸

临床诊断与治疗的基本法则#映照了中国哲学(中

庸)(中和)(过犹不及)的价值旨归&

再次#方药理论& 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集

理法方药为一体#不仅因(青蒿一握)展现传统中医

药历久弥新的内在价值#而且蕴含集儒道思想为一

体的中和内涵& 一是强调天人和合#辨证论治& 认

为疾病发生往往是人不能顺应自然界寒热温凉之气

的变化#触犯邪气#有所(乖离)所致#需顺应人与自

然和合规律#顺势而治#消缓乖离之证#其核心在于

顺应平衡#不可太过'不及& 如(卒中) (卒客)一类

病证#多由人身之气与天地自然之气发生(乖离否

隔)导致气机运行左右偏离失序#上下阻断不通#各

项功能趋于衰竭#需变逆为顺方可否极泰来& 如

(凡卒死'中恶及尸厥#皆天地及人身自然阴阳之

气#忽有乖离否隔#上下不通#偏竭所致#故虽涉死

境#犹可治而生#缘气未都竭也)!-肘后备急方*救

卒中恶死方第一."& 具体施救方法用人工呼吸'刺

鼻'垂耳'针灸等急救疗法#使其(气通则活)#再逐

步(消其余势)#恢复生机#挽救生命于一息& 二是

强调五味和合#随证而治& 如认为(黄疸病)发生原

因在于(大食)(大汗)(大醉)(大劳大热交接)!-肘

后备急方*治卒发黄疸诸黄病第三十一."#为饮

食'运动'房事不节(过用)所致#其根本治则是有所

节制#遵循四时'饮食'药物'劳逸'情志等各种禁忌#

勿使过用#保持中和平衡& 三是人体和合#重治未

病& 如提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

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 !-抱朴子内

篇*地真."#强调顺应人体疾病规律#治疗疾病不

仅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将疾病消

弭于萌芽状态& 其医理医道充分展现了(仁心之发

见者)!-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的儒道情怀和

为民之心%其中和义理能否贯彻于人的思想与行为

之中#全在于人的自觉#所谓(道不远人)#惟须(人

能弘道)& 只有明了这个道理#才能(勤而行之)(习

而成性)#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日积月累#方能

受益& 所谓(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

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如果(闻

之者不信'信之者不为'为之者不终)

+9,

#则必然一

曝十寒#半途而废#与健康之道渐行渐远&

最后#养生理论& 陶弘景所著-养性延命录.#

其思想涵盖教戒'食戒'杂戒'服气疗病'导引按摩

等#强调以生命为贵#人与自然'人自身应顺应合一'

平衡有度#不可强力妄为& 一是以(节护)(自爱)为

本& (人生大期#百年为限#节护之者#可至千岁)&

人的生命像点油灯#灯芯细小则燃烧时间长#灯芯粗

大则容易耗竭#以此教导人们爱护自己身体#节制各

种欲望#避免灾祸发生& 二是(有教有戒) (以不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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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 要注意各种禁忌#不违逆四时之(和)#不悖

谬行为之(适)#(养寿之法#但莫伤之而已& 夫冬温

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 养生之道如同

水火#用之得当则调和匀平#过而失度则成(三车之

祸)& 三是学习和把握养生方法& 所谓(达生之情

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 达命之情者#不务智之所无

奈何)(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

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

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养性延命录*教戒篇第

一."& 即通过学习认识保精节欲'益气养神'饮食

房事'医药导引等养生之道#且身体力行#以顺应天

生之理#禀受自然寿命#天人合一#张弛有度#虚静自

守#中和平衡#以 (免夭伤之患) !-养性延命录

序."& 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得不偿失& 饮食'

情志'服气药饵'运动养生皆然& 唯其如此#才能和

合四气五味#常备健顺之法#常行中和之道&

ABC@隋唐中医中和观的继承与发展%隋唐时期中

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快速发展#中医

药学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激发出(大医精诚)'

