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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徐上凯

《黄帝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句话，解释了疾
病是否发生的内在原因，表示只有在人体
正气相对虚弱，卫外不固，抗邪无力的情况
下，邪气方能乘虚而入，使人体阴阳失调，
脏腑经络功能紊乱，发生疾病。除此之
外，还指明了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但
这并不是就不顾及正气了，只是说正气在
疾病发展过程中起主导地位，但也不能忽
视邪气对于疾病发生的重要作用。比如，
世界各地暴发的新冠病毒，我认为它就属
于中医吴又可所说的疫疠，非其时而有其
气，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
的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吴又可为之
命名为戾气。

戾气侵入人体的途径是自口鼻而入。
致病特点与新冠病毒是相同的，那不禁有
些疑问？那当时还尚未发现新冠病毒的危
险时，为什么有的人没事，有的人就被感染
了呢？为什么有的人被感染后死去，有的
人却最终战胜病毒，治愈出院了呢？

这一切都是根源于我们的正气强弱。
那怎么定义正气和邪气呢？正气，是指人
体功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而邪气则泛
指各种致病因素。而人体是否发病则取决
于正气的盛衰。

那人体功能活动又是什么意思呢？这
是一个深奥的问题，我认为与神有关，心主
神，神从狭义来讲，是主我们情志、思维、意
识的展现；从广义来讲，是主我们日常生
命活动的外在体现。而神的正常展现需
要我们人体的精微物质给予支持，即“精，
气，血，津液”，精微物质充足则神充盈，则
神执掌身体和谐故形与神俱，故身体各个
脏腑，经络能正常工作，协调合作，身体便
能健康。那又有一个疑问？精微物质从
哪里来？精微物质来源于我们的先天和
后天之源，先天之源即肾所藏之精，后天
之源则为脾胃饮食谷物而化生的精微物
质。

这些精微物质经过各个脏腑的各司其
职，最终化为气血津液，运送输布到全身各

处，濡养滋养身体形体官窍脏腑。这就告
诉我们脾胃的重要性，脾胃为后天生化之
源，脾胃一旦出现问题，便会影响到精微物
质的生成。而根据脾喜燥恶湿的特点，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少食肥甘厚味，多食平
淡之味。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想吃什
么都有，多数人都喜吃重口味的食物，则损
伤脾气致里湿内生，抑或暴饮暴食，损伤胃
气，脾与胃相为表里，互相影响，则胃气不
降，脾气不升，故清气下泻而不停上厕所，
浊气不降停滞则成腹胀。这与《黄帝内经》
所讲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
则生䐜胀”。由此可见，脾胃对身体的重要
性。

但这也不是说身体正气是仅靠养护脾
胃就可以的，还要靠日常生活中的作息、内
心思想等。正如《黄帝内经》所说“饮食有
节、起居有常、劳作有序”，节饮食，慎起居，
不妄作劳，则可强身延寿，安享天年。反
之，饮食不节，起居无常，妄于劳作，则可加

速早衰，使人夭折损寿。
总之，正气依靠神的正常运行、形体的

正常运转，只有这样才能形神合一，正气才
能充盛，时刻保护我们的机体免受侵害。

正气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对健康占
据着主要地位，应该极为重视。而通过《黄
帝内经》所提倡的养生就是尽量减少我们
对身体的损耗，保留体内的精气源源不断
运送身体内外，外抵御邪气，内滋润脏腑。
正气的多少是身体素质综合的体现，故在
平时应做到顺应四时，养身静气，拒绝消耗
我们心神的东西。对于外来诱惑，我们不
能改变，但可以改变自己，让自己“恬淡虚
无，精神内守”。

《黄帝内经》是古人留给后人的瑰宝，
在临床与其融会贯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收获，而这需要我们孜孜不倦，精益求
精，在实践中寻找理论，在理论中结合实
践。

（作者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2017级学员）

■读名著 品中医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屡次北伐中
原，把曹魏基业搅扰得风雨飘摇，自诩

“智多星”的王朗不服气了，上奏魏明帝
曹叡说：“老臣不才，愿随曹真大都督出
征做军师，来日两军阵前，无须刀枪，老
夫只需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来降，
蜀兵不战自退。”

曹叡正为无人敢战诸葛亮急得火
烧眉毛，一听大喜，立刻派曹真和王朗
率领重兵，抗拒诸葛亮。

次日，两军相迎，王朗纵马而出，对
诸葛亮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
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萤光，怎
及天心之皓月？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
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
事耶？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
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王朗以为自己煞费苦心组织的一
番高论能说动诸葛亮，谁知诸葛亮嗤之
以鼻：“我以为汉朝元老重臣，必有高
论，没想到竟说出此话，真是有辱斯
文。我今日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你
即为谀媚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

