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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家族医学中三元学说是医学理论基本框架!毒气为主要的病因" 三元学说与中医的气#血#精理论基本一致!而毒气

分为六种!随因施治为医学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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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湘&

鄂&黔&渝毗连的武陵山区#是十个最多人口的少数

民族之一' 土家先民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在与大自

然斗争中逐渐积累了防病治病的经验' 由于土家族

仅有语言而地文字#从(口传医药经验)逐渐形成了

具有基本理论知识的(文传医药知识)#即土家族医

药学' 其基本特点在于#有基本医学基础理论#有独

特的医疗方法#有丰富的药物资源及特殊的应用方

法' 土家族医药学是祖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

分' 现将土家族医药的三元学说及毒气致病理论讨

论如下'

"!三元学说与中医气"血"精

三元学说是土家族的医学理论基本框架' 从解

剖学角度将人体分为上&中&下元三大部位#上元即

头&上肢"中元为胸&腹"下元为下肢' 从脏器上划

分#脑&心&肺居上为上元"肚!胃$&肠&肝&脾居中为

中元"肾&膀胱&生殖器居下为下元' 从功能上#心神

居上为上元"气&血&精居中为中元"水居下为下元'

三元学说与体内物质基础气&血&精为土家族医学的

重要理论基础' 气&血&精是人类赖生命活动的物

质#这些物质均由内脏所产生#人体各种生命现象均

受内脏所支配' 人体的精微物质***气&血&精经三

元脏器往复灌注于肌体#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

动+",

' 精&气&血#均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

动的基本物质#相互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相互为用的关系'

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的不断运动的精微物质#

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气是

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是古人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各

种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认为世界上一切事

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世界上的各种变化是气的作用'

古代医家将气引用于医学#用气来解释人的生命现

象' 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体也是由天地之

气构成的' 由于气的不断运动#而表现出生命活动

中的各种生理功能' 在中医学中#用气来解释人体

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

(人以天地之气生)' -医门法律.大气论/%曰(气

聚则形存#气散而形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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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医认为#疾病产生的原因虽多#但由病气作

用人体所致为其主因' 人体三元&十窍&肢节不停地

运动#无时不在产生废气#废气不断地经肺从口鼻&

或肛窍&汗窍等排出' 如果排泄失常#蓄结于内#便

产生病气' 如废气积于肺#便出现咳喘#积于肚肠便

出现腹胀&纳呆等' 这与中医学认识完全一致#-素

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

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

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

有' 故器者生化之气#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故无

不出入#无不升降')

血#即血液#是循行于脉中的富有营养的红色液

态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

质之一' 血具有营养滋润全身的生理功能#又是神

志活动的物质基础' 血液在脉管内运行全身#对全

身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起着濡养作用#使其

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 同时血液充足#濡养功能正

常#则面色红润#肌肉壮实#皮肤致密#毛发润泽#感

觉灵敏#运动自如' -难经.二十二难/曰%(血主濡

之)-素问.五脏生成篇/曰%(肝受血则能视#足受

血则能步#掌受血则能握#指受血而能摄)'

土家医将血分为三种#红血&青血和污血' 红血

是由谷气&清气和血水组成#具有营养机体的作用'

青血是被机体消耗了部分谷气和清后而运行于青筋

的血液' 污血是含废气或杂有瘟气的血液' 血的病

理主要包括血亏&血瘀和出血三种情况引起的一系

列变化' 血亏和出血两种病理变化与中医的血亏&

出血认识一致' 但关于血瘀有一定的区别' 土家医

认为血瘀是指由多种原因#致血液在筋中流行不畅

或从脉道溢于体内所引起的病理表现' 而中医的血

瘀是指血液的循行迟缓#流行不畅#甚则血液停滞的

病理表现' 两种认识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于血液溢

于筋脉之外而停滞于体内的状态#土家医认为是血

瘀#而中医认为是出血' 说明两种医学认识既有相

似#也有差别'

精#有精华&精微之意#系指精微物质' 精是构

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中医学

中的精#因其来源&分布及作用的不同#而有多种名

称及含义' 主要有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源于父母

的生殖之精#与生俱来#是构成胚胎的原始物质#是

生命的本原"生殖之精#藏于肾中#源于肾精#是先天

之精在后天之精的资助下化生而成#具有繁衍后代

作用' 男女生殖之精结合#构成胚胎#以繁衍后代"

水谷之精#也称后天之精#是人出生之后#由脾胃等

脏腑吸收的水谷精微所化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的重要物质"脏腑之精#是分藏于五脏六腑之中的

