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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正伦老师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浸淫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对许多传统专著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医传统古籍烂熟于

心，至今已有近五十年的中医临床经验。樊老师以治疗内科疑

难杂病见长，尤擅治疗肝胆、心肺、脾胃以及疲劳综合征等疾

患。之前听了樊老师的讲座，他的言语中无不透露着中医思

维。在北京跟随樊老师学习，最主要是想学习樊老师的辨证思

路和组方原则，更重要的是探求中医人最应拥有的思维方

式———中医思维。在耳闻目睹了名家的中医思维方式后，觉得

启发颇大，便写下感悟与想法，以便梳理自己对中医的理解，

也请诸君斧正。
1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笔者理解下的中医，并不是仅仅指医学，它更是一种中华

民族先秦时期的哲学产物，经过了数千年的先辈积累和发展，

形成了现今的中医学。樊老师教导说：“《黄帝内经》教会我

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则教会我

们方法论。”《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是以志闲而少欲，心

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

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

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

于道。”如果人都能心态安闲而少欲望，心境安定而无所畏惧，

劳动但不至于疲倦，真气从容而顺调，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愿

望得到了满足，对得到的都心存感恩，对于生活充满幸福感，

这样的人民才称得上朴实。《老子道德经章句》中说：“除情

欲，节滋味，清五藏”，追求内心的安定而不汲汲于外物得失，

这才是养生之道，这才是为人之道。
《伤寒论》是中医人的必读经典，它对中华文化传承上的

贡献可不仅仅是理法方药的教授，更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现、
方法论的传播。首先，张仲景提出了“夫天布五行，以运万

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其次，仲景还发扬了《黄帝内经》治

未病的精神，“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

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治未病与中国文化中“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也是一脉相承，这种辩证哲学思想是中

国古代哲学方法论和中国传统中医治疗的精华。再者，阴阳的

动态平衡也是张仲景深刻提出的一点，正所谓“阳注于阴，阴

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要保持事物安稳，就要保持

阴阳相对的平衡，若一方偏衰或一方偏亢，就会使事物有了偏

向，人若阴阳不平衡则会出现病理状态，正所谓“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和谐在哪个时代都是主旋律。《伤寒论》所揭示

的方法论还有许多，诸如衡动观、辨证论治，不胜枚举。众多

经典丛书中也无不透露着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子，因为这些书籍

都是记述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的中医知识，它们是中华文化

的阐述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总结者。若要寻中华文化之根，怎

可不学中医？

2 中医思维

每个中医人都知道，不能按西医的思维来指导中医的辨证

治疗，但实际上如何才能做到呢？西医思维和中医思维又该如

何区分呢？由于自小就接受“科学”的教育，唯物主义是我们

认识事物时根深蒂固的指导方法，对于事物过于注重它的表

象，想要了解事物就要细分它，分到不可再分的程度再研究。
在诊断时，若按照西医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把时间、空间

停在那个时空，再拿来放大、分解，然后得到一系列的指数

来支持诊断。《道德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放于医学即是“还原论和系统论”[1]的不同。病症

是形而下的，它是可触可见、是存在的，我们往往更容易相

信和接受这种感官上的提示，但表象是多变的[2]，对“症”下

药或者割除剔取往往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不能根治。形而上

指的是由病症总结提炼出来的病机，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症

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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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寻底，来看看“道”是怎么产生的。《河上公章句》
说到“道乃先天地之生也”[3]，这里所说的天地，也就是《黄

帝内经》中经常提及的“天道”，也就是形而下的物质的自然。
正如《老子指归》中提出的“有虚之虚者开导禀受，无然然者

而能然不能然也”[4]，这就是先秦对元气论的认识，气依据形

而上的道的模式“无言”地形成了形而下的天地。而中医最初

建立在先秦唯物观的元气论上， 《素问·五常政大论》 云：

“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

一也”，万物化生皆源于气，气聚而生，气散则亡。正如“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是混沌整体逐渐由

