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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教学

从《伤寒论》看“辨证知机"对中医诊断的作用

关键词中医诊断；@辨证知机

牛喜伟邓素玲
(河南省中医院，郑州市东风路6号，450002)

“辨证知机”是刘渡舟先生于第二届国际仲景学

说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论点。“辨证知机”不仅是中

医诊断的精华，也是难点。《伤寒论》通过“辨证论治”

与“辨证知机”这两手绝招而独领中医诊断学的风骚，

也正是通过这2点，使得《伤寒论》一书处处显示出仲

景的大匠风范和超人智慧。“辨证论治”作为中医临

床医学的基础已无非议，而“辨证知机”在中医临床医

学中的意义还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辨证知机”临床应用的普遍性

《类经》云：“机者变也、要也、疾病所由出也”。

“机”乃征兆，存在于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辨证知机”是通过对征候的辨别，判断疾病发生、

发展、变化的趋向和预后。其对中医临床的指导性，主

要表现在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对病情发展、变化的判

断，对预后死生的决断等方面。

中医学的脏象学说，通过对人体功能活动表现于

外的征象，而据象推理，据理验证，把握五脏六腑的生

理与病理，因此成为“辨证论治”的理论核心。通过辨

证论治经验的积累和验证，由对“象”的熟悉达到对

“脏”的洞悉，见微知著，知常达变，从而产生“知机”

之能。

尤在泾云：“邪有微甚，证有缓急，体有强弱，病有

传与不传之异。”临床疾病的复杂性，使知机者把握

“先机”，不知机者，失之交臂。因为它存在于辨证论

治的每一环节中，因此“辨证知机”有其临床应用的普

遍性。《伤寒论》对辨证知机的应用与临床结合十分

紧密，抓住诸证中的要点，每预见其转归，成为该书的

精微要义。

如对汗法的应用，除表实证宜麻黄汤、表虚证宜桂

枝汤外，又指出太阳病日久不愈可出现多种转归：“其

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病

不传少阳、阳明，且能与邪争的欲愈佳兆，可不治自愈。

“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

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是阳气怫郁在表，不能发泄，

宜微汗助正驱邪。“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

更发汗，更下更吐也”；是正气已虚，不可再度误治。

仲景依据辨证经验，凭脉证的变化，对疾病转归、正盛

驱邪、邪盛正虚作出不同判断，并对下步治疗作出轻重

程度的调整，从而避免再度误治或过度治疗的可能。

不仅提出了临床观察病情变化的方法，也指明了把握

病机，辨证论治的具体措施。

而在汗法禁例中，仲景对淋家、疮家、衄家、亡血

家、汗家作出“不可发汗”的论断，是通过临床实践的

观察，辨证经验的积累，上升到“知机”的高度，示人以

“机”，防其重蹈覆辙。由此可见仲景“知机”之才源于

临床、用于临床之一斑。也可见辨证知机对于临床应

用的重要性。

2“辨证知机”的科学性

“辨证知机”有判断疾病预后、决断死生的预警机

能，故常被人置于“神机妙算”之列，而对其科学性不

置可否，为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辨证知机”并非

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源于实践，是经验的结晶，教训

的升华。无论是诊断疾病，判断转归、预后，还是决断

死生，都必然有其临床依据，故有其不容置疑的必然

性。“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

阴也。”“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

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

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通过发热、汗出、脉象

的缓急，抓住了病机变化的要点，为临床判断疾病的性

质提供依据。“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

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

髓也。”从患者寒热与喜恶的相反表现，判断疾病寒热

的真假，是透过现象，探求病证的本质。只要掌握了大

量的临床资料，做好详察形候的基本工作，则“辨证知机”

即无“神秘”可言，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

仲景盛赞之“越人人虢之诊，望齐候之色”，可谓

历史上有名的“辨证知机”案例。入虢之诊案乃秦越

人先闻“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又闻“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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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半日也”，由此而判断太子尚有生机，并因此说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望齐候之色案，是通过望诊而早期诊断的典型案

例。齐候所患之病发展迅速，其初始征兆现于面部，而

体无显著不适，越人每见之一面，必有一诊，4次辨证，

皆因是早期诊断，而不能使患者相信，终因病发于体，

丧失治疗时机而亡。秦越人尽管医术高超，辨证知机

神奇非凡，却对不信医，不信“辨证知机”者无可奈何，

足见其依旧常人，只是善诊而已。因此，司马迁有千古

之叹日：“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

已，身可活也。”

