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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帝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

"

!齐南"

!上官?#

!!"$江西中医学院!南昌 %%&&&'"#$江西省委党校!南昌 %%&&&%#

摘要!!生态医学"是现代医学建立的新概念# 对$黄帝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作了深入发掘&认为$内经%时代中医已基本建

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生态医学思想体系&进而阐述了$内经%生态医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对当代医学发展的启示&试图探寻

中西医结合的新途径&并对 #" 世纪医学发展的战略走向作出思考#

关键词!生态医学'黄帝内经'比较与关联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 ($)*)'"$+*,-."$"&-/.-+#)0!"#$%&'$(')'$%

1/2+&

"

$34526675289+)

#

"!"#$%&'#(%#)*+,#-./0123$4$%56$%&$%%&&&'"

#!7$+-.856//9/0"#$%&'#7+/)#%5*$4$%56$%&$%%&&&%

5:#;<+$;%*+,-,./+0-123/+/42/50426+,4+278,91,32:4 123/+/42$;<27072:2=+0>08252+,-,./+0-123/+/42/3205,9:;$%&<#%*#=#%&

3227-?$043 ,@80/458<2+,4+-A5/,4 8<081,32:4 ;BC<05@05/+0--?2580@-/5<23 +,17-2825?5821,92+,-,./+0-123/+/42$DA:8<2:1,:2$8<2

7072:325+:/@258<25+/248/9/++,44,808/,4 ,92+,-,./+0-123/+/42/3205,9:;$%&<#%*#=#%& 043 8<2/:/457/:08/,4 8,-0825832>2-,71248,9

1,32:4 123/+/42$E>2:0--$8<27072:088217858,2=7-,:20426077:,0+< ,9/482.:08/4.B</4252043 62582:4 123/+/42$043 10F25+,45/3G

2:08/,45,4 58:082./+,:/24808/,4 ,9123/+0-32>2-,71248/4 8<2#"58B248A:?$

=-> ?)<.#%2+,-,./+0-123/+/42":;$%&<#%*#=#%&"+,170:/5,4 043 +,::2-08/,4

!!研究&黄帝内经'以及中医理论的生态医学思

想$是揭示中医学的本质与科学内核(中医学的医学

模式乃至拓展中医学前进道路的上佳方法)

"!生态医学的概念

&内经'及中国古代文史哲各类著作中并无*生

态+一词$即便是近似的说法也没有$故难以给后人

考竟其源流提供足够的文献依据) 因此$对于这样

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只能站在世界近代与现代的

立场上对其作出思考$以期得出尽可能正确的解释)

据查%生态!*+,G#一词源于古希腊语*E/F,5+$

意思是指家!<,A52#或者我们的环境) 简单的说$生

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

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也有现代学者认为% 生态

一词本来的含义$是指一切生物在其生存竞争中达

到某种相对平衡的自然生存状态)

*生态学+!*+,-,.?#的概念$最初是 "H'I 年$由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458J02+F2-#提出

来的$他认为这门科学主要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

的) 虽然现代生态学概念的建立很迟$极言之也不

过 #&& 年左右$但其发展速度却是迅猛的$现已形成

一个庞大的学科群) 自人类进入 #" 世纪以来$*生

态学+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人们提出人体生态(环境

生态(城市生态(森林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医

学生态等概念$纷繁多样)

当*生态+与医学相遇$随即催生出*医学生态

学+ !123/+0-2+,-,.?#$或称*生态医学+$它是在环

境污染和化学药品给地球生物与人类健康带来的危

害越来越凸显的形势下$人类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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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的医学新概念) 有学者对*生态医学+作出如

下定义%是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的健康(疾

病$充分利用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有害因素$有病

治病$无病保健$以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命质

量为目的的一门新兴医学学科)

现代所说的生态医学究竟与&内经'和中医理

论有何联系呢-

#!"内经#中的生态医学思想

纵观&内经'上下$其丰富的生态医学思想无处

不在)

