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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 

中藥是藥中藥是藥中藥是藥中藥是藥 

在美國的食品醫藥管理中，中藥被列入食品類管理，而且允許針灸醫師臨床使

用。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管理規定。一方面中藥作爲食品，在市場上可以隨便買到，

因而人們可以隨意食用；而另一方面，中藥又屬於藥物，被中醫師用來在臨床上治

療疾病。客觀來説，雖然有少部分中藥可以食用，但實際上中藥並不是食品，而是

中醫師用來治療疾病的藥物。中藥有“四氣五味”之分，中藥的使用必須符合中醫

的“辨證論治”等臨床使用規律，那些不懂得中醫理論的患者或其他醫學界的醫生

隨意使用，容易導致臨床醫療事故的發生。同時作爲食物，必須是無毒的；而部分

中藥則含有相關的毒性；同時由於中藥有著性味之分，即使完全沒有毒性的中藥，

在使用不當時仍然會導致中藥中毒。因此，這種藥食混淆的現象會導致管理混亂，

除了中藥中毒事故叢生外，許多中藥也因爲含有毒性成分不符合食品的管理規定而

被拒絕進口，使得中醫師和廣大患者失去使用部分中藥的權利。 

臨床上常有患者詢問：“中藥是不是健康食品？” “爲什麽吃了某些健康食品

會不舒服？” “中藥能不能長期服用？”……一連串的問題圍繞一個核心：中藥

的定位問題；也就是說，中藥到底是屬於食物、還是藥物的問題。我們知道，不少

中藥可以食用，這類中藥的共同特點是藥效較弱，對人體的作用較小，因此使用後

不會出現不適反應。但大多數中藥並不適合作爲食品食用，這些中藥的藥性較大，

對人體的作用較強，它們被發掘出來是作為中藥用來治病的；如果使用不當，常常

會損傷到人體的健康。因此我們說，中藥是中醫師臨床用來治療疾病的藥物，不能

隨便當作食品食用。即使使用中藥保健養生，也必須在機體出現輕微的病態證型之

時，進行針對性較強的辨證施用，使得病態證型得以糾正，從而不至釀成疾病。我

們必須懂得，使用中藥養生只能起到延緩衰老的作用，絕不可能達到長生不老的目

的；許多無病亂吃中藥，以期不老成仙者很容易導致中藥中毒。 

使用中藥必須具備一定的中醫知識。用中醫的陰陽平衡觀點來看，人體的健康狀況

為“陰平陽秘”，就是説，“陰”不多不少，僅與“陽”持平；而“陽”則能隱秘

於“陰”之中，不亢也不弱。事實上，這種“陰平陽秘”的狀態只能是短暫的，當

人體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自然環境、情緒、飲食、睡眠、勞累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時，

“陰平陽秘”的健康狀態就會隨時被破壞掉，從而出現陰陽不平衡的病理狀態。所

以說，人體的陰陽平衡是相對的，而陰陽不平衡纔是絕對的。故而機體最多見的狀

態應為陰陽不平衡，或許一段時間會出現陽盛而陰不足的狀態，或許另一段時間又

會出現陰盛而陽不足的狀態。以睡眠為例，中醫理論將睡眠歸納在心，只有在心的

陰陽平衡的基礎上，才能達到正常的睡眠狀態。如若心陰不足，則心陽偏亢，心神

無所依附，會出現心慌心悸、睡不安神等症狀；如若心陽不足，則陽難出於陰，會

出現嗜睡多寐、神疲賴床等症狀。中醫臨床治療都是為著針對這些病態證型進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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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糾正，以期盡量維持機體陰陽的相對平衡狀態。由於中藥的使用必須依據臨床

