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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为 中 医 基 础 理 论 中 关 于 阴 阳 两 极

转 化 的 命 题 ， 出 自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 原 文 曰 ： “ 喜 怒 不

节 ， 寒 暑 过 度 ， 生 乃 不 固 。 故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 [1]11 对 于 此

句 经 文 ， 古 往 今 来 ， 各 医 家 学 者 多 有 共 识 ， 认 为 阴 阳 属 性 之 间

可 以 相 互 转 化 ， 医 者 诊 病 施 治 ， 务 将 阴 阳 虚 实 辨 清 ， 方 能 执 纲

挈 领 ， 探 病 溯 源 ， 夜 行 以 烛 ， 疗 效 显 著 ， 但 其 观 点 同 中 有 异 ， 对

音 义 的 理 解 亦 存 在 疑 义 ， 甚 至 备 受 争 议 。

“ 重 ” 字 始 见 于 商 代 甲 骨 文 。 《 说 文 解 字 》 云 ： “ 重 ， 厚 也 。 凡

重 之 属 皆 从 重 。 《 段 注 》 ： 厚 斯 重 矣 。 引 申 为 郑 重 、 重 曡 。 ” [2]唐 朝

以 前 “ 重 ” 字 平 声 和 仄 声 的 意 义 就 已 泾 渭 分 明 ， 不 能 相 混 ， 各

有 音 义 匹 配 [3]。 根 据 “ 重 ” 字 在 《 经 典 释 文 》 和 《 广 韵 》 中 的 阐 释 ，

表 达 “ 重 复 ” “ 重 叠 ” “ 再 ” 等 义 项 时 ， 读 平 声 直 容 切 ， 即 平 声 之

音 （ ch佼ng） ； 表 达 “ 程 度 深 ”“ 比 重 大 ” 等 义 项 时 ， 读 上 声 直 陇 切 ，

即 仄 声 之 音 （ zh侔ng） ， 为 其 常 用 音 义 [4]。 如 果 按 照 已 有 观 点 ， 不

分 平 仄 音 义 释 解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 总 会 出 现 顾 此 失 彼

或 函 矢 相 攻 的 情 况 。 从 “ 重 ” 字 平 仄 两 种 不 同 的 发 音 及 释 义 的

角 度 出 发 ， 对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予 以 新 的 归 纳 阐 释 ， 既 符