食，安敢在行伍面前，妄称天数。你这
个老奸臣，马上就要赴黄泉之下，有何
面目去见二十四帝？”

王朗是汉朝元老，曹氏篡汉时归顺
做官，有悖忠臣不保二主的士大夫精
神。王朗本来想说服诸葛亮和他一样，
放弃无休无止的政权斗争，享受荣华富
贵，了却残生，没想到却被诸葛亮当众
揪出最不堪示人的一面挖心痛骂，尊严
尽毁。王朗突然血压升高，气满胸膛，
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从王朗猝死分析，能直接夺命瞬间
不治的急病，应是死于出血性卒中，中
医称之为中风，是一种急性非外伤性脑
局部血供障碍引起的局灶性神经损害，
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
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
损伤的疾病，又称急性脑血管意外。

卒中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平素头晕、
头痛、耳鸣、目眩、面赤，发病时突然昏
倒，不省人事，口眼㖞斜，舌强语謇，半
身不遂，牙关紧闭，口噤不开，两手握
固，大小便闭，肢体强痉，或者目合口

张，鼻鼾息微，手撒肢冷，汗多，大小便
自遗，肢体软瘫；经过救治，神志清醒后
多留有后遗症，如半身不遂、言语不利、
口眼㖞斜等。卒中的病情有轻重缓急
之别，轻者仅限于血脉经络，重者常波
及有关脏腑。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和
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高于
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的死亡率更
高。卒中好发于中老年人。西医认为，
卒中主要因高血压病和动脉硬化引起；
而中医认为，肝阳上亢是导致高血压病
和卒中的主要因素。

王朗出征时已经76岁，身体各器官
老化衰竭伴并发症是自然规律，被诸葛
亮扎心一骂，突然心跳加快，血压升高，
肝脏气机逆乱，其肝阳上亢于头部，导
致脑血管骤然破裂发生猝死。

卒中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
非常高，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身体健
康。王朗以76岁高龄自告奋勇对骂诸
葛亮，导致气急猝死，历史可做笑谈，而
惨痛教训当警示后人。

（作者供职于孟津县中医院）

秋季，天气干燥，极易伤损肺阴，从
而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干咳少痰、便秘
等，因此，秋季养生要防燥。

中医认为，燥为秋季之主气，而肺为
“娇脏”，通过鼻与外界相通，故很容易被
秋燥所伤。秋燥是秋的主气，燥易伤肺，
容易引起咳嗽或干咳无痰、口舌干燥等；
燥易伤津，肺津伤则可出现口干舌燥、咽
痛目涩、鼻出血、干咳少痰、皮肤粗糙、大
便干结等症状。因此，秋季养肺就显得
尤为重要。

肺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是人体
真气之源，肺气的盛衰关系到寿命的长
短，因此，饮食应注意养肺，要多吃些滋
阴润燥的食物，如银耳、甘蔗、梨、芝麻、
藕、菠菜、猪蹄、豆浆、鸭蛋、蜂蜜、橄榄
等。此外，还可以适当食用一些药膳，如
参麦团鱼、蜂蜜蒸百合、橄榄酸梅汤等。

百合是非常理想的解秋燥、滋润肺
阴的佳品。中医认为，百合味甘、微苦，
性微寒，入肺经、心经，具有养阴润肺、清
心安神、清热利尿的功效。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百合属百合
科的宿根草本，有“主邪气心痛，利于大
小便，补中益气”等作用。《本草述》记载：

“百合之功，在益气而兼之利气，在养正
而更能去邪，为渗利和中之美药也。”百
合可用于治疗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肺结
核、肺气肿、咽喉炎、胃炎、虚烦惊悸、失
眠多梦、精神恍惚等。

百合共有数十种，其中百合、细叶百
合和山丹三种可入药，疗效也相同。那
么，秋季养阴润肺，百合有哪些吃法呢？
下面，给大家推荐几种以百合为主要原
料的养生粥，经常食用，可远离秋燥的困
扰。

杏仁百合粥
材料：杏仁、百合各 50 克，川贝 25

克，糯米50克。
做法：把杏仁、川贝、百合洗净，加适

量水煮约1小时，捞去药渣，再放入糯米，
煮约30分钟。

功效：降气，润肺，止咳，改善咳嗽有
痰，胸闷少气，口干舌燥等症状。

百合红枣粥
材料：百合10克，山药15克，糯米30

克，红枣10个。
做法：先把百合用开水泡一会，将糯

米淘净，与百合、红枣用文火熬成粥，加
白糖适量即成。

功效：百合甘苦微寒，能滋阴降火；山药性味甘平，滋
肾润肺；糯米性温味甘，能温暖脾胃、补益中气；红枣素有
天然维生素丸之称，不但富含维生素C，还含有大量的维
生素A。百合红枣粥防治干眼症效果好，还可明目，起到美
容养颜的作用。

