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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第三种模式——评 《现代中医治疗学》 
陈潮祖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成都 610O75) 

前不久，得到一本由著名中医专家郭子光、熊曼琪、 

徐大林等主编的 《现代中医治疗学)再版新书，细细检阅， 

不禁掩卷叹息，深心赞许者有三：突出辨证特色而又兼采 

西说 ，发扬 中医，用心 良苦 ，此其 一 ；采集百 家 ，中西合 

璧 ，工程浩大，此其二；数法并用，不以针药论短长，不 

因疗法分优 劣 ，总 以病证为取舍 ，实用性强 ，此 其三。奇 

文共传诵，好书共研读 ，不敢掩珠光于囊内，藏宝剑于匣 

中，愿与同仁共鉴赏。 

1 创新辨证模式 ．开拓发展前景 

张仲景所著 <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中医辨论治这 

一 严谨 的治疗纲领 ，而且还 “以六经辨证论 伤寒”、 “以脏 

腑辨证论杂病”，建立 了 “异病 同治”、“同病异治”两种辨 

证模式。“六经论伤寒”以证为纲，是 “异病同治”模式； 

“脏腑辨证论杂病 ”以病为纲 ，是 “同病异治”模式 。这两 

种模式指导中医临床近两千年，成为最具活力的辨证体系。 

近百年来 ，随着西方医学传人华夏，中医面临了两个最直 

接冲突，一是新知普及 ，时下民众多数只知西医名词术语， 

不懂 中医名词术语 ，医患之间很难沟通交流 ，中医学常常 

被 人误解为说不清，道不明，有点神秘；二是中西医学研 

究方法、诊治方法迥然不同，而又各有短长，如何互相取 

长补短，没有可循模式。<现代中医治疗学》以西医病名为 

纲 ，病下分期分型 ，简要 阐述西 医病理 和治疗要 点 ，确切 

指明何种情况当辅以西药治疗，何种情况当转西医急救， 

何种情况才算微观痊愈，使医家临证可以两法互参，取长 

补短，有所执持，知所避就；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以中医辨 

证论治为核心，详细阐明中医对各个病证不同阶段的认识 

和治疗，理法方药俱备，严谨地保持了中医整体观思维优 

势；加之语言通俗，中西医学名词术语并见，这就很好地 

解决了医患沟通和 中西 医互参互补两个问题 ，这种 中西 医 

病证结合也就成为中医临床的第三种辨证模式，这是一个 

很好的创举。既满足了现实中医临床工作的迫切需要，也 

为未来中医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2 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切 于实用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自然环境特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社会生活内容 ，如何才能生动活泼地 把中医理法方药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去，更有效地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这是各个 

时代有使命感的医家共同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金元医 

家才有 “古方今病 不相能也”的慨叹 ，才会 锐意创新 ，开 

拓了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继战 国以后第 二个百 花齐放的新时 

代。在我看来，《现代中医治疗学)的作者也不例外，面对 

今天这样一个 自然气候大改变 ，社会 环境 大改变 ，生 活内 

容大改变，医学体系大改变的崭新时代，他们也与时俱进 

来编著此书，不然就不会以 “现代”这样巨大沉重而又新 

颖时髦的题目来命名。既以 “现代”命名，当然就应该充 

分体现中医理法方药的现实运用特色，就应该找准古为今 

用的现实吻合点。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中医治疗学)的作 

者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法。现实运用特点主要是中医辨证与 

西医辨病结合，取长补短，相辅而行 ，<现代中医治疗学) 

