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学
术
探
讨
!

从!由表知里"认识方式谈#内经$诊病的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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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由表知里认识方式探讨了!内经"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揭示其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科学性$

关键词!!黄帝内经"%阴阳%表里%生理&病理%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 /*#0#1)+0'&)'1&(234#".5'6+'7'". 20(8)*+/("."')'9+:+)*(5(2

;"(<'". =")+0'(020(8>4?+02'1'+&

@A6BC'"D*4#

"

$E=AF'"

#

"!"#$%&'#()*+#%,-*./-0#,#%-1'$2#%$3#*% 4-%3-)$5$%,6$%& %%&&'("

#!"#$%&'#7#+-),#38*.9)*0#3#*%$:46#%-;-/-0#,#%-$5$%,6$%&%%&&&(

!G&)0#1)%+,-./--0-12 340.1252,3,12 167/8259,:0,;,258<1/3=4>-,1?15,.8?6/2.3,12-829 =8341?15,.8.48250-,2 4/@82 <19>6A1@340

@03419-16B21C,25,230A,1A6A1@-/=0A6,.,0-$)0D08?-340-.,023,6,.16.1252,3,12 161<;0.3,D0@8330A-$

;+% <(05&%7/8259,:0,;,25"E,2F>825"G/=0A6,.,0-829 ,230A,1A"H4>-,1?15>"H8341?15>"I034191?15>

!!&内经'在认识和理解人体功能及病理状态时$大多采用

司外揣内$由表知里$取类比象的认识方式( 所谓)智者察

同$愚者察异*$在中国的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能以如此

系统整体思维观来认识复杂人体的生理和疾病的特征是极

其难能可贵的( 由表知里的认识方法是通过观察在体活人

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表现的异同$采用)取类比象*的说理方法

阐述其内在的规律$即以对象内部与对象外部的规律性联系

为基础$通过认识表)象*的规律$察其异同$同时与外界事物

的关联间接地把握对象( 外在征象是活体的内脏器官功能

在机体外部的表现即生命征象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通观

&内经'$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以)象*论理的思维方式$这也是

中医学以表知里的认识方法形成的系统观( 这种认识方式

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在并非完全了解事物的精确机能的情

况下$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在探索未知领域取得意想

不到成果$用于治疗疾病则可达到纠偏的相对效果(

"!"内经#从阴阳表象的角度界定人体的结构和功能

&内经'关于阴阳概念的表述$是非定义性的$也是非抽

象概括$只是通过表象直接列举出所述概念的有关内容以阐

明阴阳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 该概念只是用于阐述事物

的联系和相关状态$并籍此阐明人体结构和功能( &内经'所

表述阴阳概念自定义为)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灵枢+阴

阳系日月'#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

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

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

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通过男女,水火,左右等众多

形象的罗列$将阴阳内涵呈现出来-".

( 同时又以)阴平阳

秘*评价和衡量人体正常的机能( &内经'认为生命体与自

然界一样$也存在着清浊,升降,出入,动静,化气成形等各种

对立属性的物质及运动形式(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 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 阳

化气$阴成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

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正是&内经' )智者

察同*的结果(

)阴平阳秘*是&内经'对生命活动中各种功能之间复杂

关系及有机联系的抽象概括$是一种基于个体征象的相对评

价体系( &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在

正常的生命活动中$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状态$并通过阴

阳之间互根,互生,互化,互用而)自和*的机制保持这种状

态( 而)阴阳自和*的内涵又可以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对四

时六气和七情变化的外在征候来体现( 由于人体内阴阳关

系复杂多样$因此$)阴平阳秘*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异$如&素

问+调经论'指出%)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

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灵枢+终始'又

云%)所谓平人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

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

相称也(*可见&内经'评估人体)阴平阳秘*可以从经络,九

候,脉动,形肉等方面体现$而不是强调一个固定的正常生理

性指标( )阴平阳秘*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异即可以出现不同

的正常的)功能表观*现象$从而体现体质的不同和适应环境

后形成的正常体型(

#!"内经#以阴阳失调之象阐明人体病因病理

)阴阳乖戾$疾病乃起(*阴阳失调是导致机体病理状态

的高度概括$标志着疾病的产生即人体处于病理状态(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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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又以)阴阳应象*为依据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及

体现人体脏腑经络功能$强调对事物阴阳的认识必须借助于

其相应的)象*$而不是与本体!具体的器官#的联系-#.

( 这

种认识方式与西医对器官功能详细研究后并推导其功能状

态!即类似还原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 &内经'阴

阳理论是对人体构造和研究人体的功能和病理的主要观察

方法$正是借助表现事物行为功能的动态形象为本位$以形

体器官和物质构成为辅从$从而构建了中医理论对事物外在

表观形象所具有的功能行为有十分精细的观察$而对事物的

实体构成和物质成分则重视不够-#.