莲子百合粥
材料：大米150克，百合干25克，莲子25克，枸杞3克，

冰糖30克。
做法：百合干用刀背碾成粉状，莲子用热水泡软，枸杞

用热水稍泡，大米淘洗干净用冷水浸泡半小时。锅中放
水，先放入大米、百合干烧开后，再放入莲子、枸杞，改用中
火继续熬煮至熟，最后放入冰糖即可。

功效：助消化，滋阴润燥，清心安神。
百玉二冬粥

材料：百合25克，玉竹、天冬、麦门冬各10克，粳米100
克，蜂蜜适量。

做法：将百合、玉竹、天冬、麦门冬洗净（若是鲜品应加
倍），加适量清水，小火煮沸30分钟（鲜品煮20分钟）后取
汁。药汁同粳米一起放入锅中，再加适量水，旺火5分钟改
用小火，煮至米烂，加适量蜂蜜温热食用。

功效：对肺燥干咳、口干津伤、皮肤粗糙干燥者，均有
较好的防治作用。

银耳百合粥
材料：百合、太子参、银耳各20克，冰糖适量。
做法：将百合、太子参用清水洗净，银耳浸泡后去根部

黑蒂，加水适量，共煮汤，水沸30分钟后，加入冰糖。
功效：益气养阴，润肺止咳。

其他推荐
对于有慢性咳嗽、咯痰或痰黏等症状者，可将百合与

麦门冬、西洋参、党参、枇杷等同时熬汤后饮用。
对于经常出现干咳者，可用百合、陈皮、玫瑰花、菊花、

蜂蜜代茶饮。
对于有外感风热而引起的咳嗽、咯痰、咽喉肿痛者，可

将百合浙贝母放于白梨内，在锅中蒸煮后食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秋
季
养
阴
润
肺

多
吃
这
几
种
养
生
粥

□
王
书
莉

■养生堂

■读书时间

据史书记载，公元 551
年，梁朝始兴太守陈霸先，奉
命率兵镇守京口，旷日持久
的战争，炎炎似火的盛夏，使
军中粮食短缺，兵士暑热不
堪。梁朝民众争相以荷叶包
饭，夹放鱼肉，接济梁军，慰
劳将士。军心因此而大振，
暑热因此而顿消。于是，陈
霸先一举打败北齐鲜卑十万
大军。

荷叶别名莲叶，为睡莲
科植物莲的叶，生于沼泽、池
塘或水田内，野生或栽培，夏
季、秋季采收，晒至七八成干
时，除去叶柄，折成半圆形或
折扇形，干燥。

中医认为，荷叶性平，味苦，归肝经、脾经、胃
经，属清热药下分类的清热凉血药，具有清暑化
湿、升发清阳、凉血止血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暑
热烦渴、暑湿泄泻、脾虚泄泻、血热吐衄、便血崩
漏和产后血晕等。

荷叶寒凉伤脾胃，是升散消耗之物，因此，寒
性体质、体质虚弱者不宜服用。

荷叶除了以上常见功效，还有降血脂、减肥
的作用。《本草纲目》记载：“荷叶服之，令人瘦
劣。”古代名媛不乏用荷叶来瘦身减肥。现代药
理研究发现，荷叶有降脂减肥、降血压、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河南中医药大学供稿）

李杲及其学术思想浅述李杲及其学术思想浅述
□□黄新生黄新生

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
县）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生于1180年，
卒于1251年。李杲生于一个钟鸣鼎食之
家，20 多岁时，他的母亲患病，请了许多
医生但却治疗无效。这件事对李杲触动
很大，便拜张元素为师学习医学。经过
刻苦学习，李杲便得到了张元素的真传
并有独到见解，“尽得其学，益加阐发”。

李杲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
“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
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在五行当中，脾胃属
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杲的主要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
惑论》《兰室秘藏》等，他的学术思想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脾胃为元气之本
李杲充分认识到人的元气由先天所

生，后天所养，并特别重视脾胃对元气的
滋养作用，他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
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同时，李杲
还认为人生诸气皆由胃气所化，“夫元
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
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
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意思是说，元
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
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
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
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
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
源有二，一是源于先天父母，二是源于
后天水谷，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
经终止，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
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
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
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李杲又说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更说明了人
之气血阴阳全赖脾胃之气，脾胃为人之
根本。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
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
为中心。