#$"!$内经%哲学基础中的生态医学思想

&内经'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其哲学基础

更是秉承于道家*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儒家

*自然和合+与*中和+的思想$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

理论经与医学结合$被医学家们改良成中医认识人

类生命的思维方法)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所铸成的中

医理论$其最大特点就是从关注人自身开始$进而关

注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天然关系%

#$"$"!天人相应!天地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

外而客观存在的自然界) 对于人与天地的关系$

&内经' 以*人与天地相应+ *人与天地相参+言之)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见于人以天地之气而生(人

依天地之气而存(人与天地规律相通(人受天地变化

影响等诸多方面$终可用人与自然二元一体的整体

性来概括其实质)

#$"$#!气化运动!有关气的认识充斥着整个&内

经'$大到太虚寥廓$从天地气化运动的类型(形式(

空间性与周期性$描绘出无比壮观的宇宙图景"小到

万物之一的人类$从人体气化的作用(运动形式与规

律$揭示出生命的奥秘$对生命的起源(存在(长成乃

至消亡给与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并将天地之气形

成的大宇宙与人身之气形成的小宇宙紧密相联为统

一体)

#$"$%!阴阳五行!&内经'作者以古代哲学思想为

基础$与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医学经验相结

合$形成了&内经'所独有的医学专门化的阴阳五行

学说$被后人比作整个医学理论体系的骨架$也有人

谓阴阳理论是&内经'的灵魂$因其取象于自然事

物$故充满了生机$具有浓厚的大自然生命气息)

#$#!$内经%医学理论中的生态医学思想

&内经'之所以借用古代哲学思想$目的是为了

充实完善自身体系$其主流还是它的医学理论部分)

&内经'汇集秦汉以前的医疗实践经验$运用当时先

进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他自然科学成就$将丰富的

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这也是它最主要的学

术成就$而其间同样蕴藏着极为大量的生态医学思

想)

#$#$"!藏象学说!&内经'创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

核心...藏象学说$它借用了&周易'象思维的方

法$既论人体脏器的形态(功能及表里联系之象$更

论与人体脏器相通应的自然之象$在*人与天地相

参+和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下$将一个完整的人置

于天地之间$继而细化至将每个脏器也置于自然之

中$形成了*四时五脏阴阳+的结构$被后人视为应

用古代生态系统理论与模型来研究人体的尝试)

#$#$#!经络学说!古人是如何发现经络的(经络的

实质与物质基础是什么- 至今也未能探明) 但从

&内经'*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之说$可见

其研究经脉的方法之一$是借助自然界的经水喻经

脉$以十二条水系的纵横交错(川流不息$来形容人

体经脉气血的运行$也似自然界江河湖海一般$各有

其源泉(交会(出入(离合等运行规律) 这样$经脉就

与其他脏腑一起被置身于自然之中$大自然的变化

可影响江河湖海的流行与涨落$同样也可影响经脉

所运气血的流行与盈亏)

#$#$%!病因学说!&内经'将疾病发生的原因归结

为阴阳两大类$起于阳的外因是自然气候异常$它危

害了天地生机$使自然生态平衡失调$又因为人居天

地之间$故也必然伤害人类$而致人体生态平衡失

调"起于阴的内因是情志异常$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

环境(风气(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地位变迁等因素$

造成情志的过激$直接伤害人体气机$破坏人体生态

平衡而致病) 因发病关系到人与自然双方$&内经'

将造成人体生态平衡失调的外因称之为*邪+$将构

成(保护与恢复人体生态平衡的内因称之为*正+$

虽然发病与否的关键在于正气$但邪气也在所重要$

自然界气候反常变化的威力与破坏性极大$甚至是

灾难性的$人类绝对不可轻视)

#$%!$内经%临床医学中的生态医学思想

&内经'又是一本*治病的法书+$其理论形成肇

源于当时丰富的临床经验$及至成书$当是临证治病

之绳墨$通过实践的验证$体现出旺盛的活力与生

机)

