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医大师孙光荣论中医药学五大特色

也摘要页 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临床家和中医药文献学家遥 孙教授认为中医药学的特色体现在五大方

面袁即个性化的辨证论治尧调治求衡的防治原则尧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尧多样化的干预手段以及天然化的用药取向遥 本文通过整

理和阐发孙教授的理论观点袁以期进一步把握中医学本质与内涵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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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Sun Guangrong is a famous therapist and philologist of TCM. Professor.
Sun advocates that TCM characteristics embodies in five aspects, individualize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princi鄄
ple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ased on balanced adjustment, humanization treatment, diverse interventions
and natural medication.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and analyze professor Sun's theo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ssence and char鄄
acteristics of TCM.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grasp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TCM by organizing and illuminating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s of Prof.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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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药学从远古绵延至今袁 是世界上历

史最悠久而仍在持续为十多亿人造福并有别于西方

医学的医学体系遥作为我国原创的医学科学袁中医药

学具有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系统和疾病诊疗方式遥
要传承和发展中医药袁 首先就是要把握和坚持中医

药学特色遥
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临床家

和中医药文献学家遥孙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袁毕生谨

承古训袁博极医源袁穷究经旨袁精研医道袁通过五十八

年的亲耕实践袁总结并提炼出中医药学的五大特色袁

即个性化的辨证论治尧调治求衡的防治原则尧人性化

的治疗方法尧 多样化的干预手段以及天然化的用药

取向遥这种关于中医药学特色和本质的睿知卓见袁诚
能醒瞶指迷袁令人获益匪浅遥 为此袁本文特就此五大

特色予以整理和阐发袁以飨同道遥
1 个性化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核心特色与优势袁 是中

医进行临床诊断和疾病治疗的主要思维模式遥 张仲

景在叶伤寒论曳第十六条中云院野观其脉证袁知犯何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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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证治之遥 冶孙教授认为仲景此十二字极为精辟地

概括了中医的辨证论治观遥野观其脉证冶主要指的是

中医的诊断过程袁区别于主要采用仪器进行检测的

现代医学袁传统中医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方式来

全面尧整体地了解病情曰野知犯何逆冶则是一个更深

入的辨证求本的过程袁它要求在对病人的临床表现

进行综合分析和整体判断的基础上袁准确把握病人

所犯的主野证冶曰野随证治之冶即最后的论治过程袁中
医根据野证冶型确定治则尧治法袁并进行相应的遣方

用药遥
中医药学辨证论治观的精髓就是对中医野证冶的

把握和判断遥 在判断野证冶的过程中袁除了一定的标

准和规范袁还须因人尧因时尧因地制宜袁具有极强的个

性化辨证论治特点遥 与西方医学一般采取从病的共

性入手进行研究不同袁中医药学深受叶周易曳中变化

和动态哲学思想的浸润袁认为尽管疾病本身是有一

定共性的袁但是鉴于病人性别尧年龄尧体质尧生活方式

等的不同袁以及时令尧季节尧气候尧地域等的迥异袁因
此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尤其要强调个体的特异性和

疾病的动态变化遥 这一理念突出地体现在中医对同

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个性化诊疗思维上遥 即便是同

一种疾病袁如果发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袁可能会表现

为不同的证曰而只要病机相同袁即便是不同的病袁也
可能会有相同的证遥 孙教授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

常考察的二十个元素是院以形神为首袁其次包括识别

盛衰尧阴阳尧表里尧寒热尧虚实尧主从尧标本尧逆顺尧生死

等十大重要元素袁以及时令尧男女尧长幼尧干湿尧劳逸尧
鳏寡尧生育尧新旧尧欲涩尧旺晦等十个一般要素[1]遥正是这

种个性化辨证论治特色袁 使得中医药学具有了独立于

西方医学的东方诊疗思路与独特的疗效优势遥
2 调治求衡的防治原则

叶素问窑至真要大论曳曰院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袁
以平为期遥 冶野以平为期冶正是中医药学的另一大特

色要要要调治求衡的原则遥 中医对于疾病防治的求衡

思维袁汲取于中国阴阳理论的导源叶周易曳遥 叶周易曳
指出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袁而中

