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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哲学智慧在内科治疗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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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中医哲学智慧在内科治疗实践中的应用。中医哲学是一种从观察世界中所感知而得的哲学，拥有大量的自然医药经验，其中对草药、

经络、平衡以及健康和生命的认知，为世界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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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种治疗方法兼用，提高疗效 

•《素问 异法方宜论》指出：“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内外结合治疗法，对于许多症状有立竿见影之
效，囿于一方，或许迟缓。内治法的汤、散、丸、膏、丹；外治法

的贴、涂、敷、熨、熏、浸、洗、蒸、扑、填、导，各有其妙，两
相结合，相得益彰。 

有患者癫痫突发，可先行针刺以安神定志，患者醒来，以汤药
调治，治其标；患者彻底清醒后，癫痫发作休止，已无抽搐，令患
者服丸药以畅气血，熄风除痰，达到根治。 

例如出血症状，如患者便血或者吐血量大，难以遏制，若病位
在贲门上下者，可以先用三腔管送入胃中，令胃囊气体充满；然后
嘱患者吞服大黄白及三七粉半次量，尔后将食管囊充气，从而提升

止血功效。 
二、理论联系实际对症下药 

中医内科学实践性极强。有一患者，学生，十七岁，症状：失
眠，白天嗜睡又难以安睡，头晕脑胀，昏昏沉沉，面白无华，记忆
力严重减退，又偶胡言乱语，属于“典型遗忘综合征”，且两目干

涩，视物模糊，爪甲不荣，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有抑郁以及狂躁
的双重表现；伴有两胁胀痛，坐立难安，舌淡苔黄，左关脉虚。《黄

帝内经》指出“思伤脾”，患者系忧心忡忡，忧思甚多，肝血不足，
血液亏损，肝失濡养，心火妄动，烦躁不安引起。以酸枣仁汤和半
夏秫米汤主之。 

又如有“汗证”患者，女性，三十九岁，工人，呼吸道感染，
表虚不固者，夜间自汗盗汗尤为严重，湿衣湿被反复发作，口干咽

燥，舌苔暗红，脉细如线，体质虚衰、头晕眼花、心悸气短、精神
状态不佳，此属阴虚，虚火上炎之盗汗，当归六黄汤加减以滋阴降
火，固表止汗，处方：莲子心 10g，丹参 10g，黄柏 l0g，牡蛎 15g，

煅龙骨 15g，白芍 15g，甘草 6g，熟地黄 15g，黄芪 15g，当归 10g；
方中黄芪味甘性温，补气固表、利尿强心，壮脾止汗；白芍则养血
调经、柔肝止痛，敛阴止汗、平抑肝阳；甘草则补脾益气、润肺止

咳、清热解毒以及调和诸药；莲子心清心安神、止咳化痰，保肝护
肾等等。 

三、哲学智慧中的修养 
我国的中医学博大精深，重视仁义礼智等思想，宣扬慈爱，平

等。同时对同道关系也有一些明确的指出，同道关系用于现在，就

是同事和同事相互尊重，互相帮助，彼此共进，共同提高，取长补
短，互为益友。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对此指出：“夫为医法，不得多语调笑，
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
做为医师，须语言简洁，不能大声喧哗，调笑，不能随便说人是非，，

抑人扬己，这样才能很好的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陈实功先生在《医
家五戒十要》中说“凡乡井同道之士，年尊者尊敬之、有学者师事
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推荐拔之”，意思是同事之间、不同的

性格的人，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具有非常积极的参考意义。
同事之间，取人长处，尊重他们的隐私，在工作之中，互相监督，

在利益面前互相推让，平等合作，一起提升。医师要让自己保持良
好的情绪，有了不良情绪，要善于调节，与同事有了矛盾时，要顾
全大局，绝对不因为矛盾而影响工作，更不能耿耿于怀，让自己的

不良心情感染患者。别人犯了错误以后，要善于宽容，婉转的引导

对方，如果对方一时没有领会，也要保持理解。“以责人之心责己，
以恕己之心恕人，”如果是自己犯了错误，一定要勇于承认，当别
人批评我们的时候，耐心听取意见，虚心接受，及时矫正自身的不

足。要有高度的自律精神，有良好的修养，同事有了成绩表示祝贺，
毫不嫉妒，茶余饭后不你是我非，扬人之长，改己之短，注意文明

用语，与同事擦肩而过，主动示好，和同事交谈，语气和蔼，向同
事请教，态度诚恳，在交流与合作中，保持谦恭有礼，以促进同事
关系的和谐融洽。 

四、中医的进取精神 
自古以来医学大家都非常推崇精勤不倦的诊治态度以及孜孜

不倦的研究精神。在中医哲学中我们吸取了传统医学文化中的这种

精神。古人要求从事医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如果
一个医者做到了这一点，那在从医过程中处理工作应能绰绰有余。

医师要精通各种药性，掌握各种技能，对医疗器械设备熟练操作。
徐春甫在《古今医案》中指出:“医本活人，学术不精，反为夭折，”
这句话强调了医术精湛的重要性和危害，医术是双刃剑，掌握医术

便可以救死扶伤，医术不精，就违背了医师的天职 
医师本来是救人性命的，如果专业知识缺乏，技术不精，那么

就不具备济世救人的资格。医师要善于学习，广泛阅读医学资料，
精益求精。陈功实就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要求：“勤读先古明医确论
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汉代名医张仲景读起古代医书手不试卷，

甚至废寝忘食，我们都知道他为了是做研究，亲身实践，不畏艰难，
最终写成了《伤寒杂病论》，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中的著名之作，被

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在这本书产出的年代，纸张没有大量使用，
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书籍的传播只能一份份手抄，要想流传后世，
简直是一种奢望，如果不是这本书巨大的价值，怎么会流传到现

在？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出治学与奉献精神。 
此外还有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为了进行医学研究历经无数寒

暑，整理历代医学著作 800 余部，并且逐一深入研究，认真验证，

大量实践，经过长达将近 30 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
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稿凡三易，被誉为“东方医学巨

典”。 
综上所述，中医哲学智慧博大精深。先哲们潜心钻研的精神，

失志不渝的意志，舍身忘我的大爱，都深深值得我们医师借鉴，这

些都是医师文化建设的内核。章太炎先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
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

半功倍。”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更需反省自身，善待患者，敬
畏工作，勇于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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