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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部六病学说”是当代著名老中医刘绍武先生在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总结提出的以三部
六病诊疗体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该学说将人体划分为表、半表半里、里三部，根据阴阳不同属性，每部分别划分为阳性病及其系列阳
性症候群和阴性病及其系列阴性症侯群，每部分阴阳，表、半表半里、里三部辨出六病，即三部六病
，形成统括表里内外定位、阴阳寒热定性的辨证体系，体现了刘绍武先生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继承与创
新。
　　刘绍武先生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行医七十余年，一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在业界积极倡
导中医三部六病学说。
近三十年来，习用者益广，推崇者益众，既有医院的高年资临床医师，又有大批高等医学院校的学子
，有拜师亲授者，有仰慕私淑者，以学说立业者多百人之众，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三部六病医学流
派。
为使这一学说得以更广泛的应用传播，现编辑出版三部六病医学流派丛书，以期丰富繁荣当代中医药
学术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部六病医学辑要>>

书籍目录

上篇第一章 三部六病医学基础第一节 整体医学理论第二节 《易经》的定数哲理第三节 《内经》的阐
述第二章 医学阴阳观第一节 自然的量化第二节 自然的性量第三节 自然的现量下篇第三章 整体三部论
第一节 生物界的三种生命现象第二节 生命的三部生理现象第三节 自然之阴、阳、枢第四节 太极三元
论第五节 人体三部论第四章 整体六病分类第一节 六病的建立第二节 六病分类第三节 十二单证辨证论
治第四节 合病的证治第五节 兼证的证治第六节 合证的证治第七节 三部的部病第八节 六病的相互转化
第五章 辨证纲要第一节 证的论述第二节 基础四纲辨证第三节 六病不同于六经第四节 脉象辨证纲要第
六章 四定纲要第一节 整体辨证的四定原则第二节 系统辨证的四定原则第三节 局部辨证的四定原则第
七章 论治纲要第八章 临证纲要第一节 证有四性第二节 病有四类第三节 脉有四型第四节 治有三法第五
节 用有三化第九章 医学的反思与未来发展第一节 医学探源第二节 现代自然科学的思考第三节 中医学
的发展现状与思考第四节 医学的未来与期待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部六病医学辑要>>