医理论就是以阴阳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遥 相较于

西医对野症冶下药袁中医则认为疾病产生的根源就是

由于人体内部的阴尧阳失衡所致袁因此在临床上应采

取野虚则补之袁实则泻之袁寒则温之袁热则凉之冶的调

治思路袁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人体阴阳平衡的健

康状态袁或称之为野中和冶的状态遥
孙教授是我国野中和医派冶的创始人遥他强调野中

和观冶应成为中医药学健康观尧疾病观尧诊断观尧治疗

观和养生观的指导思想遥 所谓野中和冶袁儒家经典叶中
庸曳将其阐述为野中也者袁天下之大本也曰和也者袁天
下之达道也遥冶认为野中和冶就是事物和谐与平衡的最

佳状态遥 中医正是一门野中和冶之医学袁譬如袁在健康

观上袁中医注重野天人和冶尧野形神和冶尧野藏象和冶曰在疾

病观上袁中医指出身体野不和冶尧野失和冶就会导致疾

患曰在治疗观上袁中医推崇野调其不和冶曰在养生观上袁
中医提倡野食饮有节尧五味调和冶尧野起居有常尧不妄劳

作冶的和合思想等[2]遥 调治求衡尧求和的中医药学防

治特色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尧中和以及整体等观

念在医学领域实践的充分体现遥
3 人性化的治疗方法

强调以人为本是中医药学的另一个突出特色遥
西医传统采取野靶向治疗冶的方式袁即在获得了相应

的检测结果之后袁根据野击靶冶的思维方式实施药物

或手术治疗以对抗疾病袁 其治疗方法素来被认为具

有规范化尧精准化的优势曰而中医则更倾向于用野以
人为中心冶的治疗方式来全面尧整体地考察和治疗人

体袁 认为治疗并不是一个对抗过程而是一个调节过

程袁通过调节阴阳尧扶正祛邪可以调动起病人机体本

身对疾病的积极反应袁提高自我修复能力遥正是因为

传统中医学对以人为本和人性化的推崇袁中医野大医

精诚冶尧野济世活人冶等医德思想与人文关怀理念也因

此成为了中医从业者的最高旨向遥
此外袁中医自古以来非常强调野治未病冶的观念袁

所谓野上工治未病之病袁中工治欲病之病袁下工治已

病之病遥 冶其野治未病冶的思想袁体现的就是中医对于

人尧对于健康的尊重遥中医野治未病冶的概念与现代医

学人性化的走向不谋而合遥 现代医学正在逐渐改变

旧有观念袁提倡不要再将疾病单纯地视为野靶子冶袁也
不要再将治疗过程仅仅视为与对手对抗袁 而是越来

越重视病人个体本身的心理因素和与社会大环境的

相互作用袁越来越重视预防和保健袁正走向生物-心
理-社会三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遥 显然袁中国传统

医药学之所以能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洗礼而不被淘

汰袁与其以人为本尧重视人性化的特色不无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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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样化的干预手段

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和丰富的治法也是中医药学

的特色之一遥 中医的传统治法大体可分为内治法和

外治法袁叶素问窑至真要大论曳 中曾提出 院 野内者内

治袁外者外治冶遥 所谓内治法袁主要指的是中医在辨

证施治过程中以开方处药作为主要的干预手段袁病
人通过内服中药来进行疾病治疗遥 针对此一治法袁
中医开发出了汤剂尧丸剂尧散剂尧膏剂等不同的剂型

以实施多样干预遥 而所谓外治法袁则是相对于内治

法而言的袁泛指所有将药物尧器械等直接作用于体外

的治法遥 一般而言袁药物外治法以药敷尧药浴为多袁
剂型也十分多样袁包括膏剂尧贴剂尧雾剂尧散剂尧洗剂尧
滴剂等遥 器械外治法则主要针对中医的外科手术而

言袁如古时著名的金针拨障术以及针对骨伤的各种

夹板固定法等都可归入其中遥 此外袁建立在中医经

络学说基础上的针刺尧艾灸尧拔罐尧推拿等疗法则被

认为是极具中医特色的野内病外治冶干预手段遥
在中医药如此多样的干预手段中袁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中医在养生领域的不断探索遥 养生文化袁源
于中医对于阴阳调理的重视袁对于野致中和冶理想的

追求袁是中国传统医学独有的一种医学文化与理论遥
中医养生的干预手段十分丰富袁在饮食方面袁药膳尧
药酒尧食疗等干预手段被广泛运用曰在运动方面袁气
功尧武术尧太极拳等也备受推崇曰在情志调节方面袁一
些譬如心理养生尧怡情养生尧中医情志治疗的干预手

段也在不断涌现遥 中医干预手段的多样化正是建立

在中医从整体尧全面尧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健康袁
正是建立在中医对个性化尧人性化的重视上袁它使得

中医在世界医学领域拥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遥
5 天然化的用药取向

中医药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用药讲究天然遥 中

医用药以自然的植物药居多袁叶说文解字曳 中曾释

野药冶为野治病草也冶遥因此中药又被称为中草药尧草本

药遥 我国幅员辽阔尧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袁使种类丰

富的植物尧 动物药与矿物药等天然药材资源被中医

广泛运用遥
相较于主要研究和运用化学合成药的西方医

学袁 中医自古以来更倾向于使用加工炮制后的自然

药物遥中医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袁注重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袁 认为源于天然的中药材含有各自特殊

的自然属性遥如从四性辨之袁有寒尧热尧温尧凉之分曰从
五味来看袁有辛尧甘尧酸尧苦尧咸之异曰以质地轻尧重而

言袁有升尧降尧浮尧沉之别曰以归经考察袁不同的药物分

别擅入不同的经络脏腑遥然则袁借助天然药物本身所

具有的自然造化之力调节阴阳尧驱除病邪袁其副作用

理所当然地也较许多化学合成药要小遥此外袁中医讲

究整体观念袁 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之间在功

能上是相互协调尧相互作用的袁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一

般不会也不可能如西方医学那样采用直接针对于人

体某类细菌或病原体的有明显靶向性的药物袁 而是

依据君尧臣尧佐尧使的组方理念来整体调和诸药袁注重

通过发挥天然药物自然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袁 从整

体上尧根本上扶正祛邪尧改善体质遥
中医药学特色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所在遥

而个性化的辨证论治尧调治求衡的防治原则尧人性化

的治疗方法尧 多样化的干预手段以及天然化的用药

取向袁是孙教授对中医药学特色的高度概括和凝炼遥
孙教授认为袁中医药学作为由我们中华民族原创袁并
历经数千年传承和发展而形成的主流医学袁 即便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袁仍然极具优势和魅力袁我们中医

药人理当充满自信地把握和坚持其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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