正是以此作为全书基本体例，前已述及，无须赘言。至于 

“古为今用”这个 问题 ，作者深刻懂得 “古为今用 ”绝不是 
一 句空话，也非中医古老名词术语的白话注译所能深刻体 

现，关键在于如何在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因而在编著此书时，特别注 

重对实践经验的采收选用，邀请了全国相关临床各科专家 

百余人，以期集腋成裘，正如该书 (it例)所说：“在治疗 

上 ，以作者大量实践过 的有效治法 、经验为首选 ，同时参 

考现代临床报道，对某些疾病或其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作 

者经验确实逊于别人报道者，则不拘一格加以引用，总以 

目前最佳选择为准。”遍检全书，无一不是当代人的临证心 

得。如治 “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并不是止血 中药 的 

简单运用，而是在西医所分急、慢两型下辨证论治。急性 

型下有治气营热盛 、动伤血络证 的加 味犀角地黄汤 ，治 营 

热阴伤、动血伤津证的加味茜根散；慢性型下有治肝肾虚 

损证的加减归脾汤，治肾虚精亏证的化裁左归十补丸。其 

加减化裁，更是理致缜密，精彩纷呈。如在治气营热盛证 

选用犀角地黄汤时，作者考虑到该方清营功专，而清气力 

按：冷凝集素综合征，又名冷凝集索病、冷性凝集综合 

征。1918年 Cpouyh和 Richter首先证实该病为人体免疫反 

应变异所致的自身溶血性疾病。我国有少数病例报道。冷 

凝集素是一种寒性抗体，主要成分是 IgM。当温度低于 

2O℃时特剐活跃，0—4℃反应最强，正常人体内可有少量，当 

患某些疾病或免疫功能异常时明显升高，使红细胞发生凝 

聚，如同时有补体参加可发生溶血反应。冷凝集素除对红细 

胞有细胞毒作用外，也可凝集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和血小板。笔者认为，该病的发病过程印证了 

中医对寒邪致病的病理认识。冬季寒邪肆虐，侵袭人体，损 

伤阳气，肾阳亏损，阳损及阴，气血两亏，发为本病。治当温 

补肾阳，益气养血，故用右归丸温补肾阳，合用人参、黄芪、阿 

胶、白芍、川芎益气养血 ，方证合拍 ，故取良效。 

(收稿 日期 20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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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本证的核心病机又正是肺胃邪热炽盛，郁积内攻所致， 