阴阳内部制衡产生的动力分裂出了万物个体，所以个体只是整

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个体必须还原至本源，也就是系

统地研究整体。在天人关系中，形而上的大宇宙本体与形而下

的具体的自然万物是统一的，形而上的自然本体是通过形而下

的大宇宙运作而体现出来的 [5]。而这种向本源求索的思维方

式，就是“形而上”的“道”，也就是中医不可舍弃的的思维

方式。
现代西医的思维方式则是建立在原子论上的，即是所有高

级单位都是由低级单位组成，本源就是最小的原子[6]。所以现

代西医的还原论则是把整体抽丝剥茧地还原到最低单位的原

子，就像现在现代医学研究的重点是细胞、病毒，甚至是

DNA序列等。
中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差异如此悬殊，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

辙。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细微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

他地方的变化。而同一个地方同一种情况，都可能是由不同原

因引起的，比如大便秘结，可能是外感热病传里，亦或是脾胃

积热，又可能是阴竭气虚等，若不分青红皂白就通用泄法，则

会得不到理想的效果，苦了患者。又比如运用方药时，应从病

机的角度来看方药的组成，而不应从某个药有降血糖作用、某

个药有抗癌成分的角度。正如现在流行喝蜂蜜柠檬水，柠檬能

防止皮肤色素沉着，能清宿便，而蜂蜜则滋补润燥，润肠通

便，又能降血压，所以很多人都在早上饮用一大杯蜂蜜柠檬

水。但是，柠檬偏酸，长期空腹服用会损伤胃肠黏膜。而蜂蜜

甘腻，易生痰饮，长期服用血糖也会升高。柠檬、蜂蜜皆有润

肠通便之效，但长时间服用会造成依赖性便秘，所以学习方药

其然及其所以然之余，还要知道其所不然。以宏观的角度来看

待局部，还原整体，这样才能辨清主次虚实。
在此，笔者举 1 个能深刻体会到名家的思维方式和感受

到中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冲突”的例子。在一次与樊老师的

谈话中，他说起 2003 年 SARS 入侵，现代医学认为 SARS 是

个新病种，在细菌培养分析结果出来之前可谓束手无策。但樊

老师不管现代医学怎么认为，坚信瘟疫在中医看来，只要消灭

了疾病生存的小环境，对症下药就能治好。老师根据当时的情

况推断，这次瘟疫在北京的生存条件是寒湿热，风反而能吹散

空中的邪气，所以他当时出诊并没戴口罩，因为戴口罩反而构

成了一个湿的小环境。他每天早上出去之前，将 2 粒银翘解

毒散化成水配上 1 颗藿香正气软胶囊服下，寒者散之，湿者

清之，热者退之。银翘散是中医治温病的重要方剂，它里面的

金银花、连翘、淡竹叶清热；荆芥、薄荷散风，再加上藿香正

气丸中的藿香、苍术、半夏化湿。而且 SARS 主要病变部位

在肺胃两经，《温病条辨》道“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用

大黄等苦下之品反而无效。樊老师根据中医学五运六气学说推

论，一进入小满，主气会变成少阴、少阳相火，果然北京的

SARS 很快就过去了 [7]。在现代医学治疗束手无策的时候，

樊老师运用中医学理论冷静分析、从容拆招，不愧是大家

风范呀！

3 气机的调动

之前看有的书提到，用药就像调兵遣将，以药之偏治身体

之偏，必须调动全身的气血精元才能使元气恢复。笔者一直思

考究竟如何做才能调动一身之气血精元？考虑过上焦和下焦气

液的疏通，又考虑过心、脾、肾之间气液的转化，再想过针法

中的左升右降，但都想不出个所以然。跟随樊老师抄方后，突

然顿悟了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脏腑经络运动的动力和基础，只

要调动气机就能触发一身之气的循环。
肝乃气机之枢，主疏通气机，若疏泄得当则气机舒畅，气

血调和，经络脏腑均能维持自身正常。若疏泄失常或疏泄不

畅，则气机不畅，引起肝气郁结、木盛克土、气血瘀滞、水液

不行等症状；或疏泄太过，气上逆则窜脑，血随气逆则血脱气

厥等。而柴胡主升肝气，牡蛎主降肝气，乌药、制香附则养血

中之气及气中之血，所谓气血同源，四品合用可使气血在体内

运行起来，这才是调气机的根本。
曾见樊老师为一糖尿病水肿患者治疗，只用了健脾温肾助

阳之品，加上调理肝气的药对，并无利水泄湿之药，但患者服

后出现小便增多，大便便溏，水肿也随之减退。樊老师说，患

者长期卧床，加上水肿日久，气机必然不畅甚至淤堵，气机一

旦恢复舒畅，气带动水液运化，水道也会随之畅顺，水肿也就

消了。樊老师还屡次提醒，对于气机不畅的患者不可妄加补

剂，特别是痰湿重者。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

