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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伤寒论》重视脾胃辨证的“治未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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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未病”是中医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仲景所著《伤寒论》秉承了《内经》、《难经》中的“治未病”思想．

在临床实践中充分重视脾胃辨证对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顾护脾胃，未病先防；助胃祛邪。既病早

治；扶脾益胃。已病防传；温中助阳，重病防变；调养脾胃，病瘥防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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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作为一种重要的预防疾病思想

起源于《黄帝内经》。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日：“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灵枢．逆顺》日：“上工治未病，不治已

病。此之谓也。”又如《难经·第七十七难》云：“所谓

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

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日治未病焉。”这都说

明了“治未病”是古代“上工”具备高超医术的重要

体现。汉代医家张仲景勤求古训．提出“四季脾旺

不受邪”的“治未病”观点．并将这一以脾胃为本的

观点创造性地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其著《伤寒论》

通篇体现了对脾胃辨证的重视．在防治疾病中所

起的积极作用。

1顾护脾胃．未病先防

《内经》中指出疾病的发生关系到正气和邪气两

方面：若当正气充足时，邪气无法侵袭人体，则不发

病，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若当正气虚弱，不足以

抵御外邪时．邪气乘虚而入，而发生疾病，即“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所谓“未病先防”，就是指在机体未发

病之前，提高人体的正气，即顾护脾胃之气，从而增

强抵御邪气的能力，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伤寒论》原

文54条：“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

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此“先

其时”即疾病未发之时。截断其发病趋势．以达到治

疗之目的。方中桂枝非发汗之专药，其味辛甘性温。

辛温能通卫阳，祛风散寒，甘温能健中阳。内和脾胃；

草、姜、枣三味皆可调补中州，其中甘草、大枣性味甘

平。人脾胃二经，善补益脾胃之气；芍药苦酸，合众药

之甘可滋周身营阴．养其汗源。诸药合用。使脾胃健

旺．营卫调和．则自汗得愈。又如原文65条：“发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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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人脐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

之。”此为发汗后，心阳不足，下焦寒饮欲逆．上凌阳

位之证。方中重用茯苓健脾制水，与桂枝通阳化气利

水，甘草、大枣益培中土，防止水邪上犯。正如《医宗

金鉴·卷二》谓：“土强自可制水，阳健则能御阴，欲作

奔豚之病。自潜消而默化矣”【册。此皆是在疾病未发

生时，顾护脾胃正气，力求治疗于病发之前。以达预

防之目的。

2助胃祛邪．既病早治

《伤寒论》中十分倡导既病早治的观点。而且把

它作为预防疾病传变的有效手段．其意义在将疾病

扼杀于萌芽状态，勿失治病良机。原文第8条云：“太

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

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条说明邪

在太阳，且有向阳明传变的趋势。《灵枢．九针论》日：

“阳明多血多气”，“刺阳明，出血气”。故刺足阳明经

穴能壮中焦正气，助胃祛邪，使邪不得内传。待正气

来复，立可抗邪外出而病愈。又如原文276条：“太阴

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本条为太阴兼表证，

系患者素体脾胃不足。复感太阳表邪．进而内传太

阴，伤及脾阳。用桂枝汤目的有二：一是补益脾胃中

气，祛邪外出；二是外散风寒表邪，扶助卫阳。这体现

了仲景在治疗疾病的早期就重视脾胃。见微知著。防

治并举的思想。

3扶脾益胃。已病防传

当疾病已经发生，原则上要尽早祛邪外出，但有

时祛邪反会损伤正气．若又遇正虚之人．单纯祛邪未

必能收到满意的效果。因此．仲景此时扶助脾胃正

气，防邪入里内传。是十分明智的，《伤寒论》用小柴

胡汤治疗少阳病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少阳居于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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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阴之间．其传变趋势可谓“实则阳明。虚则太