辨證，通過一段時間的中藥調適，患者的臨床症狀會出現相應的變化，因此，不應

該使用同樣的方藥來治療已經變化了的證型，醫者必須重新擬定適合於新的證型的

方藥，這就是中醫臨床治病的“麻煩”所在，但也是中醫能夠取得顯著療效的成功

之所在。 

中藥有中藥的使用規律，古代先哲從人類的生活中歸納出某味中藥對於某種疾

病有治療作用，並用中醫的理論加以總結，將中藥分成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

辛咸“五味”，並規定其使用原則必須完全按照臨床辨證施用。一般來説，寒病用

熱藥，熱病用寒藥，虛證用補藥，實證用瀉藥。每味中藥，都有著各自獨特的特性，

其有毒無毒，都有嚴格的使用和禁忌規範，任何違反中藥使用規律的作法都有可

能導致臨床事故的發生。不過我們應該相信，中藥的使用規律可以說是絕對可靠的，

這些規律都是來自於長期的臨床觀察，也是幾千年來難以數計的人體直接使用而得

來的經驗總結。 

    根據辨證施治的需要，中藥依據八綱辨證的規律分爲扶陽、助陰、散寒、清熱、

解表、調裏、補虛、瀉實等不同功能，以利於中醫師在臨床上取捨應用。中醫師在

臨床治病中，藥證是否相符決定著臨床療效。一般來説，藥證相符，療效顯著；藥

不對證，徒食無益；藥證相反，藥必傷身。譬如筆者常用藿香正氣丸治療急性腸胃

炎之水瀉，確可謂藥到病除。這種水瀉，應該歸類於中醫所說的寒濕滯於胃腸，而

藿香正氣丸能夠散寒化濕、理氣和中，證治相符，故有顯效。同時由於藿香正氣丸

還有解表的作用，故可用於胃腸型感冒，療效也十分顯著。在臨床上，如若藥不對

證，即使吃一籮筐中藥，也不可能見到療效，很多患者進食中藥後毫無反應即屬此

列。如若藥證相反，常常會導致中藥中毒。譬如，寒性藥不能用於寒性疾病，用則

更傷陽氣，猶如雪上加霜；熱性藥不能用於熱性體質，用則更增溫燥，猶如火上加

油；譬如前面所述的藿香正氣丸對於濕熱瀉洩，非但不能止瀉，反而還會加重瀉洩，

其原因就在於藿香正氣丸的組方屬於溫熱之性，以熱藥治熱病，藥證相反，只會助

長邪熱更盛。此外，體内有外邪者不宜進補，補則易羈留邪氣，有閉門留寇之嫌；

機體過於虛弱者難以承受攻伐，攻則更耗正氣，恰似摧枯拉朽之勢，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說，沒有中醫常識，不懂得中藥的性味功能，千萬不可隨意使用中藥。舉例來

説，如治療感冒的解表類藥，由於其治病的原理為通過發汗來驅除病邪，但汗出過

多則會更傷機體陰血；故感冒者，如若兼有多汗、失血及熱病後期精液虧耗等症狀

時必須慎用。解表藥有辛溫和辛涼的區別，前者可治療外感風寒所致的惡寒發熱、

頭痛無汗等症，後者適用於外感風熱所致的發熱、微惡風寒、咽痛口渴等症，二者

不可錯用，錯用則會損傷身體。再談補藥的應用，補藥分爲補氣、補血、補陰、補

陽四種。在人們的印象中，補藥應該無毒，但運用不當，同樣會貽害無窮。例如患

有肝氣鬰結，素有胸悶腹脹，長籲短嘆，稍食即飽等症者，即使兼有神疲納差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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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不足徵像，也不能亂服人參、黃之類的補氣藥，否則就會出現腹脹如鼓，從而

加重氣鬰。還有些中氣不足患者，稍食人參等藥就會出現口糜舌爛，難以進食，這

種虛不受補的現象乃體内濕氣化熱所致，此時只要在補食人參時，稍加滲濕或清熱

利濕類藥（如茯苓、土茯苓等）即可。有位來自中國東北的李姓產婦，其父想趁月

子期幫她培補身體，給她服食了大量的吉林參。氣有餘便化火，結果使她患上了紅

斑狼瘡症。補血藥如當歸、熟地等，其性粘膩，妨礙消化，故凡胃腸功能虛弱者不

宜多用。以女性最爲熟悉的四物湯（由當歸、熟地、白芍、川芎組成）為例，有些

人吃後感覺不錯，而有些人吃後會感到不適，出現食欲減退，胸腹飽脹，神疲乏力，

大便溏瀉等症；重者可見頭暈頭重，噁心嘔吐。四物湯出自於宋代《太平惠民和劑

局方》，乃補血之聖品，只是其性粘膩，難以消化吸收。前者胃腸功能正常，故能接

受；後者素體氣虛，食後機體胃腸難以承受，致使食邪留滯胃脘而飽脹不適。從這

裡我們可以看出，中藥的食用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市場上常常有人將某些[健康食品]

