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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视角探病因
———谈六淫与微生物

● 刘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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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阅李印生前辈的《医学沉
思》一文，内中谈到了受寒感冒与

细菌、病毒的关系，读后甚受启迪，

以为为医者应多进行这样的思考，

这样的思考多了，中医的信心才能

够巩固，中医的根基才能够牢实。

以下谨就读李老文的感受，谈谈对

六淫的一些看法。

六淫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是

中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素问·

至真要大论》里面谈到“夫百病之

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

之变也。”这里谈到百病而非某一

个病，某几个病。这是中医对疾病

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说明疾病的

产生与风寒暑湿燥火有极大的关

系。风寒暑湿燥火基本可以理解

为是一个气候环境因素，气候环境

为什么会与疾病有关？为什么它

会成为中医致病的最主要因素？

这个问题我们思考过没有？我想

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

题。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杰·科恩伯

格教授，以表彰他在基因转录研究

中的杰出贡献。基因转录虽然是

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它源于一个

很简单的基本思路，干细胞具有相

同的遗传信息，但它为什么能够分

化成不同的体细胞，这一过程是由

什么因素决定的？科学研究上的

硕果累累，而分析导致每一个硕果

的基本思路其实都不复杂，区别仅

仅在于谁深入了、谁坚持了。我想

中医的问题亦不例外。

就以李老提出的感冒问题为

例，感冒西医很明确地认为是由于

病毒引起，而老百姓却认为是着凉

受寒。着凉受寒与病毒听起来是

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之间有没有

必然的关系呢？也就是说有没有

相关性呢？我想这就是一个作研

究的切入点，用禅宗的术语，这就

是一个话头，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参

究。

孔子在《易·系辞》里谈到作

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我想这个方法仍然适应

于我们，远和近实际上也可以理解

为大和小，中医致病讲六淫，讲风

寒暑湿燥火，西医致病讲微生物，

细菌也好，病毒也好，真菌也好，或

者什么球菌、杆菌、螺旋菌，这些都

是生物，只是是很微细的生物，故

称之为微生物。而六淫是什么呢？

六淫就是气候环境。所以受寒和

病毒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成生

物与环境的问题，而一转成这个问

题我们就有办法了，因为生物与环

境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问题，我们

有很多现成的经验。

比如南宁地处我国的最南端，

这里的气候非常炎热，所以南宁的

蚊子特别的多，但是南宁的蚊子会

不会一年四季都有呢？不是的！

一般春夏二季和初秋比较多，深秋

以后至冬，蚊子就很少了。还有就

是盛夏很炎热的一段，比如气温超

过了 ３６℃，蚊子也少了。蚊子是
一种常见的生物，蚊子在一年里的

出没现象，说明了生物的生存与气

候的直接关系。今年八月我到云

南西双版纳给美国学生和我的研

究生上课，云南的昆明虽然四季如

春，气候宜人，但是版纳的炎热却

是著名的，一点也不亚于南宁。我

们在版纳的两处地方都是植物园，

都是植物很茂密的地方，要是在南

宁的这种地方，那蚊子不知道会有

多少，可是在版纳蚊子却是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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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十多天的户外授课，几乎没有