内外兼修'清静观悟'崇戒修慧'儒释道会通的中和

文化精神内涵&

首先#病因病机理论& 巢元方编著-诸病源候

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候分类论病理论体系#其

理论与方法呈现出中和理论特色& 一是(六邪)(九

气)#病因失度& 系统阐发(病原)#认为疾病发生往

往是人与自然(六气)失序失度或人自身(九气)失

和& 如(人之生也#陶六气之和#而过则为?) !-巢

氏诸病源候总论序."#(九气者#谓怒'喜'悲'恐'

寒'热'忧'劳'思& 因此九事而伤动于气)!-诸病源

候论*九气候."#气和者不病#气不和则发为邪气

为病#须分别阴阳之变'揆度表里盈虚'审察情志躁

静#扬正祛邪#节制喜怒#使气机畅顺和合#勿使过与

不及& 二是气血阴阳#病机失调& 阴阳失调则引发

积聚'瘕诸候%邪正盛衰不和则导致痢病诸候#为

寒热邪气客入不化#体虚'气虚'血虚而生%气血津液

失常则出现精气同病'气血同病'气与津液同病'血

与津液同病等& 所谓(夫血气者#所以荣养其身也&

虚劳之人#精髓萎竭#血气虚弱#不能充盛肌肤#此故

羸瘦也)!-诸病源候论*虚劳羸瘦候."& 脏腑病变

皆有虚有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此中和大法#用之

不怠& 三是寒热虚实#证候失和& 如(五劳)(六极)

(七伤)证候#皆因饮食'劳倦'七情'冷暖无度不节'

失和失调以致阴阳'气血'脏腑虚损而成#治疗需调

和寒热'补虚泻实'补养虚劳'充盛肌肤'宣导气机'

调和气血#使饮食'劳逸'情志有度有节#中和平衡&

同时#高度重视脾胃一关和肺肾两脏病证#强调(先

天)(后天)之本的中和平衡#补泻有度#调达令和#

其逻辑理路符合阴平阳秘'虚实补泻的中和观理论

内涵&

其次#方药理论& 孙思邈世尊(药王)#一生崇

医好药# (拯民之瘼) !-新校 \备急千金要方 ]

序."#普济众生& 所著 -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

方.相辅相济#比翼交飞#自创(方证同条'比类相

附)之法#分门别类#纲举目张%贵命如金#倡导大医

精诚'德术兼修#成为后世医家范导& 医学文献家王

焘#师承渊源#精通岐黄#所纂-外台秘要方.#专事

汇编#以述为主#兼有精论#自成(一家之学)!-校正

外台秘要方卷序."& 作为唐代医方的并蒂奇葩#博

集精化#守正创新#其基本方法'方剂论说'医理医德

均蕴含着(中和观)应用与发挥& 一是扶正祛邪#辨

证立方& 强调人(禀受天地中和之气) !-备急千金

要方*治病略例."而生#疾病防治重在调和寒热'

补泻虚实'注重养护'中和节度#所谓(至于切脉诊

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 !-备急千金要

方*序."#不可妄为妄论#失节失度& 以脏腑为纲#

强调中和平衡#辨证论治#时刻观照(实热) (虚热)

(虚寒)(实寒) (俱实) (俱虚) (俱实热) (俱虚寒)

等复杂情况#确立脏腑虚实寒热中和论治的辨证法

则& 如正邪虚损#补泻相济'除热解毒#养阴生津'寒

温相济#清热散寒'谨候病机#权衡以中& 对于伤寒

一病#王焘强调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宜须两审)#

根据具体情况和合辨证& 二是处方用药#不拘一格&

(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然其

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

处)