合 中 医 典 籍 原 文 语 境 及 文 义 表 达 需 求 ， 又 能 帮 助 我 们 更 好 地

理 解 中 医 经 典 。 现 就 其 对 临 床 辨 治 之 影 响 ， 略 抒 管 窥 之 见 。

1 从“重”（ch佼ng）音谈“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之义

1.1 古今医家的注解 “ 重 ” （ ch佼ng） ， 平 音 ， 表 示 重 复 、 重 叠 、

再 [5]。 《 康 熙 字 典 》 云 ： “ 《 博 雅 》 重 ， 再 也 。 ” [6] 任 应 秋 认 为 ： “ 重 阴

者 ， 重 叠 之 阴 也 。 ” [7] 两 阴 相 加 是 为 重 阴 ， 二 者 同 气 相 求 ， 才 有

必 阳 的 转 化 ， 反 之 亦 然 。 若 时 值 隆 冬 （ 阴 ） ， 感 受 寒 邪 （ 阴 ） 而 发

热 ， 此 谓 重 阴 必 阳 ； 时 当 盛 夏 （ 阳 ） ， 为 热 （ 阳 ） 所 伤 ， 久 不 愈 ， 汗

大 泄 ， 肤 冷 肢 厥 ， 此 为 重 阳 必 阴 之 例 [8]。 明 代 医 家 张 介 宾 注 曰 ：

“ 重 者 ， 重 叠 之 义 ， 谓 当 阴 时 而 复 感 寒 ， 阳 时 而 复 感 热 ， 或 以 天

之 热 气 伤 人 阳 分 ， 天 之 寒 气 伤 人 阴 分 ， 皆 谓 之 重 。 盖 阴 阳 之

道 ， 同 气 相 求 ， 故 阳 伤 于 阳 ， 阴 伤 于 阴 ； 然 而 重 阳 必 变 为 阴 证 ，

重 阴 必 变 为 阳 证 ， 如 以 热 水 沐 浴 身 反 凉 ， 凉 水 沐 浴 身 反 热 ， 因

小 可 以 喻 大 ， 下 文 八 句 ， 即 其 征 验 。 此 与 上 文 重 寒 则 热 、 寒 极

生 热 ， 义 相 上 下 ， 所 当 互 求 。 ” [9] 医 家 吴 昆 注 曰 ： “ 盖 时 之 属 阴

者 ， 而 复 感 于 寒 ， 则 重 阴 必 阳 ， 热 症 乃 作 ； 时 之 属 阳 者 ， 而 复 感

于 热 ， 则 重 阳 必 阴 ， 寒 病 乃 生 。 ” [10]两 位 医 家 论 述 允 当 ， 既 不 拘

泥 于 条 文 本 身 ， 又 多 参 辨 自 身 临 床 经 验 ， 所 言 阴 阳 转 化 之 意 ，

即 此 之 谓 也 。

1.2 四时阴阳发病机理与“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阐释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冬 伤 于 寒 ， 春 必 病 温 。 ” [1]11冬 （ 属 阴 ）

主 寒 ， 而 又 反 复 伤 于 寒 邪 （ 阴 邪 ） ， 两 阴 相 叠 是 为 重 阴 ， 重 阴 必

阳 ， 故 在 春 季 感 受 温 热 之 邪 而 反 见 阳 热 之 病 ， 而 为 温 病 （ 属

阳 ） 。 《 黄 帝 内 经 》 原 文 以 此 为 例 解 释 “ 重 阴 必 阳 ” 的 阴 阳 转 化

之 理 。 若 加 以 引 申 或 深 入 分 析 ， 对 这 段 经 文 也 可 以 从 “ 冬 不 藏

精 ” 的 角 度 来 理 解 ， 由 于 冬 天 （ 属 阴 ） 养 生 不 当 ， 感 受 寒 邪 （ 属

阴 ） 而 精 气 不 藏 ， 里 气 受 损 ， 至 春 季 阳 气 发 越 ， 人 体 阳 气 随 自

然 界 阳 气 升 发 ， 但 阴 精 亏 虚 不 足 以 制 阳 ， 阴 虚 而 生 内 热 ， 邪 从

内 作 ， 故 生 阳 病 温 热 之 证 ， 而 为 温 病 （ 属 阳 ） 。 阴 阳 转 化 是 有 条

件 的 ，“ 重 阴 必 阳 ” 所 言 者 即 此 也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春 伤 于 风 ， 夏 生 飧 泄 。 ” [1]11

风 为 春 季 当 令 之 气 ， 风 气 属 木 ， 风 主 疏 泄 ， 为 阳 邪 。 春 季 （ 属

阳 ） 多 风 而 反 复 伤 于 风 邪 ， 若 风 邪 留 连 于 内 ， 内 通 于 肝 ， 两 阳

叠 加 ， 使 肝 邪 有 余 ， 久 疏 太 过 ， 人 体 大 量 阳 气 疏 泄 在 外 ， 阳 散

失 则 脾 胃 寒 湿 内 生 ， 日 虚 而 无 力 腐 熟 食 谷 ， 且 肝 木 横 逆 相 侮 ，

致 脾 胃 运 化 失 职 ， 脾 气 下 陷 不 升 ， 由 此 体 内 一 派 风 盛 、 阳 虚 、

湿 生 之 态 ， 终 至 夏 时 阳 气 往 外 生 发 之 际 ， 而 成 完 谷 不 化 ， 大 便

清 稀 泄 泻 之 飧 泄 （ 病 位 下 行 者 为 阴 ） 。 从 阴 阳 失 调 分 析 ， 此 即

为 “ 春 伤 于 风 ， 夏 生 飧 泄 ” 之 机 理 ， 是 谓 “ 重 阳 必 阴 ” 之 意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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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夏 伤 于 暑 ， 秋 必 痎 疟 。 ” [1]11