( 阴阳理论对造成疾病

的成因的实体构成和成分也非精细有时甚至反而是猜测$而

对其造成的病理结果!各种征候和脉搏$舌苔等#却描绘的十

分细致( 由此观之$阴阳理论考察疾病是基于人的整体功能

态的偏离正常轨迹$其对致病因素本身的认识可能是含糊或

者只是描述其侵犯人体)邪气*的性质即)象*$故有)阴胜则

阳病$阳胜则阴病*$)阴盛则寒$阳盛则热*的认识( 疾病是

阴阳失调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只有通过)象*来认识$因此其

对致病因素的认识也必然带有某些猜想和臆想的成分$这也

是致病因素特征和性质难以得到认可的理论根源( 这与西

医强调解剖功能的完整性以及对致病因素的详细了解是有

差异的(

%!借助表象诊察疾病及其预后

为了诊察疾病$就必须先了解正常机体的表象与内脏关

系( 如此才能从外在的征象了解藏器内在的病患( 恰如&内

经'为了)正确*的认识人体的生理功能提出的疑问%)论理

人形$列别藏府//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0*其后岐

伯列举了许多)象*的内在联系说明人体以五脏为主体外应

五时五气等功能系统( 提出病理是)阴阳更胜之变*$并列举

了通过诊脉体察病之所在$即)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

一从$阴阳表里//藏之心意$合心于精(* !&素问+金匮真

言论篇'#说明通过察脉搏之变动来了解人体内脏的逆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据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认识$&内经'强调$色脉合参$认

为色是人体精神的外在反应而脉为人体脏腑气血的窗口$故

&灵枢+邪气脏腑篇'曰)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 )能合色

脉$可以万全(*!&素问+五脏生成篇'#在判断病之新久时又

提出%)徵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徵其脉不夺$其色夺者$

此久病也(*!&素问+脉要精微论'#通过观察色泽$可推断疾

病的预后顺逆吉凶( &内经+玉机真脏论'曰%)色泽以浮$谓

之易已"色夭不泽$谓之难已(* )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

死也(*!&素问+三部九候论'#由是观之$内经诊察疾病更多

是注意根据机体外在微小的变化!表象#$来推导其内在脏腑

功能的失调$并预测其后果( 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出现猜测

性,朴素整体性,模糊综合性的特色( 因此$中医更强调)医

者意也*的境界(

'!"内经#对$病机%核心因素的辨认

&内经'中)病机*辨认强调要探求造成疾病的核心因素

及其治疗关键( 治病则要掌握 )发之至微$用之至广*的

)机*( 关于)机*&说文'云%)主发谓之机*"元代字书&龙龛

手鉴'云%)机$发动也,会也,弩牙也(*汉代伏胜的&尚书大

传'说%)旋者还!环#也$机者$几也$微也( 其变几微$而所

动者大$谓之旋机*( )机*虽至微$但可以小制大$)牵一发

而动全身*

-%.

( &内经'病机十九条$强调了致病因素作用

于人体后出现的外在的表现$即)夫百病之生$皆生于风寒暑

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通过机体

外在反应性的表现便可以初步了解脏器病变的特征$并依此

)机*治疗!即)审查病机$无失气宜*#$便可达到)桴鼓相应$

拔刺雪污*的效应( 而后世中医提出)证*及)辨证论治*的

思维$是把疾病如实地理解为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整体的

反映( 从全身考察病因,病机,病性,病位及人体的抗病和修

复能力( 其思维步骤乃是通过四诊合参$全面检查$掌握病

人的具体资料"其次$把病人的临床与某证所表现的一般规

律进行比对$从而判定该病人患病为何证"最后$建立该证与

相关方药联系$并作出相关预后的判定( 这种思辩分析是从

症状的四诊抽)象*$并将)象*与医者头脑中的证的概念,范

畴类比$从而得出疾病的病理意义( 因此$)辨证论治*体现

了中医学思维的本质$是重视实践及顿悟$强调类比与异同

相关$在逻辑形式上以综合为主-'.

( 由于藏象理论强调)脏

藏于内$显象于外$谓之藏象(*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所

进行的人体生理病理研究( &内经'中关于人体的五藏,五

官,五体,五神!神魂魄意志#,五志!喜怒悲忧恐#$阴阳气血

等协调,协同活动的整体外在表现的生命系统学说$气机升

降出入,阴平阳秘,形神合一,五行生克乘侮$都是作为整体

功能显现出来( 即藏象学说只属于作为活体整体的有外在

表观的人$而解剖学说属于失去生命活力的形骸-N.

( 因此$

结合藏象功能表现和疾病关键所在!即)机*#的内在关联$

寻求治疗的)旋机*便可达到)工巧神圣*的境界( 所以&内

经'在例举了十九条基本病机时$又强调)谨守病机$各司其

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素问+至真

要大论篇'#的治疗原则(

N!小结

由此可见$就方法论而言$&内经'由表知里的思辨$总是

从某种概念中推出客观实体$使客观世界的发展符合和服从

于医者的思维( 这是从某种有意识的原理出发$通过从现象

到现象$通过事物的表面联系$对自然和人体功能做出符合

其学理的解释( 这种认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疾病

的的本质$并在缺乏了解疾病形成完整理论的情况下提供良

好的治疗( 恰如非典和禽流感的中医干预治疗所取得的效

果( 在 #" 世纪的今天$对于人体的认识已经达到分子水平$

人们可以借助尖端仪器对人体的细微变化的西方医学$但存

在理论空白和和不确定的因素情况下我们仍需要)司外揣

内$由表知里*的认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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