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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不论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还是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中医理论体系为

研究基础，从中医经典与中医临床两个方面浅论中医中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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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mony”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not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but also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brief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Chinese medicine from two aspects: clas-
sical Chinese medicine texts and clin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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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注重身心健康的平衡状态，在中医的辨证施治、方药配伍、

健康养生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和”的追求。并且“和”思想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占

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使中医治疗思维有别于西医临床思维，更具包容性及大局观。这种以“和”为贵

的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内涵，也为中医的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中医经

典与临床中“和”的部分，以阐述对于中医经典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指导临床更好地运用“和”思想以取

得更好的疗效。 

2. 中医“和”的历史源流 

《说文•口部》：“和，相应也。从口，禾声。”([1], p. 57)原意指的是大自然中各种声音或曲调的和

谐调达，没有冲突，后引申为各个方面之间没有对立性，达到平衡，从字体中提示“和”与口的密切联

系，而“口”是动物用于发声及饮食进入的重要部位，“禾”在古代可代指五谷即人体和动物所需等的谷

物。五谷为万物生长化收藏之本，只有五谷丰登、人民吃饱喝足，无生存之危机，天下方能和谐安定，从

此可看出，“和”的含义可理解为强调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平衡。而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和”不仅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延伸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统一即天人相应，五脏一体观和

形神一体观。以上三个部分组成了中医的整体观。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基底。“和”历史悠久，最早

可追溯到《周易》“饱和太和”，经由春秋战国诸家对其进行阐述，中医在继承道家、儒家等基础上形成

了一套以“和”为思想基础之一的涉及健康、疾病、治疗及养生的理论体系。 

中医经典中的“和” 

《黄帝内经》可以看作是我国“和”文化思想在医学上的集大成者，《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

论述“上古之人……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此句讲述人的生活习

性与自然达到平衡才能保持一种形神兼备的身体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中以“阴平阳秘，精

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论述了人体自身的阴阳调和以及失和条件下不同的精神与身体状态，

《黄帝内经》是中医“和”思想的经典理论来源，书中“阴阳调和”、“和其食”等理论依据为后世中医

的“和”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导。发展到东汉时期，仲景继承了“和”的思想，并结合自身对于疾病的理

解，对于“和”提出了相应的见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凡发病者发汗，……阴阳调和者

必自愈”“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太

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与小承气汤和之”皆提示仲景对于阴阳、营卫、脏腑调和的重视，明代张

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列出古方八阵，并将和“和”选为八阵之一，清代程钟龄将提出八法之一的和法。

由此种种，中医经典中的“和”进行了更广泛的释义与扩展，在中医理论的各个领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与应用[2]。 

3. 中医临床理论中的“和” 

中医临床理论中的“和”思想主要在追求人体各方面的“平衡”状态，“和”为健康的状态，“失

和”视为人体处于疾病状态，而“使人和”则为治疗与养生追求的最终形态，故“和”的平衡状态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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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重要载体。 

3.1. 疾病与健康中的“和” 

中医在“中庸”与“和谐”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下，理论成立之初，即追求人体阴阳、气血等方面的

调和统一，并不只局限于人的生理因素，而追求于生理与心理甚至人与外界的平衡状态，在中医的基础

理论中，“和”是生命的根本规律、“失和”是疾病的本质，正常的生命活动有赖于机体脏腑、经络、肌

肉腠理的协调。区别于西医以固定数值范围为具体的正常标准，中医认为，正常人体受气机的影响处于

所有物质动态平衡的状态，虽然中西医都认为人体的各物质在一个的范围内，但中医观念中的健康人不

需要处于一个具体的数值范围状态，只要身体各个构成因素相互平衡、和平统一，则人体便处于健康状

态，即中医的“和”，而“失和”则是一个中医认为的相对病理的状态，当人受到外界影响或自身因素导

致其平衡状态被打破，即使西医查体检查都在正常范围内，都会处于“失和”状态，出现疾病的症状，即

“症”，并反应出“证”的因素，调理患者的各种精微物质、脏腑等，使其恢复平和状态即可达到治疗疾

病有效。 

3.2. 治疗中的“和”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让人体的各种构成因素及构成物质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即“使之和”是中医