渲染為“由名貴中藥”組成，以期擡高其身價。殊不知越是名貴藥材，其藥效越是

顯著，對於人體的作用就會越強；如果使用不當，其給人體所造成的傷害只會更大。

以人參為例，如若氣鬰患者錯服人參，名貴的野山參所導致的胸悶腹脹遠甚於園參

（高麗參、吉林參等）之類。市場上還有些人喜歡將一味中藥或一個處方神化為通

治百病，藉以擴大銷售範圍，這種做法是有害的。我們說，任何一味中藥，其藥性

藥效都是固定不變的；任何一個處方，其所能起作用的也只能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

證型，不可能包括全部。因此，它們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怎麽可能通治百病？怎麽

可能適用於所有的人呢？ 

許多人喜歡用西醫的理論來指導使用中藥，譬如用板藍根殺滅流感病毒，用知

母降低血糖的含量，用黃連殺滅痢疾桿菌等等。的確，在某些中藥中含有能夠直接

殺滅菌毒的有效成分，這樣作也未嘗不可，無可厚非，只不過這些屬於西醫的用藥

概念。譬如人們從黃連中提取黃連素用於臨床止瀉，療效還不錯，但筆者以爲，似

此使用中藥並不屬於中醫的療法，應該理解為“中藥為西醫所用”；黃連素之類藥

物的產生，只能説明西醫藥庫中又多了一種藥物而已。中藥治病，主要還是在於糾

正身體的病態證型。黃連的功效在於清熱燥濕，故僅僅只能對於濕熱瀉洩有效；如

若將黃連用於寒濕瀉洩，則為寒藥治寒病，雪上加霜，會加重腹瀉。上述表明，在

中藥的臨床使用中，只能用中醫的理論來指導，切實做好“辨證論治”和“整體調

節”，才能收到較好的療效。中藥治病的原理與西醫不同，主要是通過調節機體自

身的功能起作用的；也就是說，中藥通過提高機體抵禦外邪的能力，使得機體能夠

戰勝疾病，因此，中醫的臨床療效不會等同於西醫。由於目前還不具備能夠直接殺

滅病毒的藥物，因而對於致病病毒，人類可以説是暫時還束手無策。但中藥通過糾

正人體病態證型，能夠幫助機體有效地殺滅致病病毒。譬如對於年年肆虐的流感病

毒，人們只能依賴疫苗來防禦其感染。但由於疫苗的作用只能夠針對一種或幾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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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流感病毒，如若流行病毒發生變異也就沒法起作用了。中醫臨床上可以通過提

