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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世芸、李其忠主编的《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中医药综合性学术专著，内容分
为五章。

第一章对辨证论治的历史沿革作了回顾，对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
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诸法作了评析。

 第二章就确立“藏象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阐发。

第三章对肝胆、心小肠、脾胃、肺大肠、肾膀胱及女子胞、三焦等藏象生理作了详尽论述，其间涉及
形质结构、经络联系、生理特性、生理功能及生理联系。

第四章是“藏象辨证论治”与定位、定性和定量。
其中包括脏腑经络定位、病因病机定性、系统模糊定量等内容。

 第五章是“藏象辨证论治”，为《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的核心内容。

分为辨证与论治两大部分。

辨证部分，按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病证及三焦病证、脏腑相兼病证分别论述。

论治部分，首论重要论治法则及用药，包括六淫犯脏用药、脏腑虚实标本用药、五脏五味补泻用药、
引经报使用药诸法则，以及脏腑病补泻温凉药物举要。
次述脏腑病论治，也按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病证及三焦病证、脏腑相关病证分述，其内容包
括脏腑病治法、适应证、常用方药、医方必备及医案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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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藏象辨证论治
 第一节 辨证
 一、肝、胆病藏象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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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肺、大肠病藏象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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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脏腑病补、泻、温、凉药物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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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肝、胆病治法、适应证及常用方药
　　 2.肝、胆病医方备要
 　　 3.肝、胆病藏象辨治医案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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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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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八纲辨证法　　现行中医院校教材《中医诊断学》多认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
”是中医辨证之纲领。
阴阳辨证是把所有的疾病证候分为两大类，阴证和阳证主要指这两大类证候的最基本性质，这是对证
候的一个最初步认识。
也就是说，所谓的阴证、阳证、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八者不是具体的证候，而是共
同具有某一方面性质的一大类证候的总称。
因而，“八纲”必须与具体证情相结合才能发挥辨证作用。
　　在历代中医典籍中，原无“八纲”之称，唯考王执中《伤寒正脉》谓“治病八法，虚实阴阳表里
寒热”。
方隅《医林绳墨》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
张三锡亦称此八者为“治病大法”。
此后，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有“阴阳篇”、“六变篇”，论“二纲六变”，并以二纲统六
变，如说：“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
能出此八者。
”可见，景岳所称的“二纲六变”较之今人所说的“八纲”要恰当得多。
　　“八纲”的提出始于近人，祝味菊《伤寒质难》说：“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
古昔医之观察各种疾病之证候，就其性能之不同，归纳于八种纲要，执简驭繁，以应无穷之变。
”后将“八纲”之称采纳于《中医诊断学》（二版）教材中，于是正式将“八纲”列为专章讲述，普
及于中医界。
　　毋庸讳言，目前的各种中医教材中对“八纲辨证”的认识并不一致，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所编的《中医辨证学》（系列教材之五）并不将“八纲辨证”写入专章，甚至未列
“八纲辨证”，而只是在总论中第三章“辨证”的第五节简单介绍，标题为“辨证的纲领——八纲”
。
其观点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者不是并列的⋯⋯因此，有人将八纲称为‘两纲六变’或‘
两纲六要’，是颇为确当的⋯⋯因此，八纲是学习辨证学必须首先掌握的一个基本内容。
”可见其认识和处理方面是比较妥当的。
然而在最新的高校中医规划教材《中医诊断学》（六版）中，继续将“八纲辨证”与其他辨证并列为
专章。
不仅如此，其内容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最明显的如一方面说“八纲中的阴阳两纲可以概括其余六纲，
所以说阴阳是证候分类的总纲，阴阳是辨证归类的最基本纲领”，而另一方面又将阴阳的具体辨证内
容归纳于“阳虚证”、“阴虚证”、“亡阳证”、“亡阴证”，显然将虚实辨证中的虚证内容移入于
内，未免厚此薄彼，并致使“阴阳辨证”的总的概念不能统一。
而且为了照顾到阴虚、阳虚等具体辨证内容，故又将“概括其余六纲”的“阴阳辨证”反置于“表里
辨证”、“寒热辨证”、“虚实辨证”之后，其地位又有了本末倒置之嫌。
显然，其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
　　再说，“八纲辨证”的内容有大量的交叉重复，如在表里辨证中，表证有表寒、表热、表虚、表
实；里证有里寒、里热、里虚、里实；而在虚实辨证和寒热辨证中，又重复提到这些内容。
这些交叉重复，使“八纲辨证”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纲举目张”的作用，而且形成了模式化
、教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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