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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不同的药能治好同一种病？
为什么同一种药又能治疗不同的病？
    中医治病的过程总是让人觉得很神秘，就让老中医来帮您揭开谜底吧！
    著名中医专家杨力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患者经常提出的问题，给读者介绍了中医诊病的精髓所在
。
将深奥的医理寓于各个常见的病例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同时，书中还有中医养生、常见病防治等知识，内容丰富，方法实用。
适合所有对中医药感兴趣的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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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力，国学大家、著名易学家、中医学家、作家、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周易》研究会会长、中国中
医科学院教授杨力从十二岁就开始研究《易经》，至今已逾五十多年，对《易经》有着深刻的感悟。
20世纪80年代末，杨力教授就以一部《周易与中医学》而蜚声海内外，目前累计印数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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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治好病的智慧　　同病异治，辨证为纲　　在《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里记载：“
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岐伯对日：地势使然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得治之
大体也。
”是说黄帝在与岐伯研究如何治病救人的时候说：岐伯啊，你说这医生治病救人，同样的病，但治法
不一样，怎么就都好了呢？
岐伯于是就从各个方面给黄帝进行了解释。
这应该是对“同病异治”这一治疗原则的最早记载。
　　同病异治，简单地说就是看似相同的病，却治法不一。
举个有名的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　　东汉战乱时代，一日，名医华佗正走在大街上
，被两名官府的衙役拦住去路，要他进衙门里走一趟，华佗奇怪，自己没犯事啊，怎么这二位要抓自
己呢？
不得已华佗只好跟着这二位进到衙门里。
刚进门，就听到里面有病人的痛苦叫声，华佗顿时放下心来，心想，大概是让我治病的。
果不其然，里面有二位爷已经被疼痛折磨的不成人样了，早已没了往日凶神恶煞的模样。
华佗仔细看了看二人，发现二人虽同属于身热头痛，看似病情相似，但其中一位的病情属表证，可用
发汗药治疗；而另一位则为里热证，得用泻下法进行治疗。
一番诊视后，华佗开下了两个方子。
看到不一样的两个方子，旁边的人有些奇怪，其中的一个人还指着华佗恶狠狠地说：“你小心项上人
头啊！
不给爷治好了，你走不出这衙门府！
”华佗说：“你们尽管放心，服药之后，明早即可见效。
”果然，二人服药后均告痊愈。
这一典故，说得就是华佗非常注重辨证施治，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就医学的本身而言，对症下药所反映出的正是中医的一条治疗原则——同病异治。
其含义是，对于患者在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同症状要作具体分析。
由于其病因不尽一致或完全不同，所确定的治疗原则和方法也是不能相同的。
正如华佗精辟的分析那样：两位病人所表现出的病痛虽均为头痛，但其一病在外，是感受寒冷之邪所
造成的，应该用发汗法驱散风寒；其一病在内，是饮食所伤造成的，应该用泻下法以去除食积。
由于他辨证准确，二人用不同的药物治疗后疾病都立刻消除了。
　　在我的行医过程中，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更让我深刻体会到病同医不同的微妙所在。
一次邻居老宋夫妻俩敲门进来，夫妻二人的声音不同以往，还夹杂着咳嗽声，我一听自然就明白了他
们肯定是上门求医来了。
果然，他们夫妇俩感冒后咳嗽不止，来我家看病。
老宋说妻子得病后传给了他，他咳嗽出的痰液黏稠，带黄绿色，鼻涕也呈绿色。
我给开了清肺散为主体的药方，主要是清热疏风的药；老宋的妻子鼻流清涕，咳出的痰是清稀的，我
便开了小青龙汤，主要是发散寒邪的、热性的药物。
这是因为虽然得病的原因是一来的，即妻子把感冒病毒传给了丈夫。
但两人的内在体质不一样，抗病的表现也不一样。
　　开完药之后，我嘱咐他们赶快回家喝药休息。
谁知第二天我一下班，他们夫妇又一起来我家，说服药后咳嗽更厉害了。
这让我有点费解，虽说伤风咳嗽不好治，可是我觉得自己治咳嗽还没有这么完全失败的，一个人不好
转还说得过去，这两个人都转重了，可真是没有遇到过。
我便问他们饮食起居，看看能不能找出点蛛丝马迹来，可是都没有发现问题。
这让我很头痛，细想了一下说：“走，带我上你们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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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们家，我直奔他们家的灶台，熬剩的药渣还在药罐里，我看了看，然后问： “这是谁的？
”老宋说：“我先给妻子熬好，把药渣倒了，这不又熬上我的，还没来得及倒呢！
”听完他的话，我叹了口气告诉他药服错了。
他把妻子的药给自己喝了，而他自己的药也给他妻子喝了。
然后又把他拿的两副药重新检查一遍，写上名字，让他们接着服用。
又过了一天，在门口看到老宋，他告诉我他们夫妻感觉好多了，还说都怨自己太不小心，觉得都是治
咳嗽的药，就没当回事，服错了也没发觉，才造成咳嗽转重。
我说，你下次一定要记住了，虽然同样是感冒引起的咳嗽，但因为你们的体质不同，抗病的能力也不
相同，治疗的方法也就不相同。
虽然这在西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西医觉得病都是一样的病，开出的药也会是同样的药，但是中医就
不同了，一个人一个方子，不能服错，服错了就会加重病情。
一番虚惊后，我在以后的看病过程中特别留意一定要叮嘱病人不能服错了药。
　　中医的同病异治，也许会让西医理解不了，因为这根本不符合科学，就拿最简单的贫血来说吧，
西医的治疗无非就是补血补铁等，而中医则还是要辨证的，比如是血虚还是肾虚、肝虚啊。