#$%$"!顺天养生!&内经'将防病置于治疗之先$

顺应自然是其养生之本$它在强调人类自身能动性

的同时$反对抗拒违背(强行改变甚或破坏自然规

律$主张积极探索掌握自然规律$使人的行为与之相

符$突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学思想$以达到健康长

寿的目的) &内经'中*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顺四

时而适寒暑+ *服天气而通神明+等要求$告诉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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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适应自然是预防疾病发生的首要原则)

#$%$#!调之以平!&内经'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

之$以平为期+$被视为其基本治疗原则$显示出中

医处理疾病独特的(与西方医学迥异的思维方法)

中医对于疾病绝不仅仅限于针对性地治疗$而是着

眼于整体观%为协调人体自身脏腑气血的阴阳$达到

内环境的阴阳稳态$据损有余(补不足的中和调治思

想$创制出针(药(导引(按摩(药浴等种种手段"为协

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达到内外环境的阴阳统一$

创制出四时调身(调神之养生方法"为协调人与社会

环境的关系$以人为本$强调治疗个体化$达到内外

环境的相互和谐$又创制出情志相胜(祝由(言语开

导等方法$被视作中医用精神疗法治病的典范)

%!"内经#中生态医学思想的科学内涵

&内经'基本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生态医学思

想体系$而且具有现实性与科学性)

%$"!揭示了中医学的本质与科学内核

&内经'通篇都在讲生态$这也预示着中医理论

离不开生态) 有现代学者认为$中医理论的本质和

科学内核$始终是一种生态医学适应理论$给它下一

个定义就是%中医学是以自然和社会生态状况及个

体自身的心理变化影响人体健康和疾病规律为研究

对象$并从中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的科学) 还

得出*中医学的本质就是优质的生态医学+的结论$

对中医科学性给与明确的肯定)

%$#!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内经'构建了独特的中医体系$而将其中相对

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众多理论串连起来的主线就是生

态医学思想) 后世$尽管中医理论大有创新与发展$

甚则有所突破$但总体未能超越&内经'以生态医学

为主线构建起的理论框架$这又使它的科学性经受

住了时间的检验)

%$%!创立了中医学的生态医学模式

&内经' *医学模式+的概念内涵是%对生命的

认识$不仅仅限于人体本身$而是与整个生存环境密

切相关"对疾病的发生$没有企图去探讨引起疾病的

具体物质$而是从引起疾病发生发展的条件来认识$

认为发病不是病源的单因素作用$而是外在环境和

内部机能的综合效应"对于已产生的疾病$着眼于疾

病过程中的整体功能失调$并不特别关注局部病灶

的改变"对疾病的治疗$将引发疾病的多因素纳入视

野$不只是就病的本身而治$贯彻*三因制宜+的原

则$多种手段并用$治(调(养相合$以获取最佳效果)

总之$&内经'所论医学将人体的正常与异常皆扩大

到整个自然界$与之息息相通$有学者对其医学模式

作出这样的描画%*生物...环境...时间...气

象...心理...体 质...社 会...生 态 医 学 模

式+)

K!对当前医学发展的启示

返观&内经'$可以说它就是生态医学的活水源

头$其深远意义以及对现代人的启示作用都是无可

比拟的)

K$"!对!中医不科学"的解答

中医的科学性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科学- 科

学就是知识体系) 科学古今皆有之$中医是古代科

学$西医是现代科学) 科学与否$不是以时间作为划

分界限的$*传统+绝非*不科学+的代名词$*现代+

也绝非*科学+的代名词) 中西医二者是不同体系

的科学$传统科学企图从事物的整体关联中把握其

运动规律$&内经'中的生态医学就是如此) 今人对

*生态医学+的认识$竟然在数千年前的&内经'中找

到了答案$谁能说这是现代医学由科学变得不科学

了呢- 其实$这正是科学进步的体现$表明同为科学

的中西医两个知识体系终于在*生态医学+上有了

交汇$在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学上有了共同点)