阴”．邪传阳明则热化。邪人太阴则寒化。故以柴胡、

黄芩清少阳胆腑邪热，防传阳明；半夏、生姜健脾和

胃。顾护太阴．使邪不得复传三阴；再以人参、甘草、

大枣补益脾胃中气。仲景还明确指出：“其人反能食

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此“能食而不呕”是因

脾胃阳气来复．邪不得传阴也。又如《伤寒论)277条

所说：“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

之．宜服四逆辈。”此条为脾胃阳虚，寒湿停于中焦，

可见轻度下利．因无热邪伤津，故口不渴。仲景在此

以“当温之”为治疗大法，虽未言具体方药，仅日“宜

服四逆辈”。但已提示在通常情况下，脾胃虚寒轻者

可用理中汤温中散寒，重者则以四逆汤之类治之．此

中寓补火生土之意，旨在扶助脾胃正气。防止邪由太

阴传人少阴．脾病及肾。

4温中助阳．重病防变

在《伤寒论》的众多条文里，其中不乏一些危重

证．张仲景即使在面对这些棘手之病时。治疗法则

上仍然不忘顾护脾胃正气，防止疾病继续恶化．使

其转危为安。原文323条：“少阴病，脉沉者。急温

之．宜四逆汤。”本证脉沉提示有阳虚之征兆．且病

邪已入少阴．涉及根本。若不及时施治。则阳亡迅

速。吐利、厥逆等危证接踵可见。故治疗上急用四逆

汤温中助阳。网阳救逆，以防亡阳之变。《医宗金鉴·

卷七》云：“君以甘草之甘温。温养阳气：臣以姜附之

辛温，助阳胜寒；甘草得姜附，鼓肾阳温中寒，有水

中暖土之功：姜、附得甘草，通关节走四肢。有逐阴

回阳之力．肾阳鼓，寒阴消。则阳气外达而脉自升，

手足自温矣”[t]27．4。又如原文351条：“手足厥寒，脉细

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本条乃血虚寒凝致厥之

重证．究其病因乃寒在血分。不能温养四末而致厥，

而非四逆汤阳气衰危不达四肢之厥冷。故不用姜、

附，而取当归、芍药养血补血。方中倍用大枣，《神农

本草经》云：“大枣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

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

足”【引。可见。大枣之功在于温补脾胃、助阳散寒；再

以甘草合大枣补益中气；桂枝、细辛温经通阳以散

寒：通草通利血脉以止厥。众药合用。旨在使其气血

得复．防止恶变。紧接352条。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

生姜汤治疗血虚寒凝兼“内有久寒者”．此“久寒”乃

肝胃沉寒痼疾，应有呕吐腹痛、舌卷囊缩、寒疝痛

经、少腹冷痛等证，故重用生姜半斤温胃助阳、散寒

止逆：吴茱萸暖肝温脏，合生姜助阳散寒。《绛雪园

古方选注》云：“只加吴茱萸从上达下。生姜从内发

表．再以清酒和之，何患阴阳不和．四逆不温也耶?”

可见．张仲景治疗重病、危症时：依然强调扶助脾胃

正气以达祛邪之目的，这正是继承了《内经》“有胃

囝竺呈兰璺苎竺堂竺旦旦江善中压药

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思想。

5调养脾胃。病瘥防复

在疾病已治后期．病情虽向愈好转．但仍有正气

待复与余邪未尽并存的状况．此时若调理不慎．极易

引起病情再发或复感新邪．以致前期的治疗功亏一

篑。因此，仲景在《伤寒论》的煞尾篇《辨阴阳易差后

劳复病脉证并治》中，着重从脾胃的角度阐述疾病恢

复过程中应注意调养，以防病情复发．其预防之意隐

然其中。该篇仅7条原文．但与调养脾胃相关的就有

5条，足可彰显其重要。如原文398条：“病人脉己解。

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

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这揭示了病后的调养．

应该节制饮食以保养脾胃。“微烦”乃因“病新差”．

“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食积化热而上扰心神所

致。故应适当减少食物的摄取．休养脾胃．以待脾胃

功能的恢复。此时若“强与谷”．不仅会损伤中气．严

重者还会导致“食复”。又如395条用牡蛎泽泻散治

疗瘥后水气病，其改汤为散，峻药缓攻．勿伤正气。服

方后，以“白饮和服”，意在保护胃气．使祛邪而不伤

正。方后云“小便利。止后服”．为中病即止．以防药过

正虚而病复。可见，《伤寒论》中处处注重对脾胃之气

的调养，并将调养立于病复之先，其“治未病”之意不

言而喻。

总之．张仲景重视脾胃辨证的“治未病”思想贯

串于《伤寒论》始终。《内经》中的“治未病”主要体现

在对无病之人的养生保健，而《伤寒论》将前人的思

想发展到有病之人．并通过重视脾胃．系统地分未病

先防、既病早治、已病防传、重病防变、病瘥防复5个

方面来体现．从而丰富与拓展了“上工治未病”的思

想．对现代预防医学的研究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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