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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情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情志致病越来越为
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在竞争和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患者的喜怒哀乐等心理变化往往就是引起疾病的
根本原因，甚至诸如肿瘤这样的恶性疾病都和情志因素密切相关，并随时影响着病情的轻重和康复。
这就需要医生通过表象（四诊所得）看到本质，有的放矢，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张光霁主编的《中医病因七情发生学》采用发生学方法研究中医病因七情的发生，对中医病因七情的
历代文献记载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以七情概念产生为总论，以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
个章节为各论，分别从纵向、横向讨论各自的发生过程，在厘清七清致病和治病渊源的同时，也为临
床治疗提供了指导原则。
本书适合中医理论研究、中医教学、科研以及中医文献研究等人员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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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七情病因概念的发生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加上20
世纪80年代中医心理学概念的提出，中医七情学说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该学说是研究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感的发生及其与疾病的相互作用的学说，属于中
医心理学的范畴。
 　　人的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它首先是认知过程，包括从感觉到思维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其次是情感过程，即人们对客观
事物表现自己态度的过程；第三是意志过程，即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
动，以超越障碍克服困难的心理过程。
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又简称知、情、意。
显然，中医七情学说属于知、情、意中的情，即情感过程。
 　　一、源流 　　从发生学角度看，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具体到抽象。
比如现代人类学发现，在比较原始的部落里，人们给周围的每一棵树冠以相互不同的名称，但却没有
“树”这样的抽象概念。
由此推断，我们的先人也是先认识到喜、怒、哀、乐等情绪形式，形成一系列较为具体的概念，后来
才提升到“情”这一总概念。
 　　1.先秦时期 　　（1）四情说——《中庸》、《孟子》 　　《中庸》第一章《天命》云：“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这是子思为论述“中庸”之道而以情为命题作出的深中肯綮的阐述，为情志中和理论奠定了基础。
 　　《孟子·公孙丑上》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侧隐、羞恶、辞让、是非此四个善端，这四个“善端”也都是情。
 　　（2）五情说——《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尽薮》言道：“大喜、大怒、大
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
”书中认为人的情感分喜怒忧恐哀五种，其中的“大”和“接神”则指出了情志致病的条件。
五情过度刺激，与精神相接，便会产生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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