K$#!研究现代医学模式的借鉴

社会发展中的每个时期都有其主导医学模式$

#& 世纪 O& 年代以来被公众所推崇的是生物G心理G

社会医学模式)

然而$#" 世纪初$人类经历了数次地区性甚或

是全球性的传染病$促使人们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的合理性重新作出思考) 事实表明$这一模式

并不能概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异$以及与

人共处同一自然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对人类生命健

康的危害) 于是$生物G心理!社会#G生态医学模式

应运而生$被看作是对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的超越$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对

传染病的发生作出更好的解释(对疾病的治疗采取

更为系统综合的方法(推动了预防医学的发展$认识

到健康是人身体和心理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

良性互动$而医学首先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

现代人类医学近期才倡导的生态医学模式$与

&内经'生命科学中的医学模式是何等的吻合) 今

天$当我们再去探索医学方法和生态医学模式时$没

有理由不去借鉴&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

K$%!创建新医学的设想

中西医结合的提倡已为时不短$至今多半只是

技术与手段上的互补$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因为真正的结合在于知识体系的深层次)

*生态医学+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内经'和中

,%,

齐南等%论&黄帝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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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内经"中的#六气$含义#

"

!徐宁!!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 #P&%PP#

摘要!对$内经%中 "H 处!六气"二字连读者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六气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自然界中风(暑)热*(火(湿(燥(寒六

种不同性质的气候变化的总称'二是指构成人体的精(气(津(液(血(脉六种基本物质'三是指节气# 并探讨了自然界中的六气

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以及人体六气不足与疾病的关系#

关键词!气'六气'内经'中医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六气$是中医基础理论的范畴$是自然界风(寒(

暑(湿(燥(火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是万物生长化收

藏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0

) 在现存最早的

中医典籍&内经'中也有*六气+) 本文试从&内经'

"'# 篇中检出*六气+二字相连 "H 处条文$进行归纳

分析$以明确&内经'中*六气+的含义)

"!"内经#中$六气%的含义

"$"!六气是对自然界中风(暑)热*(火(湿(燥(寒

六种不同气候变化的总称!&素问,六微旨大论'%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

&素问,六微旨大论'%*帝曰%愿闻其岁六气始

终$早晏何如-+

&素问,五常政大论'%*岐伯曰%六气五类$有相

胜制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夫六气者$行有次$止

有位)+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此天地五运六气之

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黄帝问曰%五运六气

之应见$六化之正$六变之纪$何如- 岐伯对曰 %夫

六气正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不同其

候$帝欲何乎-+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岐伯曰%夫六气之用$

各归不胜而为化)+

&素问,至真要大论'%*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其

至何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六气相胜奈何-+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六气之复$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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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态医学思想的研究$发现中医原本就是生态医

学$这也许能成为中西医结合新的突破点) 于是$学

者们从中西医比较入手$以二者皆认同的*生态医

学+为支撑$构思起新医学的创建) 有人提出以人

体生态系统为中西医结合的切入口$设想着综合理

论层次上的人体生态系统(技术层次上的人体信息

系统与应用层面上的人体生态医学$集成一个新的

医学...生态医学$其中的分支学科有%优生医学(

优育医学(免疫医学(预防医学(治疗医学(养生与保

健医学(临终医学等$突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

为重的生态思想)

K$K!医学发展战略走向的考虑

分析世界卫生革命的历程$以强调优化生存环

境(提高生命质量和增进心身健康为重点的第三次

卫生革命已然来临) 沿着&内经'朴素生态学的思

路$结合对现代医学现状的反思$受微生态学与稀少

生物学的启示$迫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并吸收环

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观点$山西中医

学院陶功定创造了*大生态医学+的全新概念) 同

时$上海中医药大学马伯英也提出了*泛生态医学+

的观点) *大生态医学+ *泛生态医学+都试图全方

位地包容生态医学诸多的(丰富的内涵$成为其总

和$以期代表新世纪医学发展的战略走向$引领着医

学去应对人类回归自然本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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