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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为导向，对每一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进行阐述，在注意纵
向梳理其渊源脉络、阐述其确切内涵的同时，更力图横向突出其实用意义，解析其证治价值，汲取现
代研究成果。
本书内容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注重临床实际。
文字深入浅出，举例通俗易懂，能使了解中医者得其概要，学习中医者入其门径，研究中医者受其启
迪。
    本书依据内容类别而分列成篇，每篇之中再分设专题，逐一论述阐释。
各专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有联系。
条分缕析，纵横交融，形式生动，一目了然。
作者于上海中医药大学执教、业医30年，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临床休会，因此，本书对于提高中医
基础理论和指导临床实践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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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无所不指与无所实指　　阴阳，是从事物或现象中撇开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取其共
同的、本质的属性而形成的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
它既无所不指，又无所实指。
　　言其无所不指，是因为阴阳是对所有相关事物的相对属性或同一事物本身存在的对立双方属性的
概括。
阴阳既可以标示既相关联又相对立的两种事物或现象，又可以标示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着的两个方
面，故先哲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的运动，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和
内在机制，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
大至乾坤、天地、小乃脏腑、气血，均有阴阳可分，阴阳可析。
　　论其无所实指，因为阴阳只是事物矛盾对立的概念或代名词，并非固定的某种东西。
阴阳所分析的对象、场合不同，其具体所指示就相应地有所不同。
阴阳所表述的是从事物或现象的具体特征中反映出的某种相对的属性。
　　古代医家对此有精辟论述，诚如朱丹溪《局方发挥》所云：“阴阳二字，固以对待而言，所指无
定在，或言寒热，或言血气，或言脏腑，或言表里，或言虚实，或言清浊，或言上下，或言邪正，或
言生杀，或言左右⋯⋯”。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某一具体陈述中阴阳的确切所指或确切涵义。
如“阴胜则阳病”与“阴虚则阳亢”，均为中医学描述人体病因病机的常有术语。
其中“阴”、“阳”的所指涵义不尽一致。
前一术语中的阴和阳，分别指代阴寒之邪气与人体之阳气，是说寒邪、湿邪等阴邪入侵人体（阴胜）
，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阳病）o后一术语中的阴与阳，则均指代人体属于阴与阳的物质及功能，意
为人体属阴的物质及功能衰少（阴虚），多可导致人体属阳的物质功能相对偏盛（阳亢）。
　　说阴阳无所不指，是强调阴阳原本是一种哲学理论，一种说理工具，是一种客观规律，是抽象了
的对相应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的属性概括，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　　说阴阳无所实指，是强调学习和应用阴阳学说时，首先必须明确其在不同陈述中的具体涵义和
确切所指。
因为阴阳是相关事物的相对属性，故即便其陈述不甚完整，也应知其是与“不言而喻”的对立面而论
的。
如仅言温热为阳，也知其是针对寒凉为阴而说的；仅言五脏为阴，应知其针对六腑为阳而论的。
　　只有正确理解阴阳的无所不指与无所实指的对立统一，才能做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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