被咬过一口。同样是热，为什么南

宁的热，热出这样多的蚊子，而版

纳的热却没有热出多少蚊子呢？

这说明了生物的生存不但与气候

环境有关，还与地理环境有关。

生物与环境的相关性勿庸置

疑。只是这个相关性的大小远近

存在差别，存在隐显。蚊子或比蚊

子更小的生物，由于生存期短、繁

衍快，相对受环境的影响就特别的

大和突显，而比蚊子大的生物，由

于生存期长、繁衍缓慢，相对受环

境的影响就不那么突显，这种影响

往往是缓慢的、长期的，所以不易

被发现。比如人受环境的影响就

没有蚊子那么鲜明，虽然没有这样

鲜明，影响却是一定的！其实作为

中医两大基本特征之一的整体观

念，她所要表述的核心内涵，正是

这种相关性，正是这种影响。

生物受环境影响（包括气候、

地理及其他一切生存环境）是必然

的，但是由于生物的品属不同，生

存期不同，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及

其大小、远近、隐显，会存在差别。

依据上述原则，微生物（细菌、病

毒）是品属更低、生存期更短、繁衍

更快的生物，因此，它们对环境的

依赖，受环境的影响将更为快捷，

更为突显，亦可以说环境条件对于

它们的生存是决定性的。有了这

个见解，我们再去看受寒为什么会

有感冒，为什么会引起病毒、细菌

的感染，就很清楚了。

有了上述这个见解，我们也可

以很清楚地看到中西医在观念上、

方法上的区别，以及产生这个区别

的历史背景。仍以感冒为例，中医

对于感冒认为是感受风寒，或是其

它的六淫因素；西医对于感冒认为

是病毒、细菌的感染。我想风寒也

罢，病毒、细菌也罢，都没有错，这

是中医和西医的不同视角，中医对

于感冒的治疗是发散风寒，西医对

于感冒是抗病毒、抗菌（或杀灭病

毒、细菌）。我们先假设两者皆能

把感冒治好（事实上两者存在效用

上的差距），那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呢？还是从生物的角度来谈，还是

以前面谈的蚊子为例，西医用的方

法是直接研究药物去杀灭蚊子，这

个方法看起来很直接，蚊子也真的

很快地被杀灭了。短期使用这个

方法，的确快捷、便利而有效，但是

长期的应用，却出现了抗药的问

题。因为生存期短、繁衍迅速的生

物很容易产生变异，变异的结果，

使得原来可以杀灭它的药物，不再

具有杀灭的作用。过去我在农村

当农民，这样的体会特别地深，一

种农药开始用的时候很有效，撒过

以后，很长的时间虫子不敢去，一

去则死。但是同一种农药用久了，

就不行了。刚刚撒过药，虫子就敢

上，而且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变

异的虫子产生了，对于变异的虫

子，原先具有很大毒性的农药，已

经不足为道了。生物对于食物的

选择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说是各有

各的道，各使各的招。人是万物之

灵，所以吃五谷，吃菜肉，吃最精美

的东西。经过消化吸收代谢以后，

拉出来的大便可以说是最肮脏的

东西，从医学的角度上说，里面充

满了各种各样的毒素，可是狗却喜

于食之，且可以之为生。巴豆人食

之，会狂泻不止，而鼠食之，却安然

无事。一些有毒的东西，对于某些

生物食之可以致死，但对另一些生

物却是美味。所以毒物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短周期的生物完全

可以通过变异，适应原先对它有杀

灭性的毒物。而更低品属的微生

物这样的变异会更快，现今所发现

的诸多耐药菌群，其实就是这类变

异的结果。

人类要研制一个对某类细菌、

病毒具有杀灭作用的药物，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需要一

个较长的周期，而细菌、病毒通过

变异适应这个药物恐怕要显得比

我们研制这个药物轻松。现在我

们似乎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通过

“抗生”来对付微生物的路子，是很

艰难的。古人也许早就意识到了

这一点，也许因为条件的限制，他

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们没

有把着眼点放在生物本身，也就是

说没有着眼在靶点上，而是着眼于

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上，因为古人

认识到了环境对于低品属生物的

决定作用，这便导致了中医六淫致

病学的诞生。六淫致病从根本上

说，就是研究环境改变对生物的影

响作用，所以是很科学的一个概

念。

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巨系

统，为什么说他复杂呢？因为在这

个巨系统里，除了我们的体细胞

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微生物与我们

共生共存，按照佛家的说法，我们

这个身体是无量众生的合和体。

微生物也好，众生也好，这个数量，

这个种类是非常庞大的，如此庞杂

种量的生命要能共生共存，并且又

要保证宿主生命的正常运行，这需

要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与

天道相合的、无太过不及的、中正

和平的内环境，这是维护各生物之

间的相互协调，进而保证人体健康

的重要条件。所以，《素问》给健康

的定义是“平人”，什么是“平人”

呢？平人实际就是拥有上述中正

平和内环境的人。一旦这个“平

人”的内环境遭受破坏，“非平人”

的内环境便会形成，疾病亦随之而

生。那是什么因素容易导致这个

“平人”内环境的丧失呢？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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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因素就是六淫。