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
《黄帝内经》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升

降相替，沉浮更变，周而复始。李杲进一

步认为，由于脾胃居中土，土旺四时，在
四时中皆有土气，所以土在升降沉浮和
万物的生长收藏过程中居于非常重要的
地位，“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
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
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
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
浊阴为地者也”。脾胃不仅将水谷之精
气灌溉四脏，滋养周身，同时排泄废物，
还推动了脏腑精气的上下流行，循环化
生。在他看来，整个气机升降的过程中，
脾气的升发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有升然
后才有降。如果没有脾气上升，则水谷
之精气无从化生气血，更谈不上精气的
正常升降运行。总之，脾气升发是元气
充盛的必要条件。

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
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这样，李杲对
脾胃升降作用的认识，从单纯对消化的
作用扩展为对精气代谢的作用。人身精
气的转输升降，依赖于脾胃的升降来完
成，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的作用十分
重要。因此，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
出现多种病证，“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
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
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
焉”。

脾胃内伤是病因中的要害
李杲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

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对于内伤疾病，李杲认为以脾胃内
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
节，“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气短精神
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燎其
面”；二为劳逸过度，累及肌肉、四肢、先
伤及脾，然后胃亦同时受病，“形体劳役
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
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其津
液，故亦从而病焉”；三为精神刺激，“此
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
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
也”。

对于外感疾病，李杲认为也存在脾
胃损伤情况，“肠胃为市，无物不受，无物
不入，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胜，亦能伤脾
损胃”。

以上病因中李杲尤为重视情志因素
在发病过程中的先导作用。他认为喜怒
悲忧恐导致胃气不行，进而元气损伤，元
气既伤，则易感受外邪。

脾胃功能失调是病机中的关键
李杲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从

“气火失调”和“升降失常”论述了内伤疾
病的病机变化。

在“气火失调”方面，李杲认为，在正
常情况下，元气与阴火是协调统一的，是
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元气充沛，阴火就
藏于下焦，藏于肝肾，这时阴火能够自
敛，身体就处于健康状态。脾胃亏损可
使元气与阴火间的正常关系紊乱，元气
与阴火变成势不两立的两方面，元气不
足、阴火上乘，不能自敛，致使阴火上冲
并反过来消耗元气，成为“元气之贼”。

“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这
时就会出现“壮火食气”“壮火散气”等情
况，气火关系的失调往往是内伤疾病的
主要病理机制。

在“升降失常”方面，李杲认为，在正
常情况下，脾胃在心、肺、肝、肾之间，是
升降的枢纽。如果脾胃气虚，就不能维
系升降的作用，心肺不能降，肝肾不能
升，病变就产生了。尽管病变可能在肝、
肾、心、肺，但都是源于脾胃，所谓“胃虚
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脾胃虚
则九窍不通”。

“升降失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
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
而不降，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
失常。对待升降问题，李杲又十分重视
生长与升发的一面，因为人的健康，生
机的活跃，身体的健壮，主要依赖正气
的充足。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
的升发作用，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
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升而
致。

创立以脾胃为论治之本的治疗方法
李杲提出“内伤脾胃为本，惟以脾胃

之药为切”的治疗原则，在治疗中反复强
调“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调脾胃”

“善治病者，惟在治脾”。
益气泻火。李杲认为，治脾胃内伤，

气火失调，内伤热中证，“惟当以辛甘温
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
愈矣”。根据临床辨证，具体分为“益气
泻火并重”“益气升阳、甘温除热”“泻火
为主，以治其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
是首创甘温除热方法。

甘温除热是指以性味甘温的药物为
主组成方剂，治疗因中气不足或气虚血
亏而导致的内伤发热病的治疗方法，代
表方剂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由
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
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用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
以助肺气固皮毛；二是用升麻、柴胡引
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三是用
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以防止阴
火炽盛耗伤正气。其中益气升阳为主，
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
者。

升清降浊。李杲认为，升降失常是
内伤疾病的重要病机，脾胃为升降之枢
纽，因此治疗脾胃内伤病证，升清降浊是
重要治则，代表方剂如通幽汤、清暑益气
汤等。

峻剂攻下。在治疗脾胃实证的时
候，李杲常用峻剂攻下之法，代表方剂如
备急丸、雄黄圣饼子、神应丸等。

李杲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
理论，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后世宗其说
者大有人在，如王好古、罗天益、薛立斋、
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业内有“外感
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的说法。李杲的脾
胃论运用至今，效果颇佳，一直指导着脾
胃疾病的治疗。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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