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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学蕴含有丰富的心身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 中医学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为四个方面。 本文围绕中医学

关于人的心理活动,分别从心、性、情、志四个方面探析其对心身疾病的影响,并结合《古今医案按》中的典型病案,探索中医心

身医学与治未病的关系。 中医心身医学理论,发挥了中医学“治未病”的优势,对于临床疾病的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以及预防

与养生调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医学蕴含有丰富的心身医学理论与实践,秦汉之际中医心身医学理论雏形已成。 《古今

医案按》系清代医家俞震所纂的医案类书。 《古今医案按》凡十卷,辑历代名医医案而成编。 该书在清代医案类书中不仅独树

一帜,而且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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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理和生理是相互统一的整体,这是中医整体观

的重要认知。 无论是人体的生理状态的改变,还是所处的

外部环境的改变,都会引发心理活动产生变化甚至发生异

常。 反过来,心理活动的异常又会导致人体脏腑气血功能

失常,进而形成病证。 并且,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病

情的发展变化,患者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活动变化,因此,
临床可以根据患者的心理活动变化相应地对疾病进行早期

诊治、干预,从而体现中医学“上工治未病”的特色。
本文基于《古今医案按》 中的典型医案,探讨“心” 与

“身”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明确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心、性、情、志” 的变化,以期在疾病过程中实现先期诊

断、干预治疗以及预后养生。
1　 中医学心理活动

　 　 早在秦汉之际,中医学理论在关注人心理与生理的相

互作用过程中,已将心理活动分为“心、性、情、志” 四个层

次,并认为不同的心理活动层次对生理状态的影响以及疾

病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作用。 《灵枢·本神》云:“所以任物

者谓之心” [1] 。 “心”主人的思维意识,即对事物可以进行感

受、认知以及思考,由“心”主宰身体接触事物而产生对事物

的思考和思维过程。 “性”可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先
天之性即人的自然本性,不需要经过人为努力或者社会影

响而自然形成,而后天之性则是在后天的学习工作以及生

活过程中逐渐形成,包括人格以及体质。 “情”为喜怒悲忧

恐等情绪,其产生与人体五脏相关。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载:“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2] 。 五脏精气

是“情”产生的物质基础。 “志”即为意志、志向之意。 《灵

枢》云:“意之所存谓之志” [1] ,指某一方面决心有所作为的

努力方向,由内在心理和生理状态共同决定而衍生的行为

趋向。
2　 中医心理活动与心身疾病

2. 1　 “心”与心身疾病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
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

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

通,形乃大伤” [2] 。 由此可知,心神作为内在的君主,主导一

切心理以及生理活动的正常进行。 如果生理状态出现异常

则可引起心神不明,而心神不明则不能发挥其主导作用,进
而导致气机不畅,脏腑功能失常,从而出现心身疾病。 《备

急千金要方》云:“言最不得浮思妄念,心想欲事,恶邪大起。
故孔子曰:思无邪也” [3] ,可知欲求过多,引发邪恶之念,必
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君主难安则脏腑发病。

《古今医案按·中风》载:“里中一老医,右手足废而不

起床者二年矣……薄暮神志辄昏,度不可服,命家人煎进十

全大补汤,即觉清明,遂服之” [4] 。 此案中由患者神识昏昧

可知其内在脏腑气血俱虚,不能正常濡养心神,从而出现神

识昏聩,此时及时进十全大补汤,补其正气,心神受正气滋

养可达清明。 心神清明,君主可行主宰之职,气血脏腑功能

正常,从而能抵抗病邪。 《古今医案按·伤寒》载:“卢子由

治梁秀才,于三月间,作文受寒,服发散药十余帖……十四

日,昏不识人,舌短眼瞀。 脉浮大无伦,乃先以温粉扑周身,
使汗孔收敛。 次用人参五钱,生附三钱,煎服。 便能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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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言语谵妄。 七日始苏” [4] 。 此案患者病由思虑所发,因为

过度思虑而心火不及,故而受寒水所侮,再用发散之剂,使
得心气更虚,从而出现精神不能主宰的表现。 用药人参可

以回转阳气从而养护精神,附子可助心火,患者用药后逐渐

恢复神识以及言语功能。 《古今医案按·劳复》载:“许学士

云,记有人伤寒得汗,病退数日,忽身热自汗,脉弦数,心不

得宁,真劳复也。 予诊之,曰:劳心之所致。 神之所舍,未复

其初,而又劳伤其神,营卫失度,当补脾以解其劳,庶几得

愈。 授以补脾汤合入小柴胡” [4] 。 此案所说伤寒病退后忽

然身热自汗,心中难宁,诊为劳复,由心神受劳所致。 心神

劳伤,致使营卫失度,故治疗上采取补脾气而益心气之方。
2. 2　 “性”与心身疾病　 《灵枢·通天》云:“盖有太阴之人、
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 凡五人者,
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1] 。 其将人格及体质分为五

