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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人体阴阳对立双

方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中取得统一(即“和谐”)的过

程，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和谐

运作，以达到最终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健康

状态。而一旦阴阳失和，则人自身的协调和顺被破

坏，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中医学理论与实践

中，在阐述人体生理功能、病理状态以及对疾病的诊

断及治疗时，自始至终都以“和”字一以贯之。“和”
是整个中医学的根本，也是中医学认识任何一个疾病

的成因及治疗的精髓之处，肿瘤疾病亦不例外。
《内经》关于“和”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一脉相承，也是“和”的思想在医学方面的具体体

现。在《素问》及《灵枢》中“和”均出现了 70 余

次。但其中的“和”并不是中医学治则的八法之一，

而主要是指机体生理机能的和谐、平和，或者是指

使处于病理状态的机体恢复到协调、和谐的生理状

态的要求[1]。“和”思想在肿瘤成因及治疗中有较为

深刻的指导意义，探讨如下。
1 失“和”致肿瘤

现代医学对肿瘤的定义是以细胞异常增殖为特点

的一大类疾病。细胞的正常增殖则产生人体正常的组

织器官，并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但机体中的细

胞生长一旦失“和”而出现异常增生，则就产生了机

体的新生物，即肿瘤。而中医学对肿瘤的理解也即是

机体自身失“和”而致的一大类难治性癥瘕、积聚。

具体分说其病因病机，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内经》“正邪失和”是肿瘤发病的基本病机

中医病因病机学说认为，人体一切疾病的发生和发

展，都可以从正邪两方面的关系的变化来分析。所以

《内经》有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其实这与现代医学认为肿瘤的发生

与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密切相关，免疫缺陷患者和接受

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容易发生恶性肿瘤的认识是一致

的。而《内经》中的“邪气盛之，积聚已留”或“邪

气留止，积聚乃作”，“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

瘤”则具体阐明了肿瘤的形成是正气衰弱，邪气留而

不去的具体体现。所以正邪失和贯穿于肿瘤疾病过程

的始终，是推动疾病发展的动力。
1.2 《内经》“情志失和”、“饮食失和”是肿瘤病

之诱因 《灵枢·五变》第一次提出了积聚之名，曰：

“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

……或为积聚。”《灵枢·百病始生》提出“内伤于忧

怒……而积皆成矣”，提示了肿瘤的发生与情志因素

密切相关。正如《素问·通评虚实论》指出：“隔塞

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后世医家也进一

步证实情志因素是肿瘤发病的一大诱因，历代中医学

文献均指出，乳癌发病与肝气郁结有关。清·吴谦

《医宗金鉴》云：“乳岩由肝脾两伤，气郁凝结而成

……轻成乳劳，重成乳岩。”很多研究结果也显示，

人的情志精神变化可导致人体的内环境发生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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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精神紧张、情志忧郁和抑郁，可影响人体的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的调节，甚至功能缺失，进而

影响人体的气血和脏腑机能，导致肿瘤的发生。所以

《灵枢·本神》强调情志是人正常的心理状态，但其表

达要恰到好处，不能太过，最终需达到“和喜怒”的

最佳状态。
《内经》认为，在饮食上最重要的是要遵从“谨

和五味”的原则。强调根据食品的不同性味对五脏的

不同影响，按季节合理搭配膳食。此外，结合其中的

相关论述还需做到“饮食有节”以及“食饮者，热无

灼灼，寒无沧沧”(《灵枢·师传》)。否则就会出现

《灵枢·百病始生》所谓：“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

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

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

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

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多食、过饱或暴饮暴食，

超过了脾胃受纳运化能力，可导致脾胃受伤，易生痰

湿癌毒。饮食不足，气血生化乏源，久则气血衰少，

容易引发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种疾病。饮食不洁，容易

引起胃肠道疾病、慢性胃炎等，久之可发生癌变。喜

食烫食、腌制食品可致食管癌；霉变的花生、玉米及

谷类中含有黄曲霉毒素，可诱发肝癌。
1.3 《内经》“天人失和”是肿瘤病之外环境 中

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不仅与人体正气、气血和精神

情志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息息相关。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天人合

一”思想处处体现，一旦失和，则病邪入体而发病。
即《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谓：“气相得则和，不相

得则病。”很多学者认为，《内经》自然观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动态协调的平衡观。其“阴阳者，天地之道

也”，这个“道”就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是

指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保持在和谐的状态之中[2]。
所以，《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其次有圣人

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 《灵枢·岁露论》
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说明人与

自然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很大。诸

如气候的变化、地理特点、工作和生活环境卫生，接

触的空气、水、食物、噪音等，都对人体健康和肿瘤

发病不断产生作用。比如我国河南林县因生活习惯、
环境而致食管癌高发，长期接触有毒烟雾刺激者肺癌

高发，食用池塘水者易致肝癌。近年来空气污染的加

重，空气中可以诱发癌症发生的物质就达 30 多种。
1.4 《内经》 “脏腑失和”是肿瘤病之具体体现

《灵枢·脉度》曰：“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

则留为痈。”提出肿瘤的发生与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

关。后世医家又进一步证实了脏腑失和是肿瘤形成的

具体表现，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十九·积聚

候》云：“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

邪，搏于腑脏之气所为也。”明·张景岳《景岳全书·
积聚》又云：“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

