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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皆生于气"#气滞是中医学十分重要的病

理概念$ 但是至今为止#教材中对气滞的性质的认

识尚有欠缺#对其在八纲辨证中寒热%虚实的属性

的认识还不够清楚$ 对这一重要病理概念的认识模

糊#无疑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不足#容易导

致学习者在辨证论治中产生失误$ 笔者认为在今后

教材的编写中# 有必要对气滞的本质进行阐述#将

气滞是病理产物这一概念#纳入教材$ 兹分述如下&

! 气的生理和病理的认识自相矛盾

近年来中医教材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理论上进

一步完善#但是对气的生理和病理特性的认识存在

自相矛盾$ ’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年版*说&!气%血%津液是构成 人 体 的 基 本 物

质#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气是不断

运动的#极其细微的物质+血是循行于脉内的红色

液体+津液是人体一切基本水液的总称$ 气血津液

是人体脏腑生理活动的产物#又为脏腑经络进行生

理活动提供所必须的物质和能量#所以说气血津液

也是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得到二个概念&其一%虽然气%血%津液的

性质%概念和生理功能各具特点#但是物质性是它

们的共同的根本属性$ 其二%气%血%津液都是脏腑

生理活动的产物$
气%血%津液既然都是脏腑生理活动的产物#那

么当它们处于病理状态#成为身体中多余和有害的

物质时#我们就应称之为!病理产物"$ 同是人体的

基本物质和生理活动的产物#输布代谢障碍而停留

于体内的津液!!水湿痰饮和体内停滞及运行不

畅的血液!!瘀血#都被认为是病理产物$ 而运动

不利#乃至郁滞不通的气#却未被归入病理产物的

范畴$
这一自相矛盾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我们对人体

内气的病理的认识还不够完备$ 中医对气的认识的

提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

期#对气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认识是分离的#二者

割裂开来#如 )*’* 年版’简明中医辞典()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解释!气"时说&!),体内流动着的富有

营养的精微物质#如水谷之气%呼吸之气等$ $,泛指

脏器组织的机能-如五脏之气%六腑之气等$ "由于脏

腑之气仅仅指的是脏腑的机能- 那么脏腑气滞就仅

指脏腑的功能障碍- 不可能将气滞和病理产物联系

起来看$ 成书于 .% 年代的’中医基础理论(对气的

本质的认识有一次质的飞跃#肯定了气是人体内的

!最基本物质"这样一个气的根本属性#排除了脱离

物质属性%单纯功能概念上的气$ 但可惜这一正确

认识仅停留于对人体内气的生理方面#尚未完全贯

彻至对气的病理认识$
气在性质上的无形#可能也是未将气滞列入病

理产物范畴的原因之一$ ’临证指南医案(说&!盖气

本无形#郁则气聚#聚则似有形而实无质$ "对有形

和无形的划分#中医基本上是根据肉眼是否能够观

察到为标准的$ 因此#肉眼可能观察到的血液和津

液及其病理产物!!瘀血和水湿痰饮被归纳有形

范畴#气和气滞被归入无形范畴$ 肉眼能够观察到

的痰称为&!有形之痰"+肉眼不能看到痰的形质#而

有痰的某些临床表现的病证称为&!无形之痰"$ 病

理产物指的是脏腑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产生的对人

体有害的病理性物质# 肉眼能否观察到的有形%无

形之分并不是认识病理产物的标准$ 因此#既然无

形之痰被归入病理产物之列#气滞也应当可以被视

为病理产物$
综上所述#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气是构成人体

的最基本物质#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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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且气是脏腑生理活动的产物" 不管在生理或

病理条件下!气都肯定是物质" 那么和对待血液#津

液一样!也应当将疾病过程中!由于运动不利或郁

滞不通或结聚于某一部位的病理状况下的气称为$
%病理产物&"

! 对八纲辨证的认识不完备

’素问(玉机真脏论)把实证的表现归纳为$%脉

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 &’灵枢(
本神)指出$%肝气实则怒!脾气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心气实则笑不休!肺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气实

则胀" &从’内经)对实证的症状描述中可以看出!
’内经)早已将气滞证归入实证的范畴" 而且在实际

的临床工作中大多数的中医也都将气滞辨证为实证"
八纲辨证中!实证是对人体感受外邪!或体内

病理产物堆积而产生的各种临床表现的病理概括"
如果气滞不属于外邪!又不是病理产物!那么就无

法被辨证为实证" 因此!从气滞历来被归入实证范

畴! 而八纲辨证无法准确概括气滞证的事实来看!
气滞作为病理产物的属性没有被认识!造成了八纲

辨证的理论不够完善" 如果我们认为’内经)和长期

以来将气滞证辨证为实证是准确的!那么从实证的

定义推论!气滞只能是病理产物" 所以认识到气滞

是病理产物也使八纲辨证的认识更加完备"

" 气滞的基本属性和特点

气滞具有和瘀血#水湿痰饮#结石等其它病理

产物一样的性质! 都是各种致病因素侵犯人体!导

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它们停留

于体内又可作为新的病因! 导致其它病证的发生!
成为%继发性病因&" 由于气滞的存在!气的推动和

气化功能障碍!使经络和组织中的血液和津液运行

无力#不畅!常常导致瘀血和水湿痰饮的产生*脏腑

中气滞的存在!必然导致脏腑的功能失调"
血液可能流出体外!凝结成有形的瘀血" 有形

之痰可能被吐出体外!无形的气滞是不可能展现于

外的" 因此气滞和其它病理产物相比较是$气滞是

无形的病理产物! 气滞证的临床表现亦有胀痛#痞

闷!但扪之无形的特点"
气滞证本身没有明显的寒热属性!其寒热属性

主要决定于其产生的原因和兼夹的病邪的性质" 因

七情郁结!郁而化火!则气滞夹火而属热证*因气虚

运化无力!或阴寒邪气阻滞则属寒证"

# 正确认识气滞属性的意义

正确认识气滞属性对进一步完善中医学对气

的认识!提高临床治疗气滞证的疗效都有一定的意

义!分述如下$
+!,对气滞属于病理产物的认识" 使我们对气

的物质性的认识由生理范畴延伸到病理范畴" 为了

明确这个概念! 或许我们有必要象对血液一样!以

%滞气&!!即郁滞#运行不畅的气!来作为这一病

理产物的名称"
+",认识到气滞属于病理产物!使我们对气的

功能性和物质性的认识进一步得到统一!气滞证不

但 是 气 的 功 能 性 障 碍 ! 而 且 是 有 气 的 病 理 产 物

出 现 "
+#,进一步完善了八纲辨证" 笔者从事’中医诊

断学)教学 "$ 年!对如何解释气滞证为何属于实证

被长期困惑! 当认识到气滞属于病理产物这一论

点!就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对气滞证实质的正确认识!有助于临床上

正确地治疗气滞证!由于气滞证是一种实证!因而

对气滞证的治疗原则! 应当遵循 ’素问(三部九候

论)所提出的%实则泻之&的原则!祛除郁滞的气!使

运行不畅的气恢复正常运行" 用于气滞证的治法!
!理气法!不但是调理气机的方法!也是祛除气滞

病理产物的方法" 理气法本质上是一种祛邪的治

法!和一般祛邪治法的使用一样!既可行气解郁!又

会伤气耗气" 具有一般攻邪祛实的治法!既可祛实

又会伤正的特征!所以应当中病即止!防止使用过

度!损伤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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