+B,

#皆循虚实寒热逆从#病治异同#顺势而为#

(大而有法#杂而有方)#不可执一#流传千年#用之

不怠& 三是崇本妇儿#养护为先& 将妇儿养护与疾

病治疗有机结合起来#建构了妇科由求嗣'调经'妊

娠到产后医护及儿童发育'护养'疾病治疗等整体辨

证妇儿医学体系&

再次#惟慎惟节#摄生养性& 认为养生根本在于

居安思危#养成有度有节的良好生活行为习惯#善

(治未病)#将预防与治疗有机统一#所谓(善养性

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备急千金要方*养

性序第一."& 一是安不忘危#预防为先& (勿以康

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备急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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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要方*居处法第三."#有病早治#不可因拖延导

致病情加重& 王焘也认为(若小有不和#则须救疗#

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疗#鲜有不愈者//此

自养之要也)!-外台秘要方*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

六首."#既强调有病早治#又强调和合自养#自慎节

度#恬淡自然#切中肯綮& 二是顺应自然#依时摄养&

认为养生养性应时刻观照四时气候变化规律#顺应

自然#依时而变#顺势而为#不可须臾悖离& 如顺应

四时#和合脏腑& 遵循-黄帝内经. (四气调神)理

论#强调(人能依时摄养#故得免其夭枉也) !-备急

千金要方*养性序第一."#即人的生活起居应符合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规律#做到协调统一#

保养元气天真#使形体健顺#五脏安和& 应与时消

息#规范行为#自然和顺#不可过妄& 提出(食治)概

念#将(食养) (食疗)结合起来#强调食物养身与治

病的双重功能#使(阴阳调和#人则平安)& 还强调

自然节度#怡养情志#常以小劳#动静相宜#自慎节

欲#以畏为本#把握宜忌#不可纵欲无度& 其宗旨在

于始终强调调顺'和合'节之'畏之'慎之#(道之所

在#其德不孤0) !-备急千金要方*道林养性第

二."#其微言大义#值得深思& 天地之道#盈虚消

息%人生之理#纷繁复杂%医学之法#浩若星海%人性

之养#善恶罅隙& 人生屯危#惟自节自度#自慎自畏#

知足常乐#则能守正避邪#瑕瑜互见& 如果忘乎所

以#一味用强#恣情纵欲#必然危殆生命#招致横祸#

悔之晚矣& 三是崇德为先#福寿自延& 认为养生的

根本和终极目标在于养德#崇德守道#福寿自延#这

才是(大旨)& 如以德为先#崇善养性#(道德日全#

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 !-备急千金要方*

养性序第一."%进退有度#中和自得& (丈夫处其厚

不处其薄#当去礼去圣#守愚以自养& 斯乃德之源

也)!-千金翼方*养性禁忌第一."#强调立身敦厚#

存心朴实#守愚自持#修养道德#懂得进退得失#不为

物役世俗所累#不为嗜欲权势所牵#自觉守道#修养

身心#不得虚妄浅薄#贪恋虚华#违背常理#名利乱

心#这才是修养德行的源泉%克除(五难)#福寿自

延& 养生(五难)即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精

散等#除此(五难)#把握(忧患)与(安乐)的辩证关

系#方能明白中和之道#居安思危#修养心身#否则将

导致(六不治)!-备急千金要方*诊候第四."的极

端之患&

最后#大医精诚#中和医道医德& 孙思邈以(千

金)冠其书名#(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

之#德逾于此) !-备急千金要方*序."#(精诚)二

字更是直抵医原'医道'医德本质#突出体现以普救

百姓疾苦为任的大医宗旨#无愧医德法典#成就中国

医学思想史的一座里程碑& 一是大医精诚#德术并

重& 认为医学本质和医者使命在于仁孝之心'治病

救人#由此提出(大医精诚)的医学观及其方法& 一

方面#医学乃(至精至微)学问#肩负救济生命重任#

为医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全面准确把握医

理与方法#提高医疗技术水平#避免庸医失误害人&

如强调(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

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 故学者必须博极

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

误哉)!-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第二."& 另一

方面#医生诊治疾病时须葆有慈悲'恻隐之心#无论

贫富'贵贱'长幼'亲疏#(普同一等)#一视同仁#安

定心志#无欲无求& 既要(专于技)#还要(恒于德)#

充分表达了医者仁心'仁术'仁德的理论本旨和儒道

情怀& 二是智圆行方#中正和平& 认为(名医愈疾)