夏 （ 属 阳 ） 而 伤 于 暑 邪 ， 暑 为 阳 邪 ， 两 阳 相 逢 ， 蕴 伏 于 内 ， 至 秋

季 与 凉 合 邪 ， 则 发 为 疟 疾 （ 属 阴 病 ） 。 清 代 医 家 高 士 宗 在 《 素 问

直 解 · 疟 论 篇 》 中 注 曰 ： “ 痎 疟 ， 阴 疟 也 。 ” [11] 疟 之 为 病 ， 间 日 寒

热 ， 偏 于 热 多 ， 口 渴 引 饮 ， 脉 来 洪 数 。 实 际 临 床 中 ， 若 机 体 暑 热

内 伏 ， 待 到 白 露 时 节 ， 开 秋 兆 而 气 始 寒 之 时 ， 贪 凉 饮 冷 ， 凉 水

沐 浴 ， 或 任 夜 间 寒 凉 之 气 侵 入 机 体 ， 易 发 为 疟 疾 。 此 乃 “ 重 阳

必 阴 ” 之 意 ， 警 示 后 人 当 预 防 也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秋 伤 于 湿 ， 冬 生 咳 嗽 。 ” [1]11

古 人 多 云 ： 秋 （ 属 阴 ） 季 主 燥 。 此 乃 言 常 ， 然 常 中 有 变 ， 变 以 显

常 ， 秋 本 接 长 夏 湿 令 之 后 ， 又 主 收 敛 ， 若 夏 秋 之 交 时 ， 长 夏 湿

盛 又 过 早 收 敛 ， 易 使 外 湿 （ 阴 邪 ） 入 内 通 脾 ， 两 阴 相 逢 是 为 重

阴 ， 重 阴 必 阳 ， 待 到 严 寒 冬 令 时 ， 湿 蓄 金 藏 ， 久 之 变 热 ， 致 使 外

寒 内 热 ， 上 袭 于 肺 ， 咳 嗽 作 矣 。 咳 嗽 发 作 时 ， 病 气 逆 而 上 行 ， 且

肺 为 阳 ， 在 胸 中 ， 故 属 阳 病 。 此 属 外 感 所 致 里 证 ， 亦 属 重 阴 必

阳 之 义 ， 小 青 龙 汤 乃 对 证 之 方 ， 次 第 推 求 ， 不 失 经 旨 。

按 此 四 节 ， 均 是 从 “ 重 ” 的 平 音 之 相 关 义 项 阐 述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之 义 。 《 素 问 · 生 气 通 天 论 篇 》 中 有 与 此 一 致 的

说 法 ： “ 是 以 春 伤 于 风 ， 邪 气 留 连 ， 乃 为 洞 泄 。 夏 伤 于 暑 ， 秋 为

痎 疟 。 秋 伤 于 湿 ， 上 逆 而 咳 ， 发 为 痿 厥 。 冬 伤 于 寒 ， 春 必 温 病 。

四 时 之 气 ， 更 伤 五 脏 。 ” [1]7春 季 风 邪 伤 肝 ， 风 为 阳 邪 ， 留 而 不 去 ，

谓 为 洞 泄 ； 夏 季 暑 邪 伤 心 ， 暑 为 阳 邪 损 伤 人 体 的 阴 气 ， 邪 气 上

逆 ， 致 秋 季 发 生 寒 热 交 替 的 疾 病 ； 秋 季 湿 邪 伤 肺 ， 湿 为 阴 邪 抑

制 阳 气 上 升 ， 则 咳 嗽 多 痰 而 不 止 ， 发 为 痿 厥 病 ， 即 现 代 医 学 的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此 外 ， 有 医 家 和 学 者 亦 认 为 “ 冬 伤 于 寒 ，

春 必 病 温 ” 是 温 病 学 派 伏 邪 说 的 理 论 基 础 ， 但 从 《 黄 帝 内 经 》

原 文 来 看 ， 伏 邪 这 个 说 法 存 在 疑 义 。 吴 又 可 认 为 邪 气 、 疫 疠 之

气 可 以 藏 伏 在 膜 原 ， 但 寒 邪 不 可 能 藏 ， 故 冬 伤 于 寒 ， 春 必 病

温 ， 不 能 用 邪 气 藏 伏 而 为 温 病 来 解 释 [12]。 而 春 伤 于 风 ， 夏 生 飧

泄 ， 此 处 风 邪 通 于 肝 胆 ， 肝 木 横 脾 而 致 飧 泄 ， 与 “ 伏 邪 泄 泻 ” 这 一

说 法 相 差 甚 远 ， 故 伏 邪 这 个 解 释 未 能 直 传 本 义 ， 而 从 “ 重 复 ， 重

叠 ， 再 ” 之 义 解 读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之 理 方 可 使 人 明 了 。