种,人体的个性特征、阴阳气血以及疾病趋向与之相应。 太

阴之人性贪而不仁,喜于收获而不愿付出,从疾病反应来

看,多阴而无阳,易于阴血重浊,卫气涩滞,易出现气虚血瘀

之病变。 少阴之人性贪图小利,常有损人利己之心,多阴少

阳,六腑功能不协调,其血易脱,其气易败,容易出现六腑失

调、阴盛阳虚的病变。 太阳之人性好言大事,好高骛远,行事

刚愎自用,多阳而少阴,容易出现血脱、癫狂、中风、暴脱、昏厥

等病变,在治疗时要谨慎调治,注意不可再耗脱其阴。 少阳之

人性好自贵,喜欢自我宣扬与外交,机体多阳少阴,经脉较为

细小,络脉相对粗大,阴血弱于内,阳气胜于外,在治疗时应注

意充实阴经而泻其阳络。 阴阳和平之人,性安静无惧,不贪不

争,顺适时势而与之变化,阴阳之气和谐,血脉调顺,在治疗时

应注意其阴阳的变化,审察其面色及情志的变化。
《古今医案按·发热》载:“立斋又治府庠王以道,元气

素弱,复以考试积劳,于冬月大发热” [4] 。 该案患者禀赋素

弱,由于考试积劳,于冬月发热,辨为真寒假热之证。 《古今

医案按·痢》载:“朱孔阳,年二十五岁,形瘦。 素安逸。 夏

月因构讼,奔走日中,致痢,昼夜一二百次” [4] 。 此人性素安

逸,由于经历诉讼奔波之事,发为痢疾。 《古今医案按·血

证》载:“周慎斋治陈姓人,年三十五岁,性嗜酒色,忽患吐

血,一日三五次” [4] 。 由此医案可见,医者关注到患者平素

性嗜酒色,纵欲不能自我节制,导致疾病发生。
综上所述,“性”是人的先后天之性的综合表现,包括先

天禀赋以及后天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格以及体质。 由

于先天禀赋不足,或人格、体质出现偏颇时,则不能正常地

适应外在环境而发为心身疾病。
2. 3　 “情”与心身疾病　 《素问·宣明五气》云:“五精所并:
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
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2] ,指出五脏功能失调

会引发相应“情”的变化。 “情”为五脏所主,是产生于脏腑

功能活动,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形式。 脏腑气血的温煦、
推动和营养、濡润作用,是产生”情“的物质基础。 因此脏腑

气血状态的异常,则会通过“情”反应出来。

《古今医案按·类中》载:“郑显夫年六十余,因大怒,遂
昏仆,四肢不用。 丹溪曰:怒则火起于肝,手足厥阴二经之

气闭而不行,故神无知” [4] 。 此医案中愤怒是实火自肝脏而

起,手足两条厥阴经络郁闭不通行,故而导致神志无知觉。
医者诊断患者出现大怒而知内有肝火旺动,治疗以连柏泄

其肝火,以香附降其肝气。 经一二日,患者神智逐渐恢复正

常,情绪平和,再调养其气血而痊愈。 《古今医案按·中风》
载:“年当五十,新娶少妇,今又从跪拜之劳役,故阳气暴

散。 ……急煎独参浓汤,连饮半日。 汗止,神气稍定,手足

俱纵,喑而无声,遂于独参汤中加竹沥,开上涌之痰。 次早

悲哭,一日不已,以言慰之,遂笑。 复笑五七日,无已时” [4] 。
此案中患者新娶少妇,劳累后阳气暴散,服用独参汤之后神

气得以安定,后加竹沥开上涌之痰;此案例中患者哭笑不

定,是由于阴虚火动而扰精神魂魄。 心火并于肺则笑不止,
肺火并于肝则悲哭不己。 因此,用黄连、黄柏泻火,用荆芥

和竹沥开其闭,后情绪及身体四肢逐渐恢复正常。
人的情绪往往不只单独出现,可见多个脏腑同时发病。

《古今医案按·血证》载:“震按吐血甚多,其因由于郁且怒,
则肝脾受伤久矣。 重用人参,佐辛热以从治,可谓技进乎道

者也。 若解郁平肝,血岂能止? 然血止后因怒复大作,更何

法可治。 其死无疑矣” [4] 。 其人心思郁结且易于发怒,故而

肝脾皆有受损,需用人参补益脾气。 如果只是一味解郁平

肝则无法止血,并且还嘱咐患者不可动怒,注意防范病情。
2. 4　 “志”与心身疾病　 《灵枢·本脏》云:“志意者,所以御

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
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1] 。 意志符合自然的