之道在于(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

#

不仅反映着医者治病疗疾的基本规范#而且透射出

强调中和平正的认识方法& 一方面#中和是天地之

至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大'小'方'圆皆依具体情况

而定#但其宗旨和最佳状态在于中和#唯其如此才能

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

序)!-周易*文言."的至高至圣境界& 另一方面#

从医学规范看#强调医生治病要周密详尽#小心谨

慎#明辨病情#(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

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 省病诊疾#至意深心)

!-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第二."#即便病情危

机#也要详审慎判#不得率尔操觚#草率从事& 同时

还要果断大胆#临机善决#随机应变#用心精微#灵活

圆通& 不得执着一念#违背医理医德& (智圆行方)

的认识方法#不仅蕴含着中和中正的辩证思维特征#

而且是儒家仁'智'勇(三达德)在医学领域的具体

反映#是儒家思想浸润医德'医道'医理#凝聚大医精

诚'仁孝通达'中和平正等中医文化精神的理论表

现#对宋代以降儒医荟萃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出现

产生着深远影响& 三是治国治身#医儒中和& 继承

古代先贤(上医医国)的儒道情怀#提出(古之善为

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论断#不仅

强调医者以医技疗疾#因医术高低分为三等#勉励医

者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

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备急千金要方*

*A*



!"!# 年 $ 月 $" 日%第 $ 期

&'($%%$" )*+,*-.!"!#

%%%%%%%%%

中%医%学%报
/01/023&454647303&4

%%%%%%%%%%%

第 89 卷%总第 8": 期

;'<(89% %%&'(8":

诊候第四."#而且强调医者应用心用意#将医国'医

人'医病结合起来#治身与治国统一起来#砥砺医者

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彰显医者社会责任与使命& 如

将国与身相类比阐明这一大道至理$(人之一身#一

国之象也& 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

也%骨节之分#犹百宫也& 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

民也#知治身则能治国也& 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

惜其气#所以全其身) !-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第

一."& 将人体胸腹'四肢'骨节'血气与国家宫城'

四野'君臣相类比#阐明医者对待病人应使其全身气

机畅通#元气培固#血气充盈%治国之道应有威有德#

德法并重#以爱民'顺民'安民为要& 医者一旦遣方

用药失度#君主一旦治理国政失察#不懂得治乱存

亡'强国富民之道#违逆而为#则必生横祸灾殃& 可

见为医之道与治国之道异曲同工#其核心宗旨是一

致的&

ABD@宋金元中医中和观的继承与发展%宋代官修

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确立五脏辨证纲

领%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强调审证(三

因)辨治%(金元四大家)创新(寒凉)(攻邪)(补土)

(滋阴)学派#发挥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 从理论本

质看#呈现出承而不泥'弘而遵经和(中和观)价值

指向&

首先#儿科药证& 钱乙继承前代医家(贵子)