2 从“重”（zh侔ng）音谈“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之义

2.1 古典医籍对“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的论述 “ 重 ” （ zh侔ng） ，

仄 音 ， 意 指 程 度 深 ， 比 重 大 [5]。 《 灵 枢 · 论 疾 诊 尺 》 云 :“ 四 时 之 变 ，

寒 热 之 胜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 故 寒 甚 则 热 ， 热 甚 则 寒 。

故 曰 ： 寒 生 热 ， 热 生 寒 ， 此 阴 阳 之 变 也 。 ” [13]《 素 问 吴 注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亦 云 ： “ 寒 极 生 热 ， 热 极 生 寒 。 注 曰 ： 阴 极 则 阳 生 ， 阳

极 则 阴 生 。 ” [11]20阴 主 寒 ， 阳 主 热 ， 寒 或 热 在 发 展 到 “ 甚 ” “ 极 ” 的

条 件 下 ， 可 以 向 相 反 的 方 向 转 化 。 而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中

的 “ 重 ” 亦 和 这 里 的 “ 甚 ” “ 极 ” 同 义 ， 即 是 指 发 展 到 了 极 限 或 顶

点 ， 达 到 了 某 种 深 的 程 度 ， 具 备 了 促 进 转 化 的 条 件 。 《 黄 帝 内

经 太 素 · 卷 第 三 · 阴 阳 》 曰 ： “ 重 热 则 寒 ， 重 阴 则 热 。 注 曰 ： 谓 阴

阳 极 。 ” [14]《 黄 帝 内 经 素 问 集 注 · 卷 二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重

寒 则 热 ， 重 热 则 寒 。 注 曰 ： 苦 化 火 ， 酸 化 木 ； 久 服 酸 苦 之 味 ， 则

反 有 木 火 之 热 化 矣 。 辛 化 金 ， 甘 化 土 ； 久 服 辛 甘 之 味 ， 则 反 有

阴 湿 之 寒 化 矣 。 ” [15]此 二 者 之 义 皆 与 仄 音 下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之 文 义 相 承 ， 如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中 所 说 ， 阴 或 阳 在 “ 度 ” 的 范

围 内 程 度 渐 深 ， 阴 或 阳 长 至 “ 重 ” ， 越 来 越 接 近 于 “ 关 节 点 ” （ 亦

即 “ 甚 ” “ 极 ” 点 ） 时 ， 阴 或 阳 开 始 向 各 自 相 反 的 方 向 转 化 ， 发 生

质 的 飞 跃 ， 即 所 谓 的 “ 物 必 极 反 ” 。

2.2 从自然界气候及昼夜更替来阐释“重阴必阳，重阳必

阴” 从 一 年 四 季 气 候 寒 暑 交 替 的 变 化 来 看 ， 由 春 温 发 展 到

夏 热 之 极 就 向 寒 凉 转 化 ， 此 谓 重 阳 必 阴 ； 由 秋 凉 发 展 到 冬 寒

之 极 就 向 温 热 转 化 ， 此 谓 重 阴 必 阳 。 《 岭 南 卫 生 方 · 继 洪 治 瘴

用 药 七 说 》 中 朱 肱 论 伤 寒 云 ： “ 重 阳 必 阴 ， 重 阴 必 阳 。 寒 暑 之

变 ， 物 极 则 反 。 ” [16]以 昼 夜 更 替 而 言 ， 自 平 旦 始 ， 阳 气 渐 长 ， 至 日

中 阳 气 最 盛 ； 日 中 后 ， 阴 气 渐 长 ， 至 半 夜 为 阴 气 最 盛 ， 而 从 半

夜 至 天 明 则 又 是 阳 气 逐 渐 复 苏 之 刻 ， 此 即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规 律 在 昼 夜 变 化 中 的 体 现 。 此 外 ， 自 然 界 云 雨 天 气 的 变

化 ， 亦 莫 不 如 是 也 ， 正 如 《 素 问 · 六 微 旨 大 论 篇 》 所 说 ： “ 升 已 而

降 ， 降 者 谓 天 ， 降 已 而 升 ， 升 者 谓 地 。 天 气 下 降 ， 气 流 于 地 ； 地

气 上 升 ， 气 腾 于 天 。 ” [1]116即 是 从 天 地 之 气 的 升 降 来 说 明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规 律 。

