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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仍能被人们重视，这与中医学的临床疗效和基础理论有

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并非是单纯的经验。中医

的经验来源于生活和医疗实验活动，然后上升到哲学理论；把经过升华的医学理论再

反过来用于指导医疗实践，通过反复地认识和论证，逐步形成了以《内经》为代表的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是以人们长期的生活和医疗认识为基础，在中

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取象一比类一类推的方法，形成中医理论的雏形，再通

过临床实践验证，不断地充实提高，不断地完善，形成了目前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

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就形成了中医学的中国特色，也使中医学带有浓重

的哲学辩证性质。在形成中医基础理论过程中，有三个基本哲学观念始终指导着中医

学，现分述如下。 

1 整体观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如此，人与自然界也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因此，有“人一小天地”和“天人合一”之说。《灵枢·本脏》说：“五脏者，

所以参天地，付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之下，就出现

了“气”和“气化”理论。如果没有“气”和“气化”，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

“气”和“气化”理论是整体观的产物。于是，天有天气，地有地气，天地有六气；

人有正气，有宗气、元气，有五脏六腑之气，有经络之气；药有四气五味，针刺要得

气……。气相关通，形成了一个整体。《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

气”。由此可见，通天由气，由气再分阴阳，形成了阴阳学说。 

整体观的认识不仅表现在内脏与形体、五官等“象”的联系，而且还表现在全息

的联系上。人体某个局部可以反映整体的情况，如面诊、舌诊、脉诊、耳诊、眼诊、

手诊等等，于此产生相应的针法以治疗疾病。 

整体观的认识不仅表现在纵向的联系，还表现在横向的联系。例如神虽为心所

主，但是神在整体上还与其他内脏有关。《素问·宣明五气篇》说：“心藏神，肺藏



魄，肝藏魂，肺藏意，肾藏志。”如果治疗神志病，仅局限在心，而不着眼于五脏整

体，就不易获效。 

2 属性观 

古代哲学重视事物的属性，又根据属性而进行分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说：“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分布逆

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

学说能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医学中，就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属性分类特点所决定的。 

阴阳有属性，可分为二。阴和阳根据属性的程度，又可分为三而成三阴三阳。阴

中有阳，阳中有阴，阳中有阳，阴中有阴。这种属性的认识，就是《素问·金匮真言

论》所说的“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五行有属性，可分为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

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根据五行的不同属

性把人与天地都归属于五行五个大类，用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认识人体的脏腑组织

的生理、病理及其复杂关系，以及人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达到执简驭繁的目的。

自然界的异常气候变化，可以通过五运六气属性预测和防治其流行病。《灵枢·通

天》和《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根据阴阳五行的属性，把人的体质分为五态，二十五

人。中药根据其属性，建立了归经理论。 

在医学临床上，这种属性观体现到中医的辨证论治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切脉动静而视

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中

医学中的八纲辨证、六淫辨证，六经辨证、五脏辨证等，即是属性观在临床上的具体

体现。例如，患者表现为抽搐动风等症状，根据属性辨为“风”，因风属木，木气通

于肝，即辨证为肝病，应以治肝为要。 

3 平衡观 

事物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统称之为“气化”。气机有运动变化，《素问·六微旨

大论》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阴阳有盛衰、消长、转化等运动变化。五行有

生克、乘侮等运动变化。不管运动变化形式有多种多样，但是强调要达到平衡。《素

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生气通



天论》说：“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

谓圣度……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保持平衡的方式，前人认为有一定的规律。气机通过升降出入的方式达到平衡。

阴阳通过胜复的方式达到平衡。五行通过亢害承制的方式达到平衡。中医学在这种认

识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医药的升降浮沉理论，治疗的汗、吐、下、和四法，以及交通

心肾、升阳散火、益气升阳、滋阴潜阳、引火归原、降逆纳气等法，这是以升降出入

的方式达到平衡。中医学创立的温、清、补、消四法，壮水制阳和益火消阴、从阴引

阳和从阳引阴等法，这是以阴阳胜复的方式达到平衡。中医学创立的虚则补其母、实

则泻其子、隔一隔二治法等，这是以五行生克承制的方式达到平衡。所以《素问·至

真要大论》总结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

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如果

达不到相对平衡，则灾害即至。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医学基础理论渗透着上述三个哲学观念。这三个观念中的整体观和

平衡观曾有多次讨论，而对属性观的讨论比较鲜见，应该引起重视。中医学与哲学的

这种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二个主要特点。由于中医学中的哲学观念具有无限

的生命力，再加上中医学良好的临床疗效，所以中医学就不容易被简单地否定。由于

中医学的哲学成分比较明显，所以中医学存在着比较笼统的缺陷，也就难以从微观方

法简单地去剖析它。如果抛弃中医基础理论，那只能走废医存药的道路，不可能有中

医学的发展。如能深入认识中医学中的哲学特点，可能会对中医的今后发展有着重要

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