故加入大剂石膏、知母、银花、连翘，以清泄肺胃，荡除 

腾炎之源；邪热内逼营分，已见动血之兆，清热止血之功 

尤当加强，故重用凉血止血之仙鹤草以防大出血之不测 ； 

气营两燔，火热上炎，最易变生 目赤耳聋，动风抽搐，甚 

至识乱神迷等令患者医者惊惧惶惑之象，故加清泄三焦郁 

热的栀子，协助清气凉血诸药以廓清三焦邪热，可谓匠心 

独运。象这样紧扣病机的入微化裁，非既理论精深又经验 

丰富的专家莫能为。该书在所论各病各证中，正是以众多 

当代专家的灵机巧变之思 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人 

古方新用的卓越智慧。以本人五十余年的临床实践和方药 

研究经验看 ，该书在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运用上，素材真 

实可信，化裁生动活泼，素质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对现 

代中医的临床实践最具指导意义。 

3 兼采药针杂疗各法。务实求真提高疗效 

该书在治疗方法上，也与众不同，近世以来，中医临 

床作品，无论何病何证 ，皆以药治独尊，只选用传统中药 

复方，偶有兼采针灸的，数法兼采者极为少见。文革期间 

倒是盛行过各种民间疗法的广泛采收运用，但又走上了另 
— 个极端一只有民间疗法，而忽视了数千年传统中医的丰 

富经验。本书在对待传统中医药经验和民间其它疗法以及 

现代医药疗法这个复杂问题上，相对而言，处理最为妥当， 

药、针、灸、按摩、拔罐、敷熨、食疗、气功、运动、现 

代药疗、现代理疗、新剂型成品中药、民间单方验方等等， 

无不兼采并用，如治 “高血压病”，药疗之外，还采用了食 

疗、压穴、磁疗、药枕、气功等多种辅助疗法，只要翻一 

翻近三十年来的各种中医杂志就会知道，这些疗法都是经 

过众多医家反复实践验证，运用方便安全而又疗效十分可 

靠的。而且在运用这些疗法时，其先后顺序安排，并无轻 

重主从的偏见，而是以病情需要为依归，如治 “胆道蛔虫 

病”时，针对临床最突出的腹痛一证，首先选用的不是药 

疗，而是源于生活的民间疗法—食醋疗法，然后是针刺疗 

法、耳针疗法、穴位按摩疗法、西药阿托品穴位注射封闭 

疗法等，以缓胆道之急，然后才是中医药辨证论治。有的 

甚至就完全运用非药物疗法，如治 “腰背痛”而属外邪侵 

袭一证时，就是采用的按摩、牵引、针灸、支具、拔罐、 

铁砂等疗法，以其疗效可靠而又取效快捷也。对于新剂型 

成品中药的运用，在该书中更是十分广泛，如头痛而用 白 

芷煎液离子导入法，麻木而用鸡血藤浸膏片，慢性肝炎血 

瘀证而用三七注射液，退热而用柴胡注射液，益气而用生 

脉注射液等，以其疗效肯定而又运用方便也。当然，书中 

更为普遍的还是搭配合理，取舍恰当的数法并施，分阶段 

综合运用。一般应急治疗阶段多采用针灸、成品中药、单 

方验方，分证论治阶段多采用复方药疗，善后治疗阶段多 

采用饮食、气功类疗法。该书对每一个病证 ，都以这种综 

合治疗的形式建立了一整套由始至终的系统治疗方案，在 

各种方案之下 ，都提出了极为丰富的具体治疗方法，法无 

雅俗，实用为主；方无贵贱，效佳为先。这就为中医追求 

较完美的治疗效果提供了可能，这与一般书中仅针对主症 

泛泛而论 ，点到即止绝不相 同。 

说实话 ，临床医学自始至终追求的无非就是疗效，中 

医学在当今这个科技 日新的时代要生存 ，要发展，要走向 

世界，最关紧要的还是疗效，没有疗效的医学是不会有生 

命力的。要提高疗效，首先就得有与现实医学环境相契合 

的科学辨证方法，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经验，二者缺 
一 不可。《现代中医治疗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给中医留下 

了创造性的宝贵财富，从而为中医未来发展开拓了无限空 

间。好书不厌百回读 ，好书更应天下知，这就是我想把这 

部书推荐给中医同仁们的赤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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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潮祖教授 打膜腠三焦 ”说 

业  R 3，1 

【提IW]。从三焦形质、兰焦生理、三焦病理和三焦浩要 等4 

个方面，概述 7陈潮粗教授耩出的 “膜瞎三焦”新学说。认为陈 

氏此说继承和发展 r唐容川和张锡纯对三焦的认识，统一 7 《内 

经 与。《难经 对三焦问题的不同提法，认 为=音之论，并不对 

立。同时指 出，胨氏 “膜礁三焦”说，虽木皿反映 《内经 三焦 

学说的真谛‘，但奎面分析此说之后，便不难得 出 “膜幡三焦” 学 

说，是比其 三焦学说更合理，更严密的一种关于 三 焦” 问题 
r 

的新学说。。 

关键铆 迅垡匡窒 睦 蒋 三苎生篓 

成都中医学院昧潮祖教授，在脏腑病机 

理论研究方面，除以 “五脏宜通 论阐明了 

脏腑气机活动特点外，对三焦形质、生理、 

病理、治疗等方面，也有不步新刨见。兹简 

述其要，以船麸问探讨，共同提高。 

1 深究兰焦形质 
． 

。

。

一 ll 

三焦 形质 有 无，自 “内 、 《难 伊 

始，即开争端之端。 难经 ．二十五警郦 
心主与三焦为表 俱有名而无形 。三 

十八难也说： “所谓府有究 者，谓 三 焦 也 

⋯ ⋯ 有名面无形。 后世持此论者，以 “形” 

为 “实 ，认为三焦仅指上焦心肺，中焦脾 

胃，下焦用：肾而言， 自身并无形质一～具体 

组织可征 灵枢 ·本输篇》却说 少阳 

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渎 

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 

。成都中医学院 610075 

收 稿 日期 

就难免犯盛虚实实、应铮度灸或应灸反针等 

错误。 ． 

总之，经络病机学是当前针灸临床需要 

谭入研究的问题，如何摸索出一套经络病机 

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并使之系统化，规 

范化，用以解决针灸实践中诊断和治疗中的 

具体问题，使经络学说和针灸临床有机融合 

在 一起，帮有待我们共砑的努力。 

A ESTRCT,Pro。Yang s under— 

s t ding of the etiolo辱y of channe— 

l s and collaterals is i troduced in 

the artica1． M eanwhil e， th e auth— 

Of als0 analy s e s pro．Yahg s c1jnic 

al experienc e in t rea ring pati nts 

aco~ding to hi s owl theO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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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differation of synptoms and 

sig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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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六府之所与台者”。宗此说者，认为 《内 

经 既然认定三焦是下出肾系，上连肺系(居 

于中间的其他三脏，不言丽喻， 自与相系) 