古人认识到环境对生物的决

定作用，进而提出了六淫，也就是

风寒暑湿燥火致病的思想。六淫

实际上就是环境因素，只不过它是

一种不利的因素，由这个不利因素

的作用，便使得机体内存或外来的

有益生物的生存状态遭受不良的

影响，而与此同时机体内存或外来

的某些有害生物却得到异常活跃

的生存状态，这便导致了不利于整

个宿主生命正常运行的综合状态

的形成。所以六淫的思想是非常

了不起的。具体而言，六淫里的风

作用于机体后，会形成一种特定的

内环境，而这种内环境会对某些有

利的生命机制造成抑制，对某些不

利的生命机制形成促进作用。以

此类推，六淫里的寒、暑、湿、燥、

火，又分别形成不同的特定内环

境，从而造成不同的影响，这就是

六淫致病的所以然。六淫致病以

后，作为中医是怎么去对治呢？他

不是直接去针对生命的机制，不是

直接去针对微生物，而是针对导致

生命机制改变的环境，直接针对生

命机制，就势必会导致“抗生”的治

疗，而针对环境，维护正常生命所

需的环境，就形成了“护生”的治

疗。中医为什么讲祛风？为什么

讲散寒？为什么讲清热？……祛

风、散寒、清热，…… ，其实就是着

眼于内环境的改变。这是中医与

西医一个很根本的区别，也是中医

所具有的一个根本优势。中药为

什么没有出现像西药一样的抗药

性，桂枝在二千年前祛风散寒，现

在依然还是能够祛风散寒，黄芩在

二千年前清热，现在依然清热。这

是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着眼点

的不同。

古人对于生物的认知有扶摇

而上九万里之鲲鹏，亦有数仞而下

之斥鎪，有不知晦朔的朝菌，亦有

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之大椿，

但究不知有今之病毒、细菌，更不

知细菌中尚有诸多杆菌、球菌，那

为什么今天的药理研究却发现桂

枝对病毒、细菌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用古人那样的方法，为什么会

产生今天这样的结果？我想这是

一个大问题，也是很值得今天的科

学研究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今天

的科学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反倒把

眼光锁定在桂枝里面是什么成分

在抗菌？是什么成分在抗病毒？

然后能否将这样一种成分加以提

炼、合成。这不又回到西医这条已

经令人头痛的老路上来了吗？我

想今天的研究应该走出这个死胡

同，应该看到中医的不共处，应该

具有更深邃的眼光。

六淫是一个环境因素，这个环

境不但指气候，也包括地理因素。

所以《素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始

终不离地理区域，如《阴阳应象大

论》所言之“东方生风，风生木，

……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

生湿，湿生土，……”六淫与六气同

名，都是风寒暑湿燥火，一则言其

正，一则言其邪，所别者，在时与非

时。所以六淫所致的人体内环境

的改变，其实又可以还原到天地因

素的改变，气候因素言其天，地理

因素言其地，由此我们亦知道了中

医的方药何以能够改变人体的内

环境，使之重新适应人体生命的需

要。因为方药的核心，或者说方药

的本体就是气味。《素问·六节藏

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

以五味。”因此，方药的气实际上反

映了天的因素，方药的味实际上反

映了地的因素，这亦是以气味为本

体所构成的方剂何以能够营造和

改变内环境，何以能够转化六淫治

愈百病的根本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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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名言　

? 学医一道，既不能离开书本，也不能专靠书本，既要凭些经验阅历，也要懂得经籍要义。
———近代 冉雪峰

? 《内经》无论真不真，总是秦汉间书，得其词组，即是治法；《伤寒论》无问全不全，築能用其法以治今人病，即此
亦已足矣。后学能识病，全赖此数书。

———清 陆九芝《世补斋医书》

?不读本草，焉知药性？专泥药性，决不识病；假饶识病，未必得法，识病得法，工中之甲。
金 张子和《儒门事亲 卷十四治病》

?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能愈难病；病不贵于能言医，而贵于能延真医。
———明 张景岳《景岳全书》

?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
而用眩。

———喻昌《寓意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