一个简单的贫血在中医是有好几类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医是从整体治疗而西医只是简单的治疗疾病了。
但是，中医的同病异治对临床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并且都疗效显著。
　　异病同治。
各得其所　　中医的“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
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
中医治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
异病可以同治，既不决定于病因，也不决定于病症，关键在于辨识不同疾病有无共同的病机。
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异病同治是中医的治病方法之一，也称“多病一方”。
例如，有一类疾病，由于多种疾病往往显现同一类型，如一个感冒病人，剧烈头疼，大便不通，舌干
苔黄，服镇痛药无效；又有一个失眠病人，症状同上一样，服安眠药无效；又一个哮喘病人，症状也
同前两位一样，服平喘药无效；中医用了同一“泻下药”，“胃实一除”，症状消除。
这就叫做“异病同治”。
　　还有一类病人，用中医辨证，认为同属“虚证”，而西医诊断后分属不同系统，有免疫系统、神
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皮肤系统等。
粗看起来，它们之间没有关系，诊断出的病名有免疫系统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有神经系统的失眠，有
心血管系统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呼吸系统的哮喘，有消化系统的过敏性肠炎，有泌尿系统的肾功能衰
竭，有生殖系统的性功能减退，有皮肤系统的过敏，还有水土不服等。
西医会“头痛医头”，用不同药物治疗；而中医认为，它们同属于虚证，可以采用同一的补益方法治
疗，因此，“异病司以同治”。
　　再举个例子，在临床上，乳腺增生和乳腺纤维瘤同属中医的“乳癖”范畴。
根据脏腑经络学说，冲任二脉上能濡养乳房，同时能温煦胞宫。
所以肾阳不足冲任失调，既可出现乳腺增生、乳房结块，经前胀痛的症状，又可表现月经不调，婚后
不孕的症状，可以说乳癖和不孕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
临床上，对乳癖和不孕的治法用药也可采取异病同治的方药，选用散结丹丸温补肾阳。
散结灵胶囊调摄冲任及外用乳腺治愈膏，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方法。
经过治疗后，乳癖的症状得到好转，乳房肿块消失，疼痛解除的同时，月经不调的症状也得到了纠正
，甚至已婚多年不孕、伴有乳癖的妇女，治疗后还受孕得子。
临床用药治疗也充分说明乳癖和不孕的相互关系，它们确实是一对孪生姐妹，虚则同虚，实则同实。
　　这种异病同治是基于由一种发病原因引起的一类疾病，使用能治疗发病原因的药物，达到异病同
治，中医的伟大就在这里。
　　“异病同治”，就是针对不同疾病表现出的相同病理结果，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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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临床检查清楚，辨证准确，运用得当，均有事半功倍之效。
诸如临床合并病症的综合治疗：用补中益气法同时治疗脾虚泄泻、胃下垂、肾下垂、子宫下垂的病症
；用清热解毒法同时治疗喉蛾、痈、疖、疮毒等病症；用清热利湿通淋法治疗胆囊炎、胆结石、肾结
石、尿路感染等病症；或用一种抗生素治疗合并性的炎症；一味中药的多功能主治；肝囊肿合并胆结
石的外科手术等，皆是“异病同治”的运用。
　　小病为何被治成了大病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生病的时候。
可一旦生了病，有时因为种种原因，却让小病成了大病，大病成了重病，令人苦不堪言。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病急乱求医　　大学刚毕业的许强被医院确诊为乙肝“大三阳”。
在医院的精心治疗下，“大三阳”虽然转为了“小三阳”，但他的生活还是被改变了：报考公务员因
体检没过关被拒之门外，谈了三年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疾病造成的。
于是他开始了“专业治病”的生涯。
在大医院未能如愿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民间高人”，有时候是听熟人介绍，有时候是跟着广告走
，凡是认为合乎自己“感觉”的，他都要试一试。
从那时到现在，他用在买“特效药”上的钱达六七万元，但遗憾的是，不仅原有的病情未见好转，连
本来正常的肝功能也出了问题。
类似许强这样的心态，是典型的病急乱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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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首席中医养生专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治好病的智慧，为什么一些病久治不愈，为什么一些病越治越重，体质不同，年龄不同，病因不同，
症状不同，性别不同，季节不同，地域不同。
相同的病，治疗方法也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一次邻居老宋夫妻俩感冒后咳嗽不止，来我家看病。
老宋咳出的痰液黏稠，带黄绿色，鼻涕也呈绿色，我开的主要是清热疏风的药，老宋的妻子鼻流清水
，咳出的痰是清稀的，我开的是小青龙汤，主要是发散寒冷的热性药物。
谁知第二天，他们说服药后咳嗽更厉害了。
这让我有点费解，我便问他们的饮食起居，可是没有发现问题。
细想了一下，我说：“老宋，走，带我上你们家去”到了他们家，我直奔他们家的灶台，熬剩的药渣
还在药罐里，我看了看，然后问：“这是谁的？
”老宋说：“我先给她熬好了，把药渣倒了，然后熬上我的，还没来得及倒呢！
”我看了看，原来他把妻子的药给自己喝了，而他自己的药给妻子喝了。
我只好把他拿的两副药重新检查一遍，写上名字，让他们接着服用。
又过了一天，在门口看到老宋，他告诉我他们夫妇感觉好多了，还说都怨自己太不小心，觉得都是治
咳嗽的药，就没当回事，吃错了也没发觉。
我说，你下次一定要记住了，虽然同样是感冒引起的咳嗽，但因为你们的体质不同，症状也不同，治
疗的方法就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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