高機體體質的方法預防流感，中醫理論認爲“邪之所凑，其氣必虛”，流感病毒之

所以能夠侵犯人體，皆由於人體正氣不足。中醫理論稱能夠抵禦此類病毒的機體正

氣為“衛氣”，其主要功能為能夠保護身體不受外邪侵襲。由於現代生活的影響，

許多人的衛氣較弱，不足以抵擋病原體的侵襲，因此會常常出現頭暈、眼皮重、鼻

塞、打噴嚏、咽癢咽痛、咳嗽、惡寒、發熱等症狀。因此，中醫的預防思維是培補

衛氣，藉以保護人體，不受病毒的侵害。譬如古方“玉屏風散”（黃蓍六錢 白術四

錢 防風二錢），其取中醫“正氣存内，邪不可干”之意，補益人體的衛氣，給人體

體表築起一道屏障，用以抵禦病邪的侵襲；此方可在流感流行期當作飲料服用，有

著較好的預防效果。如若有輕微的感冒症狀，應立即到中醫診所進行調治，一般二、

三天即可痊愈。從這裡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醫兩種學説不同的臨床思維。 

臨床用藥的最大忌諱乃是用西醫的思維指導使用中藥，也就是“中藥西用”。

某些醫者喜歡使用中醫的針灸、按摩、中藥等療法，雖然他們筆下開的是中藥，手

上紮的是銀針，但從中醫專業的角度來看這些並不屬於中醫療法。起碼他們不是真

正地按照中醫的“理、法、方、藥”的原理來治病，而只是想通過中藥、針灸來消

炎止痛而已，並非辨證論治。“中藥西用”對於臨床使用中藥的不妥之處有兩點：

首先，“中藥西用”會因爲使用者不懂得中藥的毒性規律（包括中藥的絕對毒性和

相對毒性）而導致患者中毒，這點已為近期所發生的非中醫業者使用中藥而導致中

毒的多例臨床事故中得到證實（譬如比利時西醫醫生長期使用大劑量木通減肥，導

致患者腎衰竭和死亡、中國大陸許多患者擅自長期使用龍膽瀉肝丸導致腎衰竭、臺

灣有人使用中藥減肥導致換肝等中藥中毒病例）。其次，“中藥西用”的療效遠遠不

如特定的西藥，譬如，在臨床上使用知母來降糖，其療效遠遠不如西醫的專用降糖

藥物胰島素。還有人認爲胰島素屬於西藥，對人體有害，因此而想用中藥替代。這

種思維也不正確，知母屬於苦寒之品，過量使用定會損傷人體陽氣。所以說，如果

僅僅只是為了改變患者的血糖指數的話，在臨床上就應該使用胰島素，而沒有必要

使用知母。 

中藥的特性決定中藥的使用必須有量的嚴格限制，超出量的限制，機體就會出

現不適。筆者有位朋友突患血尿，尿色甚紅，不勝惶恐，求筆者醫治。筆者給其處

方以知柏地黃丸，每日服藥二次。翌日，其尿中紅色隨即減退；二日後，紅色更衰；

三日後，尿中已無血色。為鞏固療效，筆者囑其減量為每日服藥一次；焉知當晚，

患者卻訴説自己口吐冷氣，渾身無力。余聞之愕然，深究其因，方知患者見療效較

好，當日非但沒有遵囑減量，反而擅自增加用量為每日服藥三次。知柏地黃丸乃養

腎陰而瀉虛火之峻藥，過量會傷及陽氣；陽氣受損，則現神疲乏力，口吐冷氣。筆

者還有位王姓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其腰痛如折，俯仰轉側不能，經推拿、針灸治

療後，其症明顯改善。筆者見其能夠飲酒，遂泡藥酒以配合治療，予其根治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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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飲酒第四日即高興地告訴筆者，其腰痛已無大礙，在香港出差期間，其精力甚至