2.3 从人体生理变化来阐释“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按 太 极

阴 阳 钟 的 运 动 规 律 ， 女 子 月 经 的 周 期 性 变 化 也 是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突 出 表 现 。 女 子 月 经 周 期 可 分 为 4 个 时 期 ： 行 经

期 时 天 癸 之 阳 长 至 重 ， 阳 气 推 动 经 血 向 下 运 动 ， 转 入 阴 的 时

期 ， 排 出 经 血 ； 经 间 期 也 称 “ 氤 氲 之 时 ” ， 此 期 阴 血 精 气 渐 充 ，

气 血 旺 盛 ， 重 阴 必 阳 ， 必 阳 则 排 卵 ， 阳 气 生 长 ， 阴 分 渐 弱 ； 而 经

后 期 为 阴 长 阳 消 、 经 前 期 为 阳 长 阴 消 之 量 变 阶 段 ， 尚 未 发 生

质 变 ， 如 此 周 而 复 始 [17]。 在 人 体 新 陈 代 谢 的 过 程 中 ， 物 质 与 功

能 之 间 也 呈 现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特 征 ， 营 养 物 质 （ 阴 ）

可 不 断 转 化 为 功 能 活 动 （ 阳 ） ， 而 功 能 活 动 （ 阳 ） 又 不 断 转 化 为

营 养 物 质 （ 阴 ） ， 从 而 纠 正 阴 阳 不 平 衡 已 达 极 限 的 状 态 ， 使 机

体 重 新 趋 向 相 对 的 总 体 平 衡 ， 以 维 持 人 体 生 命 活 动 的 正 常 运

行 。 此 种 阴 阳 转 化 过 程 ， 不 像 病 情 危 急 情 况 下 的 “ 重 ” “ 甚 ”

“ 极 ” 那 样 突 然 或 明 显 ， 乃 是 正 常 生 理 条 件 下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表 现 。

2.4 从疾病传变来阐释“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某 些 阴 性 疾

病 ， 如 痰 浊 中 阻 之 患 者 ， 虽 为 阴 邪 ， 寒 证 居 多 ， 但 随 着 阴 寒 程

度 逐 渐 加 深 ， 痰 饮 郁 久 化 热 上 犯 于 心 胸 ， 出 现 心 烦 胸 满 ， 伴 发

热 、 头 晕 目 眩 和 食 谷 欲 呕 等 痰 热 扰 心 之 证 ， 阴 证 转 化 为 阳 证 ，

治 疗 宜 清 心 降 火 化 痰 。 某 些 阳 性 疾 病 ， 如 急 性 肺 炎 患 者 ， 初 见

高 热 、 烦 渴 、 喘 闷 、 脉 数 有 力 等 阳 性 症 状 ， 若 治 疗 不 及 时 ， 风 温

热 毒 渐 盛 ， 邪 盛 正 衰 ， 致 正 气 不 足 ， 阳 气 耗 散 ， 阴 液 耗 竭 ， 出 现

四 肢 厥 冷 、 少 尿 无 尿 、 血 压 明 显 下 降 、 脉 微 欲 绝 等 阴 性 危 象 ，

治 疗 宜 益 气 固 脱 ， 回 阳 救 逆 。 中 医 对 疾 病 传 变 规 律 的 认 识 有

其 独 到 之 处 ， 除 上 述 病 机 之 外 ， 尚 有 从 疾 病 外 感 与 内 伤 之 间

相 互 转 化 的 思 想 来 解 读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之 观 点 [18]。

3 从“重”字音义谈“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之防治原则

3.1 顺循四时，未病养生 治 未 病 是 防 治 疾 病 的 重 要 指 导 思

想 ， 属 于 养 生 观 的 范 畴 。 根 据 “ 重 （ ch佼ng） ” 字 平 音 之 义 ， 医 者 探

析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治 未 病 思 想 和 临 床 指 导 意 义 ， 可