(慎养)思想#认识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在于(脏腑

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治以(柔润)柔

养脏腑为本#遣方用药兼顾扶正祛邪#寒温适度#补

泻有节#中和为要#并创立(六味地黄丸)等一代名

方& 一是脾肾为本#中和补泻& 如认为小儿体质全

而未壮#应中和柔润%健脾和胃#中和后天%肾虚无

实#中和先天等& 二是五脏辨治#中和为本& 如依据

小儿生理病理特点#首重望诊#确立五脏证治'健脾

和胃的辨治纲领和详察病机'攻不伤正的治则治法#

构建起以五脏虚实辨证论治为核心的儿科医学思想

体系#始终强调以中和为本#洞察禀赋虚实和病机传

变#补泻有度#不可妄补忘泻#妄攻妄下#伤其正气&

三是辨证立方#中和为要& 其创制方药的基本理念

在于贴近小儿体质性情#中和平缓#补泻各宜#方用

和合#固护正气& 如精究药味'灵活增损'药量剂型

有度有节%五脏证候#补泻有度#以得为要#反对大下

妄泻& 其五脏补泻诸方如(导赤散)(泻心汤)(安神

丸)(泻白散) (益黄散) (白术散) (地黄丸) (阿胶

散)(泻黄散)等皆循此理#补中和胃'健脾益气'补

泻兼备'攻不伤正#中和平正#保赤慈幼#意旨深远%

君臣佐使#平和简明& 钱乙诸方#理'法'方'药贯通#

君'臣'佐'使洞明#证治合理#用药精到#主次分明#

靶向明确#环环相扣#始终贯彻(儿本虚怯)(脏腑柔

弱#不可痛击)的根本宗旨#用药味少量宜#重在调

和'补益'润养'疏导#消补兼施#温中寓清#攻不伤

正#无伐天和#呈现出中和平衡的思想旨趣& 所谓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

书*大禹谟."#亦如朱熹所言(但古之圣贤#从本根

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

尽善)

+$$,

#其医道精微#中和平正之理#谓之圣贤必

在情理之中& 尤其是关于小儿(肾主虚)体质特征

的论断以及从肾阴虚认识小儿生理病理'治法方药

的医学思想影响深远& 后世医家循此法则#不仅尊

崇肾阴虚论治#而且丰富了肾阳虚研究#不仅应用于

小儿#而且广泛应用于成人#形成了系统的理论链

条& 如朱丹溪发挥(小儿纯阳之体)之论#认为(小

儿易怒#肝病最多#大人亦然& 肝只是有余#肾只是

不足)

+$!,

#由此提出(阳有余)观点#注重滋养阴津%

薛己承袭(肾主虚)学说#阐明应用(六味地黄丸)制

火补肾'(壮水益肾)

+$8,的理论内涵%张介宾基于

(肾主虚)提出(命门)概念#阐明(阳非有余#阴常不

足)

+$#,之理%万全进一步提出(两有余三不足)观

点#认为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 (心常有余#肺

常不足& 有余为实#不足为虚) (肾主虚者#此父母

有生之后#禀气不足之谓也) (实则生风) (虚则成

疳)(惟肾本虚#为命所关)

+$B,

#强调温补肾阳#慎用

寒凉& 明清以降的温热学派籍(小儿脏腑柔弱)(易

虚易实#易寒易热)观点#创造出(存津育阴)治疗大

法#如吴鞠通认为(小儿秩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

(且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

易于感触)

+$A,

#由此提出小儿(稚阴稚阳)的体质学

说#丰富了儿科辨治理论&

其次#三因辨证& 陈言承袭-黄帝内经. -伤寒

杂病论.病因理论#建构了基于(中和观)的(三因学

说)& 一是病因三分#医儒会通& 将病因'病位与发

病途径有机结合#使病因分类更加科学合理& 医学

研究方法主张(以儒学治医学)#强调学术之道应博

古通今#注重萃取精华#处理好博约繁简的关系#阐

明脉证方药的(名'体'性'用)#做到医理与方药互

鉴#疾病与治疗贯通& 二是顺生邪害#六气中和& 将

(六淫)合并归纳为(四气)以和合四时#以(热)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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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适应临床辨别& 其客观依据在于强调(火)有

正邪之分#其正在于(和平)#具有温煦生化人体阳

气之功#(过)则(亢烈)为(热)邪#成为致病因素#

比较而言#用(热)更能体现(火)邪的临床特征& 其

治疗宗旨在于顺应天道自然和生命规律#祛邪扶正#

调和内外'表里'虚实'寒热#使阴阳平正#机体和谐#

中和意旨显明而贯通& 三是静宁动乱#慎常守度#七

情'行止中和& (七情)是心理与情绪的外在表达#

适度情绪有助于升发'濡养和宣泄脏腑气机#怡神养

性#一旦过用#则生疾病& 规避的关键在于顺其自

然'(将护得宜)#治疗则以安和五脏'和解调理为法

则& (不内外因)即(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

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

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普济方*三因论."#其

致病核心在于(有悖常理)#劳逸作强#饮食失度#行

止失节& 规避的关键在于(慎)#守法而行#慎常守

度#惜护其身#切忌妄思'妄动'妄为#强调为人处世

慎独'慎初'慎微#善始善终#中和无失#达到心与身'