就像一个水池，气机不通就像失去了水源成了一滩死水，如果

现在把营养加进去只会使水潭腐坏，只有让水池的水活起来，

加进去的营养才能运到每个需要的地方。
跟随樊老师学习的日子正是获益匪浅，每次都被老师的医

德师德和对中医与中华文化的执着、信仰所感动，希望未来还

有更多的机会向樊老师执经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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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1860- 1933)，字寿甫，祖籍山东诸城，河北盐山

人，为我国早期主张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近代中医学界

泰斗，与江苏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称为

“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齐名，誉为“名

医三张”。
《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张氏一生治学临证经验与心得的汇

集，张氏在本书中明确提出脏器疗法的概念。中医学所谓的脏

器疗法就是以动物的内脏治疗疾病，特别是治疗相应脏腑的疾

病。脏器疗法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同气相求”与“以脏补脏”
的学说。张氏认为，“同气相求”不仅能解释中草药治疗理

论，亦能解释脏器疗法的理论，而且能中西汇通。笔者拟从现

代医学的角度解释某些动物药的中医药学治法、用法机理，拓

展了中医药学的用药思路。
1 张锡纯与《医学衷中参西录》

1909 年，张氏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

时他年近五十，医名渐著于国内。1916 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

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由于医名显赫，国内诸多医学

杂志及报刊均争聘其为特邀撰稿人。1928 年定居天津，1930
年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

《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张氏一生治学临证经验与心得的汇

集。所述医理都本于《内经》，但是敢于创新，“贵发古人所

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所述药物都本于《神农本草

经》，但是对于常用药物都“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所创

方剂都能依古意，又能“察天时人事之迭变，为之变通改正。”
所载病案资料翔实，实为诊籍之典范。本书多次刊印发行，被

中医学界同仁誉为“第一可法之书”。
2 明确提出脏器疗法概念

张氏在 《医学衷中参西录》 中共有 3 次提到“脏器疗

法”，一是“鸡内金，鸡之脾胃也……用鸡内金为脏器疗法”；
二是“至于猪胆汁，以人之生理推之，原少阳相火之所寄生，

故其味甚苦，此与命门相火原有先后天之分，当此元阳衰微、
命门相火将绝之时，而以后天助其先天，西人所谓脏器疗法

也”；“然痢之为病，多系肝火下迫肠中，鸭肉凉想鸭肝亦凉，

此证先泻后痢，身体羸弱，其肝经热而且虚可知，以鸭肝泻肝

之热，即以鸭肝补肝之虚，此所谓脏器疗法，是以奏效甚速

也。且又香美适口，以治孺子之苦于服药者为尤宜也。”由此

可见以动物的内脏治疗疾病，特别是治疗相应脏腑的疾病，是

中医药传统的食疗方式之一，也是忽思慧提出的“羊五脏补人

五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这种方法张氏虽然记载为“西人所

谓脏器疗法”，但是在西方，脏器疗法并没有得到很好推广和

应用，而且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
脏器疗法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同气相求”与“以脏补脏”

的学说。张锡纯就提到“肝属木而应春令，其气温而性喜条

达。黄芪性温而升，以之补肝，原有同气相求之妙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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