六府与台的一种组织，而且讲得那么肯定， 

那么具体，绝不会是有名无实的空论。但蓟 

底属于何物， 《内经》并未明示。为究明实 

质，后世医家不断探索，各有建树。明代医 

家张景岳在撰著 《类经》时提出： 此三焦 

之所以际上极下，象同六合，而无 所 不包 

也。观率篇六府之别，极为明显，以其皆有 

盛贮，因名为府。盖即脏腑 之 外，躯 体 之 

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腑也。故有中洼、是 

孤之名，丽亦有太府之形。 认为兰焦就是 
一 腔之大府一一整个躯体的体腔。上焦、中 

焦、下焦 自然成了体腔不同区段划分的名称 

了。丽清代医家唐容川在其 血证论》中则 

称三焦 “即人身上下内外之油膜也。”张锡 

纯对此说极为赞同，他在 《衷中参西录》中 

进一步发挥· “三焦为少阳 之 府。既 名 为 

府，则实有其物可知⋯⋯至唐容 川 独 有 会 

心，谓三焦即阿油，其根蒂连于命门，诚为 

确当之论。”又 三焦亦是 膜，发 源 于 命 

门，下焦为包肾络肠之膜，中焦为包脾连胃 

之膜，上焦为心下膈膜及心肺一 系 相 连 之 

膜。”至此，三焦落实到了具体组织上。 以 

上，便是三焦形质说最有代表性的见解。 

陈潮祖教授在深研 《丙*、 《难 经义 

和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 膜胺 

三焦 说。他在Ⅸ中医病机治法学 一书中提 

出t “筋膜是人体的重要组织，筋是膜的柬 

聚，膜是箭的延展。 由于它是肝系统的组成 

部分，所以 《素问 ·痿论 说 ‘肝主身之筋 

膜 ’⋯ 一手少阳兰焦的组织结构，包括膜原 

和腠理两个部分。膜原是筋的延展部分，腠 

理是膜外的组织间隙， 《内经》称为分 肉。 

膜腠无处不有，无处不包，外则布于皮里肉 

外，内则维系五脏六腑，上至巅顶，下至于 

屉，随处异形，所在皆是，不似其它五脏， 

有其一定形态，所 以 难经 谓 其 有 名 无 

形。”他以名、实、形为区分，第 一次把 

内 、 《难 两种不同意见统一起来，盟 

明说各有所指， 《难经》的 “无形”，是说 

没有特定形： ，并非没有 形 质⋯ 物 质 实 

体I 《内经 的详指其生理作用，可以说明 

三焦确是人体特定组织之一种，但并不能说 

明此类组织确有特定形态，因为两说并不对 

立。此说还表明陈氏在三焦形质探讨方面是 

继承唐密川、张锡纯之说丽又有所发挥的。 

其一，唐、张二氏论三焦仅限于膜，丽陈氏 

更言及腠，并明谓 “腠理是膜外 的 组 织 间 

隙”，即膜和膜外组织间隙才是兰焦的完整 

体现。其二，唐、张二氏所指三焦之膜，较 

为局限，多指联系五脏之膜}陈氏所述三焦 

之膜十分广泛，上下内外，五脏六腑，无所 

不及。其三，唐、张二氏认定三焦之膜 “发 

源于命门 ，而并未闱明所以然之理J陈氏 

财以肝一一筋一一膜的有机联属，道明了三 

焦之膜根于肝，很有说服力。陈氏之说，虽 

未必就是 《内经 之三焦真谛，但较之其它 

各说，无疑具有更严密，更台理的特点。 

2 明辨三焦生理 

对三焦生理的研究，前 人 主 要 在 《素 

问 ·灵兰秘典论》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 

道出焉”， 《难经 ·三 十八难 ： 主持诸 

气 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认识 到 兰 焦 是 

气、液流行的通道和气化的场所，但所凭籍 

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却未能得砑形象说明。 
。

l胨潮祖教授在其 中医病机治法学》一 

书中明确提出： 因为五脏六腑均由无数管 

道构成各个系统，这些相通的管道，均由肝 

主之筋膜构成，它是精，气、血、津、液五种 

基础物质通行出入的通道。”所以， 膜腠 

是卫气升降出入之所，水掖运行出入之道 

正是这一特殊的网状系统，把五脏六腑与表 

里上下沟通成一有机整体，成为气化的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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