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与健康&

再次#金元四大家的中和思想& 刘完素创立

(寒凉学派)#著有-校正黄帝素问精要宣明论方.

-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以寒热

中和为要#集中阐发了(偏重寒凉#降火益阴)的治

疗原则与方法#临床多采用辛凉苦寒'泻热养阴之

剂#以达降火益阴'寒热中和之效& -金史.载其(好

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

+$",

& 张从正创立

(攻邪学派)#著有-儒门事亲.一书#以正邪中和为

理#注重以外邪致病立法辨证#论病以强调邪气为

主#治疗以邪为先#临床擅用(汗'吐'下)三法#始

终遵循和合下法'攻不伤正思想#以达攻邪养正'正

邪中和之效& 李东垣创立(补土学派)#著有-内外

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认为(脾胃虚衰#

百病由生)#以五脏中和为本#重视和合脾胃#临床

主张补中益气'升阳散火'清胃除湿#以达补中益气'

五脏中和之效#既阐明了脾胃中和在人体脏腑中的

根本性地位及其变化发展规律#也呈现出脾胃为本'

补中益气'整体中和的理论特色& 朱丹溪创立(滋

阴学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

-脉因证治.#以阴阳中和为宗#(得道学之源)(执心

以正#立身以诚#而孝友之行)!-四库全书集部别集

类*九灵山房集*卷十*丹溪翁传.#其内外妇儿

各科的理论核心偏重(阴常不足)理论#注重体内阴

伤之患#倡论(阳有余阴不足)#取(地黄丸)之意创

制(大补阴丸)#以达抑阳助阴'阴阳中和之效&

四家学说虽各执一端却又灵活变通#从阴阳'正

邪'虚实'寒热等正反两方面阐释了中医中和观的思

想内涵#其理论蕴含的承古致新'仁心仁术'追求内

外平衡等文化精神值得研究和发扬& 诚如王夫之所

言$(是故天地之以德生人物也)

+$@,

#(盖阴阳者气

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体同而用异则相感而动#

动而成象则静#动静之几#聚散'出入'形不形之从来

也)

+$:,

& 天地之大德在于生物生人#生生不息#阴阳

消长#日新不已& 人的生命亦如是#应顺应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基本规律#虚实相应#动静相宜#(各保

其固然)& 唯其如此#方能真正理解(人的思维的最

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

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

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

来)

+$,的真谛#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价值&

ABE@明清中医中和观的继承与发展%明清时期#中

医理论与实践相参相应#理'法'方'药辨证论治体系

逐步完备#呈现出阴阳'寒热'虚实由各执一端到相

参相应'辩证统一的中和观理论气象#在与西医交流

会通过程中#其中和文化精神始终如一#代代相传&

首先#阐发温补医理#奠基温病学派& 温补派以

张介宾为中坚#著有-类经. -类经图翼!附类经附

翼".-景岳全书.#以(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为理论

核心#认为人体(虚多实少)#强调温补肾阳对临床

与养生的重要意义#由此创立左归'右归的治则治

法#阐发了精气一体'阴阳相济'真阴真阳'阳常不

足#阴本无余等学术思想& 如指出(天之大宝#只此

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

大宝论."#其强调阳为主导'重视阳气又不忽视真

阴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对长寿原因的分析异曲同

工#即(所有的生物在本性上都是湿和热#生命也是

这样//湿不仅在量上一定是大的#而且也是热的#

这样它就不容易冻结或干枯& 人之所以比一些更大

的动物寿命要长其原因就在于此)

