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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理论与中医“
治未病

”

毕鸿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

山东 济南

〔摘要 〕从墒理论阐明嫡病与未病的一致性
,

分析嫡病的病机
,

说明调理嫡的变化以防病治病的重要性
,

强调

中医
“

治未病
”

思想的先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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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自然科学及现代系统论的发展
,

尤其是 比

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的创立及负嫡机制

的产生
,

给 自然
、

社会
、

经济
、

医学等各个领域带来了

飞跃和进步
。

而嫡理论与中医 的天人相应
、

阴阳平

衡
、

气化学说
、

七情致病
、

治未病思想等有异 曲同工

之处
。

本文就嫡理论谈中医
“

治未病
”

的先进性
。

嫡
、

负嫡及嫡病

年普利高津提出了著名的耗散结构理论
,

普里高津从物理热力学第二定律 出发
,

通过对非平

衡热力学 的研究指 出
“
一个远离平衡态 的开放 系

统
,

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阑值时
,

量变可能

引起质变
,

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

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成一种在 时间
、

空 间

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 ”

这种远离平衡态 的
、

稳定 的

有序的结构称之为耗散结构
。

耗散结构 的有序化
、

稳定化
,

是通过系统的物质能量耗散过程建立和维

持的
,

其内在本质是系统嫡在变化〔‘〕
。

嫡是一个很

重要的物理概念
,

但由于抽象
,

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说

明
。

比如
,

树叶从树上掉下后便再也挂不上枝头
,

冰

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而融化是一不可逆 的过程
,

生命

的过程也是如此
,

受精卵在母体内开始进行细胞分

裂和复制
,

逐渐形成胚胎 的各种器官
,

随即婴儿诞

生
。

孩子生长的过程也是能量不断地积 累
,

这个能

量积累的过程
,

即是嫡值 的增加
,

嫡值增 加 到最 大

值
,

与外界没有能量交换
,

就面临着死亡
。

首先把嫡与生命联 系起来 的是奥地利物理学

家
、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薛定愕
。

年薛定愕为了

说明
“

生命是什么
”

提出了
“

有机体赖负嫡为生
”

的

观点
。

他认为生命有机体在不断地产生和增加其 自

身的正嫡值
,

当趋 近最 大 的正嫡值时
,

就是死亡
。

又说
“

要摆脱死亡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

断地汲取负嫡
” 。

可见薛定愕说的负嫡就是用来降

低生命体正嫡值的某种机制圈
。

生命系统是典型 的耗散结构
,

它通过不断耗散

外界供应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

即吃进
“

负嫡
”

来抵消

体内不可逆的墒增加
,

使系统维持在最小嫡产生定

态
—有序稳定状态 即健康状态

。

用公式表示为
十 ,

其 中 代表总嫡值
,

代表不可逆

的正嫡值
,

代表给生命带来活力的负嫡
。

健康

与疾病关键在于负墒化机制和过程
,

负嫡化机制和

过程正 常
,

保持必要 的负墒化水平
,

人就健康
。

否

则
,

人就会患病甚至死亡
。

所谓墒病
,

是指人的负嫡

化机制和过程失常
,

负嫡化水平不足以抵消不可逆

的嫡增加
,

机体出现某些嫡增加现象
。

人类从健

康 亚健康一疾病的过程亦是嫡积累的过程
。

收稿 日期
一 一

调嫡与中医治未病的一致性

墒病与未病

疾病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 的川
。

嫡病与未

病存在着一致性
。

嫡病可 以是局部的
、

一过性的
,

通

常可 由机体 自我调节得以缓解或经过治疗而愈
,

功

能性疾病及亚健康大多处于嫡病的过程中
。

而
“

未

病
”

的含义关键在
“

未发
” ,

是指机体处于发病或其传
变的前期状态〔〕

。

嫡病与未病往往经过系统检查
、

化验或影像检查找不到肯定 的病变所在
,

但它却是

各种疾病发生的内在基础
,

是疾病前一个量变的过

程
,

是过渡状态
。

多数疾病虽然是突发的
,

但是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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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前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亚病态
,

任其发展可 由功能

性疾病发展为器质性病变
。

墒病的病机

由功能性疾病发展为器质性疾病
,

这个动态的

过程就是一个负嫡机制失常
、

嫡积 累的过程
。

造成

负嫡机制失调 的原 因有三
。

第一
,

产嫡过多
。

是指

墒产生的速率和水平过高
,

排嫡的速率和水平正常
。

正如王孟英《潜斋医话 》所说
“

肥甘过度
,

每发痈疽
,

酒肉充肠
,

必滋秽浊
,

熏蒸为火
,

沽没灵性
,

变生疾

病
。 ”