从 “ 养 ” 字 入 手 ， 因 势 利 导 ， 顺 循 四 时 ， 调 理 阴 阳 ， 防 病 于 未 萌 。

“ 养 ” 字 包 含 两 层 涵 义 ： 其 一 ， 指 依 据 阴 阳 互 制 原 理 ， “ 养 ” 字 可

理 解 为 制 ， 抑 制 、 制 约 之 意 ， 旨 在 通 过 四 时 阴 阳 互 制 ， 达 到 互

养 ， 使 阴 阳 平 衡 协 调 ， 从 而 达 到 保 持 身 体 健 康 的 目 的 ； 其 二 ，

指 从 阴 阳 互 根 的 角 度 ， “ 养 ” 字 侧 重 于 补 养 、 保 护 之 意 ， 强 调 遵

循 时 令 变 化 ， 助 养 阳 气 或 滋 养 阴 气 ， 从 而 阴 阳 互 养 ， 相 互 调

180



2023年3月第29卷第3期 March.2023 Vol.29 No.3

和 ， 邪 不 可 侵 [19]。 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我 们 应 顺 应 四 时 阴 阳 的 自 然

变 化 ， 领 悟 并 践 行 “ 养 ” 可 以 是 补 ， 也 可 以 是 抑 的 思 想 。 春 季 应

早 睡 早 起 ， 锻 炼 形 体 以 助 阳 气 生 发 ， 随 时 增 减 衣 服 ， 注 意 保

暖 ， 抑 制 或 减 轻 风 邪 侵 袭 损 耗 人 体 阳 气 ， 饮 食 上 增 甘 少 酸 ， 多

食 山 药 、 大 枣 等 补 养 脾 胃 之 气 的 食 物 ， 使 脾 胃 健 运 ， 勿 生 飧

泄 ； 夏 季 应 早 起 晚 睡 ， 注 意 抑 制 暑 湿 之 邪 的 侵 入 ， 勿 食 寒 凉 及

燥 热 之 品 ， 在 清 晨 和 傍 晚 较 凉 爽 时 进 行 适 度 的 室 内 室 外 活 动 ，

如 游 泳 、 散 步 、 慢 跑 、 练 习 八 段 锦 等 ， 同 时 调 控 心 情 使 之 愉 悦

勿 怒 ， 令 旺 盛 的 阳 气 得 以 生 发 宣 泄 ， 避 免 或 减 少 阳 热 之 气 郁

于 体 内 ， 遇 秋 季 秋 凉 之 气 束 缚 于 外 而 生 疟 疾 ； 秋 季 应 早 睡 早

起 ， 保 持 心 志 宁 和 ， 神 气 收 敛 ， 从 而 制 约 秋 令 时 节 的 肃 杀 之

气 ， 同 时 饮 食 不 可 过 于 滋 阴 ， 防 止 湿 润 太 过 而 抑 制 脾 的 运 化 ，

致 使 湿 聚 生 痰 ， 痰 饮 内 停 而 致 冬 季 复 感 寒 凉 发 生 咳 嗽 ； 冬 季

摄 生 应 早 卧 晚 起 ， 抑 制 寒 邪 入 体 ， 同 时 多 晒 太 阳 ， 适 当 进 补 温

性 食 品 ， 如 牛 肉 、 羊 肉 等 ， 还 可 艾 灸 关 元 、 气 海 、 足 三 里 等 腧

穴 ， 从 而 补 养 阳 气 ， 使 阳 气 闭 藏 而 勿 外 泄 ， 最 终 使 人 体 阴 阳 之

气 与 四 季 阴 阳 之 气 相 通 ， 阴 阳 调 和 而 保 生 长 全 。

3.2 治病求本，本于阴阳 《 内 经 知 要 · 上 卷 》 曰 ： “ 治 病 必 求

于 本 ， 人 之 疾 病 … … 皆 不 外 于 阴 阳 ， 故 知 病 变 无 穷 ， 而 阴 阳 为

之 本 。 ” [20]以 阴 阳 为 本 是 对 疾 病 病 因 病 机 的 本 质 概 括 ， 而 治 病

求 本 则 是 中 医 辨 证 论 治 之 精 髓 所 在 。 当 “ 重 ” 字 读 作 仄 音

（ zh侔ng） 时 ，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之 义 是 对 阴 阳 辨 证 的 归 纳