+$9,

& 基于上述理

论#在临床诸证治疗方面开一代先河& 如对于中风

一证#强调内伤积损'正气虚衰'肝风内动为其病本#

不概以外感风邪论#治疗注重阴阳水火的盛衰#培补

气血以治其本& 同时#强调有无盛虚中和#从邪正'

阴阳等对立的两面比较'论证'阐发病机#所谓(有

无求之#虚盛责之#言悉由也//令气通调#妙之道

也)!-类经*疾病类*病机."#从本质上把握'提升

了-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和(六气病机)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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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其他医家如李时珍强调天人相应#脾胃中和#

薛己'孙一奎'李中梓等皆重视脾肾#薛己尤重脾肾

虚损证#强调肾中水火和脾胃关系的重要性#需脾肾

并举#注重温补脾肾#李中梓既重脾胃#也重滋阴养

阳& 总体来看#温补学派旨在强调脾胃和脾肾功能

的重要性#注重温补肾阳#滋阴养阳#其医学理论与

方法呈现出天人相应'阴阳'水火中和'脾胃'脾肾和

合的中和观理论旨趣&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温病学派& 吴有性著成

-温疫论.#全面阐述了瘟疫病证规律和治法体系#

奠基了温病学派%叶桂著-温热论.#开创卫气营血

辨证论治法则%薛雪著-湿热论.#首论温病三焦辨

证方法%吴瑭著-温病条辨.#进一步提出温病病机

传变为(三焦由上及下#由浅入深)%王士雄著-温热

经纬.#广集诸家温病学说之大成#系统阐述了温病

病因'病机'证候'辨证及治则治法#丰富了温病学

说& 从理论本旨看#强调分别虚实#正邪中和'温热

湿热#三焦中和'寒温相济#天人中和'四时阴阳#六

气中和等#体现着滋阴养阳'辨证中和的价值取向&

其次#药物中和& 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独辟

蹊径#对药物分类'药性鉴别及理'法'方'药整体辩

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彰显着丰富的中和观

思想内涵& 一是创立自然分类法#制订了(不分三

品#惟逐各部& 物以类从#目随纲举)!-本草纲目序

例第一卷*神农本经名例."的分类原则#指出植物

的自然类群#使得对于植物分类的确定进程推进了

一大步& 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药物有效应用思想#改

进和创新药物炮制方法#扩大药用范围#增强药物临

床效用#丰富了中药炮制学和药效学理论& 二是辨

药辨脉#阴阳中和& 论药先辨阴阳#注重体用#丰富

了阴阳辩证思维方法& 如认为许多药物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阴阳有序#体用有别#常以阴阳之理阐明

