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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形神统一是循证辨证论治疗效评价的最佳证据形式

李友林1　晁恩祥1　王伟2

(1中日友好医院 , 北京 100029;2北京中医药大学 , 北京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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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 EMB)作为

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 新的临床医学模式 , 其实践就

是通过系统研究 , 将个人的经验与能获得的最佳外

部证据融为一体 , 以获取最佳证据为目标 , 强调证

据的可靠性。中医辨证论治是一个由实践达于认识

的过程 , 一个经由认知 、 鉴别 、分析 、 归纳 、推理

通向判断的过程 , 也是由判断上升为决策的过程 ,

其关键也是获取最佳证据 。因此 , 遵循循证医学的

指导思想 , 是全面 、 客观评价辨证论治疗效的保

证。

形神统一是循证辨证论治疗效评价的基本内容

形神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一 。中医认为

“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 , 健康的标准是“形神

合一” , 辨证论治就是调神守形的过程 , 辨证论治

疗效评价实际是如何对“神” 、 “形”状态进行科学评

价。只有体现中医形神统一内涵的疗效评价 , 才能

全面客观反映辨证论治的疗效。因此 , 辨证论治的

疗效评价必须是能体现形神一体观的循证医学评

价 。中医辨证论治的目的是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 ,

精神乃治”的状态。辨证论治的疗效评价就必须体

现中医形神统一。

形即形体;神在中医学理论中 , 概念很广泛。

其含义有三:一是指自然界物质变化功能 。如荀子

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 各得其养以成 , 不见其

事 , 而见其功 , 夫是谓之神”(《荀子·天论》)。天地

的变化而生成万物 , 这种现象是神的表现 , 有天地

之形 , 然后有神的变化 。二是指人体生命的一切活

动 。中医学认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阴阳对立统一

体 , 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 , 推动了生命的运动和变

化 , 而生命活动的本身也称之神 。神去则气化停

止 , 生命也就完结 。可见 , 神是人体生命的根本 ,

因此 , 只有积精全神气才能“精神内守 , 病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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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三是指人的精神意识。精神活动的高级形式

是思维 , 所以说:“血气者 , 人之神”(《素问·八正

神明论》);“神者 , 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

谷》)。故曰:“精气不散 , 神守不分”(《素问·刺法

论》), “故能形与神俱 , 而尽终其天年” , “独立守

神 , 肌肉若一 , 故能寿蔽天地 , 无有终时”(《素问·

上古天真论》)。

神的物质基础是气血 , 气血又是构成形体的基

本物质 , 而人体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 , 以及气血的

运行 , 又必须受神的主宰 。这种“形与神”二者相互

依附而不可分割的关系 , 称之谓“形与神俱” 。形乃

神之宅 , 神乃形之主 。无神则形不可活 , 无形则神

无以附 , 二者相辅相成 , 不可分离 。形神统一是生

命存在的根本保证。中医学理论中的形神一体观 ,

是养生防病 , 延年益寿 , 以及诊断治疗的重要理论

基础 。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 , 神不能离开人体

而独立存在 , 有形才能有神 , 形健则神旺 , 形衰则

神惫 。故《素问·上古天真论》有“形神合一”及“形与

神俱”的理论 , 说明形与神的关系 。经过无数实践

证明 , 神的盛衰的确是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

反过来看 , 如形羸色败 , 虽然两目有神亦是假象 。

中医强调对“神”的深刻理解和关注 , 重视经过

辨证论治后“神”的变化。得神 、失神 、 假神成为中

医判定疾病发生 、发展 、 预后的关键。《景岳全书·

传忠录·神气存亡论》说:“善乎神之为义 , 比死生

之本 , 不可不察也……以形证言之 , 则目光精彩 ,

言语清亮 , 神思不乱 , 肌肉不削 , 气息如常 , 大小

便不脱 , 若此者 , 虽其脉有可疑 , 尚无足虑 , 以其

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 , 形羸色败 , 喘急异常 ,

泄泻不止 , 或通身大肉已脱 , 或两手寻衣摸床 , 或

无邪而言语失伦……或忽然暴病 , 即沉迷烦躁 , 昏

不知人 , 或一时卒倒 , 即眼闭口开 , 手撒遗尿 , 若

此者 , 虽其脉无凶候 , 必死无疑 , 以其形之神去

也。”这里概括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形神一体

观。

得神:得神即有神 , 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表现 。

在病中 , 则虽病而正气未伤 , 属于轻病 。有神的表

现是:神志清楚 , 语言清晰 , 目光明亮 , 精彩内

含;面色荣润含蓄 , 表情丰富自然;反应灵敏 , 动

作灵活 , 体态自如;呼吸平稳 , 肌肉不削 。总之 ,

这是正常人的神气 , 即使有病 , 也是脏腑功能不

衰 , 预后良好。

失神:失神即无神 , 是精损气亏神衰的表现。

病到如此程度 , 已属病情严重阶段 。失神的表现

是:神志昏迷 , 或言语失伦 , 或循衣摸床 , 撮空理

线;目暗睛迷 , 瞳神呆滞;面色晦暗 , 表情淡漠呆

板;反应迟钝 , 动作失灵 , 强迫体位;呼吸异常 ,

大肉已脱。总之 , 失神是脏腑功能衰败的表现 , 预

后不良 。

假神:假神是垂危病人出现精神暂时好转的假

象 , 是临终前的预兆 , 并非佳兆 。假神的表现是:

久病重病之人 , 本已失神 , 但突然精神转佳 , 目光

转亮 , 言语不休 , 想见亲人;或病至语声低微断

续 , 忽而清亮起来;或原来面色晦暗 , 突然颧赤如

妆;或原来毫无食欲 , 忽然食欲增强 。这是由于精

气衰竭已极 , 阴不敛阳 , 以致虚阳外越 , 暴露出一

时“好转”的假象。这是阴阳即将离绝的危候。

神既是一身之主宰 , 必然于全身皆有表现。所

谓“色之有神” 、 “声之有神” 、 “脉贵有神”等等。这

种对“神”的全面观察 , 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过程;

也是中医特有的思维模式 , 是中医特色的根本体现。

建立在形神一体观上的循证辨证论治疗效评

价 , 符合中医的临床实际

中医辨证论治的过程 , 实际是调神守形的过

程 , 必须强调形神一体观。其目标不仅在于调节形

体的偏盛偏衰 , 而且更重视“神治” 。换言之 , 在临

床实践中 , 对疗效进行分析评价时 , 既要考虑反映

“形”这一物质层面的客观指标体系的改善 , 又要关

注功能 、主观感觉和精神意识方面的改善 。神的内

涵 , 通过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全面 、 客观的采集来

体现 , 中医关注四诊信息的综合评价 , 实际是对

“神”的关注 , 是对生命本质的关注 , 真正体现了

“以人为本” 。这也是中医对辨证论治对疗效的特有

追求 , 从本质上区别于西医“以病为本”言疗效 。这

种建立在形神一体观基础上的循证辨证论治是中医

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 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 。

总之 , 形与神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目标 , 坚持

形神一体观 , 遵循循证医学的指导思想 , 全面 、客

观地分析评价辨证论治守形调神的过程 , 是中医辨

证论治疗效评价的基本要求 。因此 , 形神统一是循

证辨证论治疗效评价的最佳证据形式 。
(收稿日期 2005 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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