阐 释 。 临 证 治 疗 时 要 明 辨 阴 阳 变 化 之 本 ， 抓 住 病 机 ， 审 势 制

宜 ， 求 本 治 病 。 国 医 大 师 夏 桂 成 认 为 ， 女 子 月 经 以 阴 阳 为 本 ，

月 经 周 期 的 中 医 内 涵 是 人 体 内 阴 阳 的 周 期 性 消 长 转 化 ， 在 临

床 上 应 注 重 月 经 周 期 的 气 血 阴 阳 失 调 ， 辨 证 论 治 ， 即 遵 循 “ 经

后 期 滋 阴 养 血 ， 经 间 期 调 气 活 血 ， 经 前 期 补 肾 助 阳 ， 行 经 期 活

血 调 经 ” 的 法 则 调 治 月 经 病 ， 经 后 期 时 采 用 补 阴 方 药 如 一 贯

煎 、 六 味 地 黄 汤 、 三 甲 复 脉 汤 等 ； 经 间 期 时 可 服 促 排 卵 汤 ， 或

采 用 宁 心 疏 肝 法 等 ， 并 选 用 相 应 方 药 ； 经 前 期 时 以 暖 宫 待 孕 ，

阳 长 为 主 ， 方 取 金 匮 肾 气 丸 、 人 参 鹿 茸 丸 、 毓 麟 珠 等 ； 行 经 期

时 治 以 活 血 为 主 ， 方 取 泽 兰 汤 、 调 经 丸 等 ， 从 而 纠 正 阴 阳 盛 衰

之 不 平 衡 状 态 [21]。 由 于 阴 阳 是 辨 证 的 总 纲 ， 除 月 经 病 外 的 其 它

疾 病 的 各 种 病 理 变 化 ， 亦 可 用 阴 阳 失 调 加 以 概 括 ， 故 凡 实 热

证 、 实 寒 证 、 表 里 出 入 失 常 、 上 下 升 降 的 紊 乱 ， 以 及 邪 正 虚 实 、

营 卫 不 和 等 ， 均 属 于 阴 阳 失 调 的 具 体 表 现 。 因 此 ， 从 广 泛 意 义

来 讲 ， 诸 如 热 者 寒 之 、 寒 者 热 之 、 解 表 攻 里 、 越 上 引 下 、 升 清 降

浊 、 补 虚 泄 实 及 调 和 营 卫 等 治 疗 方 法 ， 亦 都 属 于 调 整 阴 阳 的

范 围 。 此 外 ， 由 于 阴 阳 有 互 根 互 用 的 一 面 ， 故 在 临 床 应 用 时 ，

要 达 到 “ 阴 平 阳 秘 ” 的 和 谐 有 序 状 态 ， 还 要 善 于 调 和 阴 阳 ， 即

做 到 于 阴 中 求 阳 气 之 生 ， 于 阳 中 求 阴 精 之 长 ， 如 此 则 阳 得 阴

助 、 阴 得 阳 升 而 令 人 阴 阳 调 和 而 臻 寿 域 矣 。

4 结 论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为 中 医 基 础 理 论 中 关 于 阴 阳 两 极

转 化 的 命 题 。 “ 重 ” 字 平 仄 两 读 ， 音 义 有 别 ， 融 合 在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的 思 想 中 后 ， 在 指 导 疾 病 防 治 方 面 ， 虽 侧 重 点 不 尽

相 同 ，“ 重 （ ch佼ng） 阴 必 阳 ， 重 （ ch佼ng） 阳 必 阴 ” 强 调 的 是 顺 循 四

时 在 未 病 先 防 中 的 作 用 ， 而 “ 重 （ zh侔ng） 阴 必 阳 ， 重 （ zh侔ng） 阳

必 阴 ” 强 调 的 是 治 病 求 本 ， 本 于 阴 阳 的 重 要 性 ， 但 二 者 相 辅 相

成 ， 皆 以 “ 调 和 阴 阳 ， 复 归 平 衡 ” 为 核 心 。 现 代 疾 病 致 病 因 素 繁

多 ， 病 程 复 杂 多 变 ， 证 候 表 现 多 样 ， 但 阴 阳 平 衡 的 原 理 始 终 不

变 。 医 者 防 病 治 病 之 要 ， 皆 须 明 彻 阴 阳 失 衡 之 理 ， 明 晓 阴 阳 和

合 之 道 ， 明 辨 阴 阳 寒 热 虚 实 而 调 之 ， 辨 证 论 治 ， 在 养 生 防 病 和

临 床 治 疗 中 方 能 纲 举 目 张 ， 执 本 末 从 ， 杂 合 以 治 ， 各 得 所 宜 ，

最 终 阴 阳 复 归 平 衡 ， 法 简 而 效 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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