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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治未病思想探析

张玉苹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养生康复系 北京100029)

摘要：张仲景继承和发扬《内经》治未病思想，对现代预防医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治未病

思想包括：养生防病，有病早治，已病防传，病盛防危，新愈防复5个方面内容。仲景治未病思想对

于日常生活和防病治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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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ong-jing’s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ZHANG Yu·ping

(DepaItment of Heanh Pre眈n，ation肌d Rehabilitation， Sch砌of Fund哪ental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8e Medicine，Beijing 100029)

AbstI墨ct：ZHANG Zhong-jing(150—219 AD)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inⅣei．，伽g，and followed up me p拍t and ushered in the future of modem preVentive medicine． His

tIIought of preventive heatment included：healtIl presen，ation for preventing dise鹊es，treatment in early

stage of a disease，gIlard against infbction， prevention of exacerbation when disea∞being serious or

rel印sewhen disea8e cured．1'he mought of pTeventive treatment of ZHANG Zhong-jin窖sis imponant in

guiding daily life and dise鹊e preVention觚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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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学模式正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

一心理一社会一环境”医学模式。健康的定义也随

之改变，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的最新定义

是：“所谓健康就是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和社会道

德的一种完美状态。”随着健康定义的转变，各国的

医疗保健策略逐渐从以疾病为主导向以健康为主导

转变，我国也提出了从“治疗疾病”向“预防疾病”转

变的战略，这种预防思想与中医“治未病”的主导思

想息息相关。

治未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

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

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的论述，

开创了中医对这一领域的独特认识和精辟见解之先

河。在《素问·刺热论篇》和《灵枢·逆顺》中明确提

出了“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日治未病”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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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

衰者也⋯⋯故日：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见解，突

出了治在病先的主题。《难经》亦有对治未病的论

述，如《难经·七十七难》日：“所谓治未病，见肝之

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勿令得受肝之

邪，故日治未病焉。”

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张仲景将“治

未病”思想贯穿于《伤寒杂病论》之始终，形成了完

整而严密的体系，其特点在于结合临床实际，开临床

应用之先河。他在《伤寒论》中虽未明确提出“未

病”和“治未病”概念，然仲景十分重视治未病医学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将其体现于《金匮要略》一书

中，所涉范围包括养生防病、有病早治、已病防传、病

盛防危、新愈防复5个方面¨。。

l养生防病

仲景在《伤寒论·伤寒例》中指出：“冬时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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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认为内养正气，

使正气充实，是预防疾病的首要条件。仲景认为养

生防病包括以下内容：

1．1顺天养生

仲景很重视天地阴阳变化、寒暑消长对人体的

影响，主张人应顺应四时阴阳以养生，而不可逆之，

否则便会产生疾病。如《伤寒论·伤寒例》说：“君

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小人触

冒，必婴暴疹。”触冒即逆天地阴阳而动，暴疹是感

受外邪导致的急性病。其实，如果不顺天地之阴阳、

不顺天地之刚柔，久之也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导致各

种慢性病的发生。

1．2避邪养生

《灵枢·九官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

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

张仲景也提出了这样的养生原则，仲景在《金匮要

略》首篇即云：“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客

气邪风，中人多死。”仲景所说的“邪风”泛指一切有

损健康、影晌脏腑正常功能活动、导致疾病产生的不

正之气和不利因素。《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

证》论及“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至而不去”“至而

太过”等气候的异常变化会引起疾病，提示应注意气

候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异常现象，预防外来邪气。

《金匮要略》云：“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

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必然影

响人体，因此顺应四时，外慎邪气，可防病于未然。

1．3调神养生

古人非常重视精神活动的调摄，《素问·上古

天真论篇》说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强烈批

评当时的一些人“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

．惟名利是务”。张仲景对“唯名利是务”是极不赞同

的，他认为无私、寡欲才能到达清静的境界，而保持

思想清静，便能获得调养精神、却病延年的目的。张

仲景针对当时的一部分居世之士“进不能爱人知

人，退不能爱身知己”提出了“爱”的观念，认为人生

活在社会上，时刻都要有一颗爱心，既爱自己，亦爱

他人，上爱君亲，下爱贫贱。

1．4饮食养生

仲景云：“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

能为害⋯⋯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

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强调合理饮食对预防疾病

的重要性。仲景在《金匮要略》首篇即云：“服食节

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人

其腠理。”仲景认为依体质的不同，饮食有宜与不宜

之物，需避免摄入不宜之物，以免损伤正气，而招致

疾病。又认为饮食与气候相关，在《金匮要略》中提

出四时食禁之原则：“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

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金匮要略》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篇，设专篇论述禽兽鱼虫禁忌、果实菜谷禁