章节摘录

上篇第一章 三部六病医学基础第一节 整体医学理论一、整体的八要素1．气血的整体性人体是一个完
整的统一体，从恒动观来讲，整体包括着动静二态，静态结构是动态结构的载体，动态结构是静态结
构的本源，人体之有形，是因由皮、肉、骨、髓等结构组成了人的框架，出现形态各异的人体形貌，
生命就活动于这个形体之中，生命的集中表现则在其动态活动之中。
如：肺之呼吸，胃肠之蠕动，心血管之舒缩，都是生命的具体活动表现。
呼吸、饮食、血循环三者是生命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释尊曰：“生命就在呼吸之间”。
那么，维系生命的根本是什么，“天地孕育，万物化生”，人的生命是由天地之精气孕育而生，就人
体之中，其具体维系生命之所在，就是气血。
首先讲，血是由天阳之气与水谷之化生而成、而生，构成生命本源，在人体，其统一的载体就是血脉
，血脉是血液之载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血生气，神经系统是气的载体，神经系统与循环系统二者构成了人体气血这个动态结构的载体，人体
之中，无处不是神经与血脉，无处不是气血充养的范围，故有“人有多大，气血的活动场所就有多大
”。
气血的统一循行，才能真正体现出形体的统一，整体观念的体现，无不是从气血中表现出来。
“气不至则痹，血不至则枯”。
在生命活动中，一个活生生的人体，各种组织细胞受到损伤，则出现酸、麻、胀、痛、痒。
血液受阻，则出现缺血、坏死，这其中一方面是因静态的形体受到损坏，而出现病态；一方面是因气
血不足而形成虚衰，而出现病变。
整体的病变，尽管千变万化，无不是静态结构或动态功能出现变态而出现各种病理变化的。
人体的结构，从形体上讲，皮肤、肌肉、骨骼、脏器都是由血管、神经充填其实质、组织结构之中，
以濡养组织细胞，保障其生存，构成其协调一致的生理活动，血给入以利，气给人以用，有则观其缴
，无则观其妙，正是此理。
当然，血中有红白（营卫）之分，气中有动、植之异，那都是生命体中的所需之变，归结到一点，只
有气血的协调统一，才能使机体的动态活动趋于协调和统一。
气血都是整体性的，无局部的差异，人体的血，占体重的8％左右，通过心脉周而复始的循行，每循
行一周，手足之血，时而可为内脏之血，到达何处，则在其不同的结构上发挥不同效应。
“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指受血而能摄”，所谓“血气者，入之神，故所以受血者，皆能运
用”。
肢体所有温、痛、触觉，通过反射迅速进入大脑，；又通过大脑，经传出神经，迅速到达效应器，而
产生不同的功能活动，其动态速度比血更快，在数秒之中就可完成一个反射过程，所以说，气血无形
，无体无界，是整体动态统一的集中表现，人体的各种生理变化、生命活动，无不与气血的统一性息
息相关。
2．生态的自组陸生命的一切机能活动表现在形体的方方面面，有生命则有自组陸。
首先，人类形体的形貌、生理变化是随着历史的长河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而演变到如今这个模样的。
如头的增大，下肢的健壮。
拇指的发育粗壮等，都是随着生活的实践而得到发育、增长；反之，一些组织器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缩小退化，如小指，阑尾等。
人类的进化，适应生理需求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严密的自组性，并不断进化，适者得以进化，废用导
致退化，以便达到更精确的形成，完成对天阳之气的接受，对水谷精微的吸收，对气血的布散与循环
，以保障生命机制的生理运行。
自组性首先表现在生理机能活动的同化、异化方面，同化是供给，异化是排泄，在人体的新陈代谢方
面，同化中也有异化，物质不分化则不能利用，只有分化成物质的最小单元，才能供给各部组织机能
活动的需要，形成生态的自组陸本能。
人体呼吸天阳之气，到转化为生命的活动之气，有一个同化、异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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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阳之气进入人体、进入血脉，才能化生生理之气，经血循环，经红细胞、血红蛋白这个载体，将气
带到各个生理活动环节上，以供给各类组织、脏器各式各样生理机能，化作原动力，组织结构的各类
细胞又不断的将自身的物质异化，变成二氧化碳，又通过红细胞传递到肺，将异化的二氧化碳呼出体
外，完成了气在体内的同化、异化过程。
饮食的吸收、利用和排泄，也同样经过同化、异化过程。
各种饮食物摄入体内后，机体要将食物分解为最小颗粒（或称分子单位），即以有形化为无形。
经过同化作用，使饮食化为机体生命活动中所需的物质（氨基酸），被利用后，经过身体的再自组，
变成某些组织器官的所需物质或所需能量，即天给人以功能，地给人以能量，天者无形，地者有形，
以完成其同化过程。
同理，组织器官对能量利用后，经过化合异化，转变为代谢的废弃之物，经肠道的传输，而将异化的
物质一并排出体外。
人居天地之中，血居表里之内，血是同化之源，来自表里二部之气、食二项。
氧气、饮食同化为气血，供给整个机体活动的过程变化。
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与外界的各种信息的接受也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层次问题。
人的生命对外界的接触，通过感受器、传人神经、中枢神经、传出神经、效应器这样一个过程而表现
。
从外界的各种现象到人体出现反应（反击），是有形静态的反射过程。
外界各种现象的刺激，在人体的精神上所表现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各类不同表情的变化
，是无形动态的反射过程。
人之生命动静二态的变化，从外界的影响到形体、精神出现的各种不同反应，都是通过不同层次、不
同过程的条件反射来完成的。
所以，人在天地间生存，天地之间、人体之内、人与天地之间的相互变化，无不具有层次性，这种层
次性，都是以人的系统性反应过程表现出来。
4．结构的功能性人体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结构不全则功能缺陷，结构全则功能完善
，结构与功能是相一致的。
人体有各类形状各异、结构不同的脏器和感觉器官，皮肤、眼睛、鼻子、耳朵、舌、咽喉都有各自的
结构，各自的功能。
由于结构不同，分別具有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不同的功能，以接收外界的各种感觉信息
，应该说都是接受外界的各种刺激，而对人体机能进行各种反射、调节。
在体内心、肝、脾、肺、肾、胃、胆、肠等内脏结构也形态各异，并且有其各自的特殊功能，如肺之
呼吸，心脏的舒缩，胃肠的蠕动、肝胆的调节、脾脏的统摄、肾脏的开合，维持着人体整体的生理活
动。
结构都是为了适应机能需要而形成一定的形态结构，每个结构对功能而言，生长演化可以说都是恰到
好处，天地造化的绝妙。
结构都是适应功能的需要，所存在的位置同样都是人体生命的客观需要。
大脑是人体意志的主帅，需要一个坚固的外壳才不被轻易的损伤，故脑组织生存于颅腔这个封闭的骨
腔之中。
心肺是人体需要的气血本源，故封存于一个笼式的胸腔之中（骨肉结合），外围有肋骨组成坚实的篱
笆墙，以保护心肺，免受外界损害，肝胆功能重要，故紧贴于胁下，有胁软骨保护，脾脏亦如此。
肾脏固定于脊柱两侧，有牢固的生存支柱，胃腑存在腹腔，腹肌柔软，易于胃肠蠕动，使其摄入食量
有较大范围的伸缩性，等等。
这一切，形体的各种组织框架，都是为适应各类脏器的功能、形态而存在。
各种脏器的功能，都是因各类不同质的功能而存在。
可以说，有其完美的组织框架，必有其完美的脏器和相应的功能，功能的变化，必然反映脏器形态的
变化，脏器形态的变化，必然反映框架结构的改变，反之亦然。
它们在形态结构上有着相应的外在联系，形态结构是功能的外现。
“有诸于内，必形于外”，由于结构与功能有其联系性，内脏与五官之间（五官者，天之用，五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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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用，六腑者，地之用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如“肾虚则耳鸣，心热则舌尖赤，肝血
虚则目昏花，脾虚则唇淡，肺实则鼻塞”等等。
这一系列变化，无不说明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五脏在外各有所开之窍，五脏与六腑之间亦有其内在
相互间联系。
形体脏器的结构，展示着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生理活动的功能，各个不同脏器、器官担负着各自的
生命活动机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理系统，以维持其生存。
一是五脏，在《内经》称为五神脏，喜生于心，喜甚则伤心，肺生悲，悲甚则伤肺，肝生怒，怒甚则
伤肝，脾生思，思甚则伤脾，肾生志，志强则伤肾，五种情志活动与五脏的生理活动紧密相连。
由此而衍生出五液、五音、五色、五味的内外有机联系，五脏的神气活动，在外界、在五窍都有相应
的变化和表现。
凡是具有独立结构和特殊功能的组织，统称局部。
局部的结构，有各自的特异形体，形成了各种各样独特的功能，故在自然界中，人体有着各自不同的
差异。
有其形，必有其才，有其才，必有其用，有其用，必有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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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为现代中医三部六病学术流派传承丛书之一，共分五册，全面总结了这一学术流派及其创始人
刘邵武老中医的学术特色、理论、体系、临床经验及其对经方的临床运用与创新，反映了伤寒论学派
现代创新发展的新成就，对指导临床应用《伤寒论》病证方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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