产墒过多另外一层含义是产嫡相对过 多
。

与

《伤寒论 》第 条所论述的
“

病人脉 已解
,

而 日暮微

烦
,

以病新差
,

人强与谷
,

脾 胃气尚虚
,

不能消谷
,

故

令微烦
,

损谷则愈
”

相符
。

第二
,

排嫡不畅
。

是指嫡

产生的速率和水平正常
,

排嫡 的速率和水平下 降
。

如《伤寒论 》第 条所述
“

太 阳病
,

头痛
,

发热
,

身

疼
,

腰 痛
,

骨节疼痛
,

恶 风
,

无 汗 而 喘者
,

麻黄汤 主

之
。 ”

即是寒邪外束于肌表
,

造成排嫡通道不畅而病
。

产嫡过多和排嫡不畅又可相互影响
,

造成嫡产生的

速率和水平异常
,

形成更为复杂的嫡病
。

第三
,

负嫡

不足
。

是指嫡产生及排 出的速率和水平都正常
,

赖

以生存的负嫡不足
。

以我们赖 以生存的土地来说
,

为求高产施用大量化肥
,

土地不再肥沃
,

粮食及蔬菜

的营养也大打折扣
。

这不但使 自然地理系统的嫡值

增加
,

也使我们人类食人不纯 的负嫡而造成生命体

内嫡的积累
。

《灵枢
·

岁露论 》指 出
“

人与天地相参

也
,

与 日月相应也
。 ”

《素问
·

宝命全形论 》中说
“

天复

地载
,

万物悉备
,

莫贵于人
,

人以天地之气生
,

四时之

法成
。 ”

以上论述说 明 自然界变化与人体变化相适

应
,

人受天地之间的变化规律所支配
。

人类社会系

统与自然地理系统都具有耗散结构
,

它们的存在

与发展都需要引入负嫡
,

而对于这两系统共同构成

的更高一级复合系统而言
,

能从外界引人的负嫡是

有限的
,

它们必须去分享或是去争取这外来的负嫡
,

还要在此之间进行嫡的交换
。

这样就在人类社会与

自然地理系统之间形成一种本质上的联系 —墒交

换关系
。

而人类社会多表现为从 自然地理系统获取

负墒
,

而把嫡增加于 自然地理系统
。

工业污染
、

乱砍

乱伐
、

汽车尾气等等都是从 自然地理系统汲取负嫡

而增加 自然地理系统的嫡值
。

因此
,

爱护 自然
、

保护

自然
、

尊重 自然就是保护人类 自已
。

人类尊重 自然
、

顺应四时
、

吸食营养物质
、

精神振奋
、

心情舒畅
、

积极

运动
、

促进气血流通等即可获取负嫡流 而破坏 自然

生态环境
、

吸食有毒物质
、

心情忧郁
、

久坐久立气血

奎滞
,

意味着正嫡流的人侵
,

正如薛定愕所说
“

赖负

嫡为生
” , “

遭正墒而病
”

调理墒 变化治 未病

《内经 》中有句名言
“

圣人不治已病
、

治未病
,

不

治已乱
、

治未乱 ⋯ ⋯夫病已成而后学之
,

乱已成而后

治之
,

譬犹渴而穿井
,

斗而铸锥
,

不亦晚乎
。 ”

《灵枢
·

逆顺 》亦有
“

上工治未病
,

不治 已病
”

之说
。

例如
,

儿童发热的原因多 由食积郁热导致外邪

人侵而引起
。

此时是 由于体内的嫡积 累过多
,

又

感受外邪导致排嫡不畅
。

因此
,

要退热就要尽快地

排除积嫡
,

但简单
“

退热
”

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

而中医通过消积导滞
、

发汗解表的排嫡方法

以减轻患儿面赤
、

口 臭
、

便秘
、

手心热
、

头汗 出
、

舌质

红等表现
,

并采取多喝水
、

清淡饮食
、

保持大便通畅

等措施纠正嫡积累
,

就会避免发热的进一步加重
。

对于成人的亚健康状态也是如此
。

中医学对于

亚健康的调治
,

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

根据每个患者的

临床特点确定相应 的治疗原则
,

有 的放矢
,

灵 活辨

证
。

在亚健康
,

即嫡的初始化积 累阶段通过 中药调

理
、

针灸
、

推拿
、

食疗
、

精神调摄
、

运动
、

气功等手段使

机体大量汲取负嫡
,

尽快纠正嫡积累
,

使人体维持在

有序的稳定状态
,

从而阻断疾病发生的条件
,

以免疾

病的发生
。

正如从事 自然和预防医学工作的安得鲁

韦尔博士在其近著《不治而愈 》中指出的
“
医生的基

本职责首先应该是教会人们如何不得病 ⋯⋯传授预

防知识应该是 重要 的 治疗 已 发 生 的疾病 是次要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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