从上2例来看，“辨证知机”无论是诊断疾病，判

断转归、预后，还是决断死生，都必然有其临床依据，关

键在于医者是“详察形候，纤毫勿失”，还是“窥管

而已”。

3“辨证知机”的临床意义

“辨证知机”是在对病证发展变化规律准确把握

的前提下作出的科学论断，其源于临床，服务于临床，

并对临床的诊断和治疗作出规范性的指导。

3．1对辨别病性的指导作用“病人脏无他病，时发

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伤寒，脉滑而

厥者，里有热”。“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

以不同邪气的致病特点与体质之间的关系，示人以辨

别病邪、判断虚实、归类病性的方法。

3．2对辨别疾病转归的指导作用“伤寒一日，太阳

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燥烦，脉数急者，为

传也”。“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

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病情的变化常在瞬

间，临床每因失治、误治而导致病情复杂化，若无“辨

证知机”的才智，则方寸易乱。或不识顺兆，或不辨逆

证，妄加针药，一误再误。“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

期。”鉴于此，仲景举要而言之，以指迷解惑，而防失

治、误治、过治。

3．3对预后判断的指导作用 《伤寒论》的知机之论

多发于病情危重阶段：“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

脉者死。”“⋯⋯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对

少阴、厥阴危候，仲景列出数种证候，以示其难治与不

治。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恶寒倦卧，四逆下利，是阳

虚阴盛之象。若又出现烦躁息高，自冒等上盛之象，皆

为虚阳欲脱之候。厥阴病厥逆烦躁下利，或躁不得卧

或汗出不止，或脉不还，反微喘等均为阳气衰绝，阴阳

气不相顺接之危候。决生死，断预后是“辨证知机”的

最高境界，只有具备了视死别生的能力，才能做到临危

不惧，而展示转危为安的大医水平。

3．4对辨证论治的指导作用“辨证论治”多以疾病

的常规而论，然病有变异，证有真假，机有反常，必识其

本，方治之不谬。“识本”，亦有难易，故知常达变为

“辨证知机”指导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阳明病脉

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从

众多阳明证表现中抓住其“在表可汗”的病机，并总结

出“表解乃可攻里”的治疗大法，是知机之举。

辨证之难，在于复杂之证：如“伤寒五六日，头汗

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

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

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人在里，此

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

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与小柴胡

汤”。以“恶寒”说明有表；“头汗出，手足冷”说明阳郁

于里，不能达于四末。称为“阳微结”，表明外邪人里

过程中，有邪结之势，而轻于阳明燥结。故予柴胡汤解

半表半里之邪，并以“头汗出”结合全身表现指出“纯

阴竭”与本病鉴别的要点。此条分析机理，提纲挈领，

丝丝入扣。乃大师演其“知机”指导“论治”的具体过

程，可见“大匠诲人，必以规矩”的良苦用心。

辨证知机对辨证论治的指导作用，也涵盖在对预

防、病性、转归、预后的指导作用之中。辨证论治是对

疾病某一阶段的证候病机分析；辨证知机则以运动、变

化的观点动态地观察分析疾病的病机，是辨证论治经

验的总结和概括，因而是更高层次的辨证论治，对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治未病”思想作了更为

具体、完善的演绎。使中医诊断始终把握着主动权。

然而“辨证知机”用之不广，原因有三：要妙至深，

医理难精，此一也。防病情复杂化，是“辨证知机”的

目的，施治得力化险为夷，则病情向愈；失治、误治，必

变证、坏病丛生。若扁鹊望齐候之色，而齐候欣然治

之，其体疾不发，扁鹊“知机”之能何以昭示千古?不

临危候，人未之信，此二也。错以鬼神、占卜说误之，此

三也。

《伤寒论》将“辨证知机”的理论用之于实践，再从

实践上升为指导临床的具体原则。因此，“辨证知机”

是中医学的精华，也是中医诊断学的优势。用刘渡舟

先生的话说，“我们发现它的存在，它的价值，以及对

它研究的意义⋯⋯，把中医的神品和上工的技能，古圣

先贤的绝活，继承发扬，展现于世”。这是刘老为我们

提出的任务，也是提高中医地位，展示中医精华的必经

之路。

(2008—06—23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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