優於年輕同伴等等。然一日後其告知自覺齒痛，二日後卻出現三叉神經痛，其半側 

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 

面頰痛似刀割，淚流不止。筆者聞訊驚詫異常，究其原因，方知此公嗜酒，平日其

妻禁酒甚嚴，不得沾唇。今筆者助其開戒，能夠名正言順地飲酒，心中暢然，每次

狂飲近半斤之多。余責之，其對曰：“我知道您只讓我每次飲半兩，最多不超過一

兩，誰知飲之爽口，遂至過量。”該藥酒中置有大量益腎壯腰之品，超量培補即化

火上炎，誘發三叉神經痛。患者捂著痛處呻吟道：“我寧願腰痛，也不要三叉神經

痛，這種痛我實在受不了啦。”筆者隨即處方 15 劑，其三叉神經痛止。類似病例較

多，其所能説明的問題就是過量地使用中藥必然會造成傷害。 

中藥的臨床使用，不是藥物的堆積。治病貴在藥專，處方應按“君臣佐使”的

組方原則精選用藥，藥易精不易多。因此，我們在臨床上面對患者的複雜症情時，

不要試圖一藥而愈；而應分清其主次，各個擊破。極個別中醫師把處方作爲藥物的

堆積站，有的甚至用至六、七十味，寒熱補瀉，無所不包。這其實不叫治病，也治

不了任何病。臨床用藥應該靈活對待，只要藥證相符，即使是用較小的藥量也會很

快見效。許多身體處於極度虛弱的患者，在臨床上常常會出現不能適應正常藥量的

現象。對此，我們應該首先檢查方藥是否對證，若對證就從減半的小劑量開始，讓

其身體逐漸適應後，方可緩加劑量。筆者有位不孕症患者在服藥的當晚一夜未能合

眼，第二天早上與丈夫一起來診所“興師問罪”。經過筆者仔細地核查，並未發現

藥證不符；而且患者雖然整夜未眠，精神卻好過從前。因此筆者斷定為患者體質太

差，無法接受藥物的日常使用量，故而興奮難眠。筆者囑其將藥量減半，連服三天

後再觀察決定。翌日，該患者來電話説“昨晚睡得很好，從晚上 10 點一直睡到早上

7 點才醒來”，並要求恢復常量。三天後筆者才同意使用正常劑量。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藥補和食補的概念，也就是說，中藥和食物都能對人體起到

調節的作用。其間的區別在於，中藥力猛，只能用於患病之時，過則有害；食物力

微，是人體生命賴以維持的必然食品，久食無虞。對此，《黃帝内經素問·五常政大

論》中有較爲詳盡的論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

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糓肉果蔬，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

也”。這裡所說的“大毒、常毒、小毒”是形容藥物的峻猛程度，使用“大毒”類

中藥治病，在疾病“十去其六”之時，就應該停止使用；即使是“無毒”類中藥，

也只能用至疾病“十去其九”之時，餘者以五穀、肉類、瓜果、蔬菜等食物進行調

養，使其正氣恢復，邪氣盡去。使用中藥治病切不可“過”，過則就會損傷人體正

氣。這段經文説明了四個問題：其一，中藥（其用“毒”來稱呼）是用來治病的，

不能作爲食物，更不可無病濫用。其二，中藥治病，中病即止，當疾病緩解到一定

程度時必須停用，“無使過之”。其三，病體停藥後的調養，應該使用食物“食養

盡之”，而非繼續使用中藥。其四，中藥使用不當，會給機體帶來“傷其正”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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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上述經文為千百年來難以數計的臨床經驗之總結，也是衆多患者的切身感受，

更是醫者懸壺濟世之戒律，不可隨意違犯。明白了上述問題，我們就不難了解中藥

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關於中藥治病的概念 

對於人體的作用。由於人體陰陽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是經常變化的，如果我們把中藥

作爲食物食用，當一段時間後機體的證型出現了變化，而方藥卻未能變化時，就會

出現藥不對證的問題，輕者會毫無療效，重者可能會出現中毒問題。所以說，中藥

不屬於食品，不能當作食物來使用。 

綜上所述，中藥不是食品，是中醫師臨床用來治病的藥物，使用不當能夠傷害

身體。而且，中藥不同於西藥，西藥的針對性較強，多作用於局部病竈；除具有相

關毒性和副作用外，對整個機體狀況起不了多大作用；中藥則不然，其治病原理是

以調節機體的内環境爲主，通過改善人體的臟腑器官功能而起到治病的作用，因而

其對於整個機體的作用較大。如若辨證不準，用藥失當，不但治不了病，還有可能

出現不適反應。而且，越是名貴的中藥，其藥效則越是顯著，對於人體的作用就會

越強；故錯用給人體造成的傷害只會更大。因此，在不懂得中醫理論和中藥的性味

功能之前，切勿隨意亂用中藥。 

傅景華：中藥和方劑在中醫理論范式中，作爲各種不同的方式、不同序列的階

段型過程，與生命過程及病態過程互補、互限，可用以調控和改變過程的發展。雖

然它們也不可能不直接作用於實體病理，但這一作用是以過程調控爲主導的。離開

四氣五味、升降浮沉、辨證論治、過程調控等基本原理的“植物藥”或單體化合物、

“有效成分”等，已非中醫藥理論體系所能兼容。中藥植物的根、莖、葉、果、殼、

實……幾乎全部可以入藥，幾乎所有的“成分”全都參加作用，共演“協奏曲”，

起著各種各樣的效能，簡直沒法分出何種結構有效，何種結構無效。中藥研究（含

採摘）要緊密結合天時、地利、人和，與西藥在實驗室與試管内的實驗研究迥然不

同。不少人把中藥拿到實驗室去提取所謂“有效成分”，剔除“無效成分”者，臨

床療效反而降低，能保持著原有療效這就算不錯，而棄綜合效應優於中藥原藥的報

道則極難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