药性和比较药物#说明阴阳与形体'气味'脏腑的关

系%强调药物阴阳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 如认为药

有(七情)#药性相须则能协同#相反则生拮#以此阐

明欲扶正先祛邪#相反相成才能对立统一的道理%强

调根据病人体质'病情轻重和病证的阴阳水火'寒热

虚实'标本缓急辨证立法#遣方用药#使药性药味相

和合#中病即止#不可过与不及#达到攻邪而不伤正

的治疗目的%强调体用中和#反对(有体无用) !-本

草纲目*凡例."#这是其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理论

特色& 三是药有法度#用药中和& 遵循物极必反和

相互转化之理#强调天人合一#顺时而为& 如强调知

常达变的随证用药法则#注意根据不同季节特点#因

时'因地'因人不同#同药异用#异药同用#(妙在配

合得宜#药病相对耳) !-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五

卷*巴豆."#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 又如因人制

宜#中和法度& 提倡用药遵循法度#不可过与不及#

要善于掌握不同药物的分量和比例#结合病人病情

轻重'体质强弱灵活用药& 不仅用药有法度#煎药亦

有法度#唯有掌握好火候#才能使药物作用发挥到最

佳效果& 这种深谙变易'中和的深邃之论#在中国古

代实属弥足珍贵&

再次#养生中和& 万全所著-养生四要.#全面

论述了中医养生理论与方法& 一是坚忍其性#食欲

中和& 节度饮食'和合嗜欲为养生第一要义#强调饮

食男女#中和为要#过犹不及& 饮食之养重在适量节

制#定时少食#和合五味#不可偏嗜过用%男女之养要

在中和以制#气血和平#应懂得男女生长尤其是肾精

气血发育规律和(七损八益)的道理#节制房室交媾

之事#不可纵欲%做到自慎谨独#(坚忍其性则不坏

其根)#自觉修养身心性情#淡泊以明志#遵礼而慎

行#中正而和平& 此中庸'中和'中道之理#应时时牢

记和把握#一旦逾越#贻害无穷& 二是保定其气#动

静中和& 动静结合'行止有度是养生第二要义#(慎

动者#谓保定其气也//保定其气则不疲其枝矣)#

强调慎动时中#天人中和'力避四损五伤#做到形神

中和'善于调气理息#做到生命中和等#旨在强调人

的行为动静应顺应自然规律#中和适度#如此方能养

形益神#保定正气#增强防病祛疾能力& 三是应天法

时#阴阳中和& 这是养生第三要义#(法时者#谓和

于阴阳也//和于阴阳则不犯其邪矣)#强调人与

自然有机统一#天人合一方能阴阳中和#健康无病&

包括四时调神#寒暑中和#顺气则和#逆气则伤#春夏

养阳#秋冬养阴#四时之食#各有所宜#主动避邪#行

止中和#药食相宜#形神中和#始终立足(法时)这一

根本法则& 治疗则主张药随时变#药与时合#强调顺

天时以调气血#依四季确立升降浮沉之法%养生则强

调顺应天时#未病先防#避免妄动逆行以致自身遭受

戕害& 四是慎重医药#中和却疾& 这是养生第四要

义#(却疾者#谓慎于医药也//慎于医药则不遇其

毒矣)#强调(治未病)#预防为先#同时#防病却疾应

慎重治疗#扶正祛邪#补泻有度#要在中宜#不可过

度& 总之#万全所论养生四要#时刻遵循天人一体之

道#融贯自然中和之理#是(天地赖以立心#民生赖

以立命)

+!",的思想与文化宝典#是中医养生这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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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千秋灯塔上的一颗明珠&

C@中医中和观的理论价值

纵观中医发展史#众多医家医著不仅丰富和完

善着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而且呈现出中和观思想

特色与根本宗旨#展现着对传统哲学与文化思想内

核的融会贯通#凝聚着 (医世'医国'医人'医社

会)

+!$,的情怀担当& 正因如此#才铸就出大医精诚'

中正和平这一历久弥新的中医文化精神#展现着中

医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按历史的意见#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始终与中

国古代哲学和文化共生共进'相伴相随#因此#中医

(中和观)及其中和文化精神历久弥新#犹如一张巨

网#笼括着中国古代医家探索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全

幅领域#统一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与价值指向#体

现着医学与人文的义理和思考#蕴含着对人与自然'

社会关系乃至人自身存在与发展规律的反思与追

问#对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具有

理性价值&

按现代的意见#由于文化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的基本形态#因此对中医理论本质的研究既需探寻

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契合#也要在现代科技

和人类文明发展时代背景下#探察和彰显其共同价

值& 抑或说#(既需要面对既成事实#又不能把这既

成事实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不动的东西#而应当

在对这些既成事实的好学深思中#把握其精神#把握

其中律动的脉搏和活的灵魂)

+!!,

& 从而在文化交流

与会通日益增进的当今时代#不断重新审视中医理

论及其话语体系创构#在回溯历史大流又面向时代

关切的时代坐标中#揭示中医理论融生命科学'哲

学'文化于一体的整体特征#为全民健康'全面健康

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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