积聚之病。”所以“和”是《内经》中五脏活动的最

佳状态，《灵枢·脉度》曰：“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

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

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

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矣；肾气

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七窍不

通。”所以，人体的各脏器组织，其功能活动按一定

规律、程序进行有机的联系。例如食管癌，《灵枢·
四时气》记载：“食饮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
《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

暴忧之疾也。”指出其病位虽在食管，但属胃气所主，

其病变脏腑关键在胃，并涉及肝脾肾三脏。大肠癌病

位在大肠，但与脾胃、肾关系密切，脾胃受伤或亏

虚、失健易致水湿积滞，内停聚于大肠，湿热与体内

痰瘀互结，日久变生癌毒而成此病。
2 治瘤———复“和”有其法

“因而和之，所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
把“治病求和”作为最高法度。不仅是针对疾病使用

和法，更重要的是要让患者机体处于一个和谐的环境

之中，这个和谐包括患者自身机体的环境和谐，还包

括患者与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和谐。
肿瘤疾病是在正邪、脏腑、气血等失和的基础

上，湿、痰、瘀、毒聚集于人体而成。治疗需调畅各

种“不和”之状态，“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

达，而致和平”，应通过调养，使经络畅通，气血和

顺，以促进体内元气逐渐生长而驱邪毒外出。
2.1 促进机体“自和” 《内经》中之“和”治疗

法则主要体现在治疗疾患时，重在促进机体的自和，

顺应机体正气，抗御外邪的趋势，用药加以辅助以使

疾病向愈。《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以所利而行

之，调其气使其平也。”《灵枢·师传》也强调“惟顺

而已。”肿瘤疾患遣方用药需以顾护正气为先，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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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虚”的病机。因势利导，加以调养，促进阴阳自

和的能力，以达到机体“阴平阳秘”的状态。同时治

疗疾病，必要时还应该等待时机，让人体自然恢复，

采取《素问·五常政大论》“无伐化，无违时，必养

必和，待其来复”的方法，避免妄用药物，过伤正

气，应以达到“不药而愈”或“少药而愈”的效果为

目的。体现在肿瘤的治疗中则是调动机体的正气，顺

病邪趋势慢慢驱邪外出。
2.2 与瘤“和谐共处” 现代医学治疗肿瘤，注重

瘤体局部情况，希望达到现代影像学所证实的“无瘤

状态”，于是产生了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手段，

对肿瘤治疗的效果评价也采用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的实体瘤评价标准进行

评判。虽然这些手段对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杀伤作用，

并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成。但最终达到真正的“无瘤

状态”的患者少之又少，能有效抑制各种转移的手段

及方法还需有待提高。而且大多患者经历放化疗等治

疗，无法承受其毒副作用而痛苦不堪。大多数中晚期

肿瘤患者又丧失了这样的治疗机会。随着目前医学治

疗模式的转变，WHO 对肿瘤患者的评价更注重生活

质量的评判，所以医学界重新认可了“中医药治疗肿

瘤，重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理念。
瘤体的形成，当是整体病变的结果，是整体病变

的局部表现，临证应从整体状况来看局部病变，做到

有机的统一，注意审查患者的个体特异性，衡量治

人、治瘤、治证的主次轻重，先后缓急，避免只看瘤

体，不顾整体的片面性。即 《素问·五常政大论》
“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

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

……无代化，无逆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因无

法一味的追求“无瘤生存”，并且中医药抗瘤治疗在

“杀抑”肿瘤方面更不及放化疗与手术治疗，但是其

却具有作用和缓持久，注重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机体内

环境的调控能力，最终有力的保护及恢复人体的抗癌

能力，虽不能“杀之以尽”，但却可与肿瘤“和谐相

处”，做到长期的“带瘤生存”。
2.3 和其“不和” 中医学的治疗观蕴含着丰富的

辩证法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塑下和长期的临

床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方法论的

体现 [3]，以恢复动态平衡和谐为最终追求目标。因

此，治疗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各种手段，通过调整

阴阳气血精神、脏腑经络，使失和的人体复和，求得

新的动态平衡，恢复人体的健康。正如《素问·至真

要大论》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

者正治，反者反治。”“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

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皆随胜

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
所以，中医药治疗肿瘤，意在治病求本，扶正祛邪，

具体到调整脏腑、血气、情志等都在追求“和”的状

态。”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热者寒

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

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

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即采用以偏纠偏，“和

其不和”的手段，达到《灵枢·本藏》所谓：“是故

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

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

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

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

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及《素问·生气通天论》所

谓：“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

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当人体气

血运行和畅，精神活动正常，脏腑功能协调，适应外

界寒温变化，合理膳食，饮食有节，则就能使“癌

毒”不生，“恶肉”难结。当然，在各项调理复和过

程中要做到攻不损正，补不助邪，以知为度。
综上所述， 《内经》 之“和”含义丰富，对肿

瘤的治疗有较为深刻指导意义，当然其中之“和”
还有许多内容值得去进一步研究与探讨。因为 《黄

帝内经》是一部涉及文化、哲学、医学、心理、天

文、地理等在内的百科全书，所以，在学习中医学

基础理论时，一定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思想

价值观，这对深入认识与学习中医学是有着非常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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