忌，详列许多“不可食”“不宜食”“不可多食”或

“食之害人”的饮食禁忌达160条，强调饮食选择对

养生防病的重要性。

I．5房事养生

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血痹、虚劳、消渴、痰

饮、黄疸等病，皆可因房劳过度所致。因此，在《金

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中，仲景强调

“房室勿令竭乏”，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养生观念，符

合中国古代养生原则：无太过不及，过犹不及，不及

犹过。仲景告诫人们，节制房室以免损伤元真之气，

可预防疾病，并且列肾气丸为补肾之要方，可见保养

肾气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性¨。。

2有病早治

仲景对疾病早期治疗的高度重视，如《伤寒论·

伤寒例》说：“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瘥，以成痼

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

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

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伤寒论》共有

398条，其中太阳病篇就178条之多，相当于全书的三

分之一。仲景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太阳为诸经之

藩篱，统领营卫，为一身之表，大多数外感邪气，都是

自太阳而发，太阳首当其冲，外邪在表时要及时表散

以防邪气内传。

另外，《金匮要略》云：“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

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

勿令九窍闭塞。”以免病邪深入，病情加重，使患病

之体早日康复，此即强调疾病的早期治疗。

3已病防传

张仲景十分重视预防疾病的传变，指出在治疗

疾病时应注意照顾未病的脏腑，阻断疾病的传变途

径，防其蔓延为患，促使疾病向痊愈方面转化。《金

匮要略》首篇首条即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

实脾”，以肝病传脾为例，阐明脏腑病变的治疗规

律，提出“已病防变”的原则。更有原文第8条：“太

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根据六经传变的规律，预防疾病的传变。在临证过

程中，应仔细观察，摸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采取

合适的治疗措施，防止疾病的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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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盛防危

所有急重病症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若能防微杜渐，在关键时刻及时把握救治之法，则可

转危为安口1。仲景创立了扶阳抑阴和存阴制阳法，

即病盛防危的重要体现。如阳明病土燥水竭或少阴

病水竭土燥，均呈阳明腑实内结、真阴岌岌可危之

势，此时如不及时存阴制阳，则可致津竭液脱之变。

少阴病，脉沉者，当急温之，及时扶阳抑阴，使急重之

症不至危殆。

5新愈防复

疾病初愈，虽然症状消失，但此时邪气未尽，元气

未复，气血未定，阴阳未平，必待调理方能渐趋康复。

若不注意调养将息，或适逢新感病邪，不但可以使病

情重发，甚者可危及生命H1。张仲景在《伤寒论》的

最后，专设“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一篇，即示

人治疗瘥后劳复诸病的辨证论治方法，也旨在启发人

们要注意防止疾病复发。指出在伤寒病后期，大邪已

去，病势已减，疾病近愈，但由于气血阴阳未平复，脏

腑功能未健旺，或尚有部分余邪未尽，此时若能谨慎

起居、节制饮食、禁戒房事、调摄得当，则有助于正气

的恢复，从而加速身体的完全康复垆o。

病后脾胃尚弱，消化能力迟缓，要特别注意饮食

调养。《伤寒论》说：“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

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

烦，损谷则愈。”此时宜少少进食，饮食适时、适量，

以清淡为主，不可厚味。

·声明·

新愈防复亦是预防治疗中的关键环节，除食复、

劳复、房复之外，清代医家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

中又补充了“感复”“怒复”等，使瘥后复病更加完备

和系统‘61。

中医治未病思想虽源于《内经》《难经》，而实完

备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发挥。仲景治未病思想对现代的预防医学起

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现代健康教育和临床实践

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治未病是当今医学研究的

主题，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治未病思想在日常生

活和临床工作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千百年来一直

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防病治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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