精#称为脏腑之精' 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既要先天

之精气的激发推动#更需后天之精气的充养' 故脏

腑之精中#既含有先天之精#又有后天之精' 脏腑之

精具有维持五脏六腑功能活动的作用'

总的来讲#土家族医药三元学说与中医的气&

血&精理论完全基本一致' 三元#是人体组织结构的

最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的生命物质***气&血&精由

三元脏器所产生"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均受三元的

内脏支配"人体的气血#经天&地&至于水循行而灌注

于四肢肌肉全身#以维持正常人体的生命活动'

#!毒气致病学说

毒气是土家医学中最主要的病因#是多种疾病

的致病因子' 土家医药认为%(毒气致病#内而脏

腑#外而肌皮#证候各异#临床表现复杂#病情变化多

端#又因侵入机体毒邪量的不同#病情又有轻重之

别)

+#, 其实毒气是多种多样的#它存在于各种物质

之中#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如果人体正常生理功能

得以正常发挥#毒气难以侵入人体"反之#一旦人体

各种平衡被破坏#各种毒气乘机之入#从而产生各种

疾病' 土家医学说是的毒气分为六种%水毒&湿毒&

寒毒&火毒&热毒和风毒+T,

' 这与中医的风&寒&暑&

湿&燥&火六淫致病学说相似'

水毒%土家医中的水毒为病#转动不灵#脉沉细

或濡弱' 纳差#畏寒肢冷#全身浮肿#小便清长或少

尿#胸腹满闷#呕恶倦怠乏力等症状' 皆具中医寒

邪&湿邪致的特点'

湿毒%与中医湿邪致病相似#头身困重#四肢酸

楚#大便溏泄或下痢脓血#小便浑浊#妇女白带过多#

疮疡&湿疹#脓水秽浊等'

寒毒%与中医寒邪致病相似#恶寒#发热#脘腹冷

痛#形寒肢冷#手足厥冷#下利清谷#小便清长#或关

节冷痛#四肢拘急#屈伸不利#四肢不温等症状'

火毒%与中医火邪致病相似#高热#恶热#汗出#

尿赤&神昏&谵语#狂燥不安#口干舌燥#小便短赤&大

便秘结等#或各种出血症状'

热毒%类似中医学中的暑邪&燥邪致病' 高热&

烦渴&多汗&口干唇燥&鼻咽干燥&干咳或痰粘难咯#

甚则喘息胸痛症'

风毒%土家医风毒最为活跃#与中医风邪致病相

似#出现头面或全身浮肿#小便不利#发热恶风&头

痛&鼻塞&咽痒&恶风&汗出等症状#或者角弓反张&口

眼?斜等症'

其实无论是土家医学中是毒气致病学说#还是

中医学的外感六淫致病理论#两者称谓不同#实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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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伤寒!用甘草

#

!肖辉煌"

!郑立升#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州 T%&&&&"#$福州市中医院!福州 T%&&&&$

摘要!甘草作为百药之长!在古代素有国老之称!足见其在中药中的地位" 甘草具有补脾益气#缓急止痛#调和诸药#清热解毒#

祛痰止咳等功效!其应用广泛!无论时方还是经方皆可见到其影子!尤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方中甘草不仅出现的频率多!

用量也值得探讨!其作用绝非仅限于'调和诸药(而已!因此有必要研究%伤寒论&甘草的用法及用量!并在临床中灵活使用!以

提高疗效"

关键词!伤寒论$作用$禁忌$用量$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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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中将甘草归为上品#谓甘草(味

甘平#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

金疮#解毒' 久服轻身延年') -药性论/云%(甘草#

君#忌猪肉#诸药众中为君' 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

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使诸药有功#故号国老之名

矣')在-伤寒论/""# 个方当中运用到甘草有 O& 个#

-金匮要略/中有 %' 方' 其中以甘草为君的方有甘

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泻心汤&炙甘草汤&甘草附子

汤等 "& 方"以甘草为臣的方有芍药甘草汤&桂枝甘

草汤&茯苓甘草汤&桔梗汤&栀子甘草豉汤等 "" 方'

可见甘草之功绝非(调和诸药)而已+",

' 甘草在-伤

寒论/O& 方中担当君臣佐使#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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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

说明同样的道理'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致病因素

作用于机体的结果' 由于各种病因的性质和致病的

特点不同#侵犯人体后所表现出的症状和体征也各

不相同#因此#根据疾病反映出来的临床表现#通过

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推求病因#再依据病因确定

治疗方法#随因施治#这才是医学的关键所在'

土家医学是土家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是祖国医

药学重要组成部分' 土家医在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医药体系#在历史长河中为

土家族的繁衍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为广大

群众接受#在医疗保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值得深

入挖掘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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