行为举止,则可收摄魂魄精神而安止,适应寒温变化而无

伤,调节情志而心态平和,从而避免养成不良的习惯,同时

还可以预防过度的情志产生。
《古今医案按·火》载:“王仲阳治一妇,壮年。 每患头

痛腹痛,十指酸痛,心志纷纭,鼻息粗甚,其脉甚大。 盖欲近

男子不可得也,俗谓之花风” [4] 。 此案中王仲阳所治之妇,
心志纷纭,欲近男子而不得,故而发病为花风。 《古今医案

按·不食》载:“丹溪治一室女,因事忤意,郁结在脾,半年不

食” [4] 。 此案中一女子因事情违背自己的意愿,气机郁结,
脾胃不调而患不食之证。 《古今医案按·虚损》载:“孙东宿

治张子心,弱冠病瘵,其证咳嗽……必因志愿高而不称其

心,谋为而不遂其欲,殆心病,非肾病也” [4] 。 此案中该患者

志存高远,现实不能与其志愿相符,谋虑作为,但不能遂于

自己的意愿,由心病乃至发为劳损。
“志”,也指具体而特定的行为趋向。 《素问·五脏生

成》云:“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

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胎而唇揭;多食

甘,则骨痛而发落” [2] 。 《素问·宣明五气》 指出:“五劳所

伤”,即久视则劳于精气而伤血,久卧则阳气不伸则伤气,久
坐则血脉灌注不畅而伤肉,久立则劳于肾及腰、膝、胫等而

伤骨,久行则劳于筋脉而伤筋。 由于五味与苦作的偏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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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损害,故而临床中了解了患者具体的“志”,即具体而特

定的行为趋向有助于判断病因以及病情。
3　 中医心身医学与治未病

3. 1　 诊疗运用　 《灵枢·本神》云:“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
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 [1] 。 即人出现持续恐惧的状态

时,对身体的反作用是精伤,如果不进行干预调理的话,精
伤进一步严重,则产生骨节酸软无力以及遗精等病证。 其

又云: “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 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

休” [1] 。 当人有易于惊恐的表现,或是有易于动怒的表现,
则属于肝气亢盛;如果有易于悲伤的表现,属于内在心气不

足;若有喜笑不能自制,则属于心气盛余。 此时根据这些变

化及时治疗,补其不足而损其有余,可防止病情进一步进

展,达到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目的。
《古今医案按·痢》载:“丹溪从叔,年逾五十,夏间患滞

下病,腹微痛,所下褐色……视其神气大减。 朱曰:此忧虑

所致,心血亏,脾气弱耳。 以参、术为君,归身、陈皮为臣,川
芎、白芍、茯苓为佐使……若因其逼迫而用峻剂,误矣” [4] 。
该患者神气大减,则知忧虑内伤,心血不足,脾气虚弱,心脾

俱虚,处以参、术为君,补养心脾之气。 反之如果妄用峻下

之剂,则会更加耗伤心脾,加重病证。
《灵枢·大惑论》云:“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

神精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

也” [1] 。 心为神之舍,目为心之使,眼中所见可以反映出其

内在心神的状态。 如眼中突然出现幻觉,可知其内在精神

已经混乱。 心失去主宰作用,故而精失神迷,魂魄相散,此
时病情险象。 《形色外诊简摩》载:“凡病虽剧,而两眼有神,
顾盼灵活者吉” [5] 。 即虽病势偏重,但如若眼中有神,目光

灵活则为病之吉象,以此可见内在精神不乱,尚有生机。
《素问·疏五过论》提出“诊有三常”,在对患者作出诊断之

前,应先对与其身份、地位等相关问题进行询问,通过了解

患者的基本情况有利于知道其心境以及情志的变化,从而

预先把握病情的转归,达到既病防变的目的。
3. 2　 养生调护　 《备急千金要方》云:“夫养性者,欲所习以

为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 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

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 [3] 由此可见,

善养性者,可以治未病之病,调养心性,使其向善,摒弃嗜

欲,远离不良习性,则可以避免内外之邪,从而防范心身疾

病。 《理虚元鉴》云:“虚劳之人,其性情多有偏重之处” [6] ,
提出了虚劳之人,性情多有偏重而不能平和守中。 如性情

放荡之人,需注意节制欲望,减少嗜欲从而养护精气不失;
性情呆板而不宣化者,需节制烦恼而养护心神;性情容易激

动而不善平常者,需节制愤怒而养护肝脏;性情偏浮躁而缺

少冷静之人,需减少行为妄动而涵养气力;性格偏于狭隘,行
为者琐屑者,则需减少思虑,节制贫念从而养心;性善慈悲,易
于留住的人,注意需要减少悲哀情绪的产生以养护肺脏。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
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 [2] 。 人处于

自然环境之中,精神内守而清静,意志能调达而不乱,从而适

宜天地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则可以使阳气充实,即便有贼风

邪气,也不能侵害人体,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4　 小　 　 结

　 　 《灵枢·玉版》曰:“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

已成也” [1] 。 “治未病”是《内经》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医学

临床治疗的优势所在。 因此,深入探究中医心身医学思想

以及诊疗思路,从而进一步明确处于“心、性、情、志”不同阶

段的心理与生理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疾病发展的影响,有助

于指导现代临床中疾病的先期诊断、治疗以及养生防范,从
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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