治疗的主要目标，从治疗上，“和”对于上下、表里等多病位具有多靶点综合治疗的范例[3]；张景岳曾

提出“补而和之”、“温而和之”、“行而和之”等都不是指狭义的“和”法，皆为现代的补法、温法等，

而以“和”为名，就是为了说明使用这些治法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和”。这是广义的“和”思想体现之

一。从治法上言，和法作为中医的八法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在《伤寒论》中可概括为以下 6
个方面[2]：① 调和营卫；② 和解少阳；③ 调和脏腑；④ 调和寒热；⑤ 调和气血；⑥ 调和阴阳。其

中《伤寒论》中调和营卫的代表方剂是被誉为“仲景群芳之冠”的桂枝汤，桂枝汤主治伤寒太阳中风，调

和营卫，症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苔白不渴，脉浮缓，本方风寒犯表，腠理不固，营卫的动

态平衡被打破，处于“失和”的疾病状态，故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恢复相应的平衡，“使人和”，和解

少阳治法的代表方剂为小柴胡汤，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强调：“伤寒……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

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之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由于少阳经处于

半表半里之处，不可用表之发汗仅祛邪、里之吐下以去实，故用和解之法既透泻少阳之邪、又于人之里

调和中焦之气，治以小柴胡汤为主，纠正人体病位之偏倚，达到平衡状态，以调其和，《伤寒论》中曾

言：“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原文用调胃承气汤调和脏腑之气，祛邪以使

气和，条畅气机，调和脏腑。半夏泻心方则是调和寒热的代表方剂之一，主治寒热错杂之痞证，其病机

为小柴胡汤误下后，中焦脾胃虚弱，寒热错杂以失和，本方调和寒热使身体达到平衡状态，从方剂而言，

在处方用药中，重视平衡气机升降，攻补兼施等利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偏性相互制衡并调理脏腑的偏性，

使患者自身状态达到一种阴阳调和，脏腑相对平衡的情况。其中较为特色的为药物配伍中的反佐法，反

佐药在《方剂学》[4]的定义是根据某些病症之需，配伍少量与君药性味或作用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

成作用的药物。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反佐论》提出：“以热治寒而寒格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 是
皆反佐之义。”可以看出张“反佐”是为了防止病的格拒而顺应病性添加与病性相同的药物以达到使药

物能够进入治疗疾病的过程，其使用目的主要为在人体“失和”状态下，通过顺应其病体之势使药效达

以达到目标靶位，以达到平衡状态，即求“和”。分为寒热反佐、升降反佐、补泻反佐、行止反佐四类，

如著名的左金丸中君药为黄连，而反佐药为辛热的吴茱萸，不仅主入肝经疏肝解郁，助黄连和胃降逆还

能治黄连之寒。防止苦寒伤胃，而使病症产生格拒反应。诸如此类还有白通加猪胆汁汤中所用猪胆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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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凉药佐温补药、济川煎用升麻升举清阳之气而行升降反佐等，通过药物配伍，调和患者自身的阴阳寒

热表里，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达到平衡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索文东等[5]以消渴病为研究基础提

出中医“和”的临床应用，论述了在消渴病的治疗中“和”的历史渊源以及从起居、情志、脏腑等 6 个

方面提出了中医的临床应用。 

3.3. 中医养生中的“和” 

在养生方面，中医提出饮食有节，顺应天时，劳逸结合，平和心态，保持安于社会的状态，使自身的

各个方面都居于一种自然调和的“平衡”下，才能合于养生之道，获得健康且长寿的身体。《素问·上古

天真论篇第一》中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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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并提倡五味入

五脏的养生观念，《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

是谓五入”，以脏腑与五味相结合，“使己和”，而《礼记·内则》中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

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6]即在不同的季节可以选择不同性味偏向的食物以达到“和”的目的，此

举顺应时节以求人与自然“和”，亦可看出中医养生中追求“平衡”的观念，而通过五脏与五味的关系，

可以将五脏，五味，季节相联系以达到中医饮食养生的目的“使人和”，不仅使自身平衡，亦追求人与自

然之“和”。 
总而言之，在中医经典与临床实践中，“和”最初的原本含义再到中国古代哲学上的思想理论，进

而结合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发展为中医重要的理论基础，并引导成为中医治疗八法中具体的“和”法，

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拥有了广义的治则治法，以及狭义的“和”不同的含义，而在演变过程中，不同医家

贡献了自身的医学理解，对于后世的中医治疗理论以及临床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进一步完善了中

医的治疗思想，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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