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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浅说中医》的作者卢焯明医师幼承家学，对中医兴趣浓厚，曾以年级头名成绩毕业于母校本科
，后又在先师邓中炎教授及本入门下攻读硕士，研习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期间孜孜不倦，博
采众长。
在与其多年的交往研讨中，每感其对中医探究之执著、专注以及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个性。
其读研毕业后又于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第一线工作，对中医理论的实践运用自然亦有一番心得。
《浅说中医》作者花费心思，参考多本中医教科书和部分医学资料，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主线，结合自
身知识积累及实践心得体会，运用了现代语言风格编著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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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病原理　　首先讲一下发病的原理。
中医认为，人体疾病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关系到邪气和正气两个方面。
正气就是指存在于体内的具有抗邪愈病作用的各种物质以及机能活动的总称。
“正气”与气血津精学说里面的“气”是不同的概念，狭义的正气，主要指人体的抗病、康复能力，
广义的正气还包括人体的精、气、血、津液等。
邪气是存在于外在环境中的，或人体内部产生的具有致病作用的各种因素的总称，也就是前一节所讲
的各种病因。
　　正气在疾病发生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皮肤屏障，人的皮肤和卫气的防护功能好，邪就不易透人，肌肤疏松或卫气不能充养肌表，就
不易抵御外邪侵袭而发病。
另外，正气有抗邪作用。
外邪进入人体后，如果机体正气不足，不能驱邪外出，邪气就长期停留于体内，导致慢性疾病。
如果正气充足，自然相反。
《内经》说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中医尤其重视自身抗病能力，重视自我促进健康的功能，这种以人为本的疾病观正是西医所不足的。
理论名家陆广莘研究员概括得好，他的观点大意就是中医乃“生生之道”，是用“生生之具”（天然
方药）促“生生之气”（生命活力）。
　　邪气在疾病发生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为大多数疾病都有邪气的参与。
外邪侵人人体的途径有二：一是皮肤，二是口或鼻。
当然，现代社会又增加了从血脉而入这一途径（比如吸毒者）。
外邪入侵，多是趁人体正气虚弱之时，偷偷摸摸地来侵犯人体，故中医将各种邪气形容为“虚邪贼风
”。
外邪侵入对人体的损伤因外邪性质不同、正气强弱及受邪的轻重，而有两种情况：一是引起形质损伤
（破坏器官组织结构），二是导致气机紊乱（扰乱生理功能）。
一般来讲，正能胜邪则不发病，邪胜正则发病，正虚越明显，病邪致病力越强，发病后的病情就越严
重。
　　邪正斗争与发病缓急有密切关系。
急性发病者多在短时问内（如数小时，甚至几秒钟）突然发病，这时候正邪斗争较为激烈，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所以症状一般较重。
见于以下情况：外感六淫或疠气邪毒较严重，感而即发；久病已有内邪潜伏在体内，遇情志剧烈变化
等诱因而触发，如中风、真心痛（即现代称的心肌梗死）；外伤或误服毒物，等等。
　　慢性发病是指疾病缓慢地发生，发病时间较长，逐渐加重，并无明显的起病时日。
这时正邪斗争是缓慢进行的。
见、于以下情况：小邪积聚成疾，饮食失宜，积劳成疾，房事不节，情志郁久成疾等。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邪气伏藏于内，病虽暂愈，其根未拔，遇有适当时机，便会复发。
在温病中有“新感”与“伏邪”两种类型，凡感邪后立即发病的为“新感”，感邪后不马上发病，邪
气伏藏体内，过一段时间才发病者为“伏邪”，像伏暑病、春温病。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不是常听人说，中医认为一切疾病发生都是阴阳失调的结果吗？
它和这里说的邪正发病矛盾吗？
”不矛盾！
因为人体正气不足，可以是阴（包括血、津，液等）的不足，也可以是阳（包括气）的不足；外邪来
犯或者是内生邪气，这些邪的性质可以属阴（如外感寒邪，内生湿邪），也可以属阳（如暑邪，过怒
等），所以总是离不开阴或阳的亢盛或者不足，导致发病为各种虚实、表里、寒热之证。
故邪正斗争发病，与阴阳失调是相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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