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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速记》

内容概要

《中医基础理论速记》为“应考宝典”丛书之一分册，我们依据教学与临床中的要求和教学中的经验
，把相关的知识点进行归纳，列出思考题提出了复习思路，并作了解题示范以供复习之用；我们还总
结和载录了一些常用的短句以便记忆，把知识的严谨和学习的趣味性结合起来，使初学者学得轻松，
复习者记得更牢固。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和阐释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专业基础学科，是探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必修的奠基课程，是一切从事中医药工作的各类相关人员（如中医执业医师、执业中药师等）必须懂
得和掌握的中医学知识，也是爱好中医药学的人士所想学习的知识。为了帮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尽
快掌握重点，理解和领会要点，解析学习中的难点并能将学过的知识点尽快地记忆，特编撰《中医基
础理论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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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速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阴阳五行　　　　第一节　阴阳学说　　【重点直达】　　阴阳，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
哲学的重要范畴，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即阴阳矛盾观。　　阴阳是一对矛盾范畴，它具有特殊
性，即是当用阴阳范畴来概括事物或现象的对立关系时，其事物或现象必须具有相关性，而且对立双
方之阴阳属性还具有特殊规定性。　　阴阳具有普遍性，可以归纳众多事物的性质或现象。但是，事
物的阴阳属性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相对性和无限可分性。　　阴阳学说，即是通过分析相关事物
的阴阳相对属性及某一事物内部阴阳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从而认识和把握自然界和人体错综复杂的
运动变化的本质原因，及其活动规律的一种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体系。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
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四个方面。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是讲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
。消长平衡、相互转化是讲阴阳运动的量变和质变过程。阴阳学说认为，正是由于阴阳两方的矛盾对
立和统一，以及量变、质变运动，才推动着事物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阴阳学说作为一种认识分析
问题的方法体系，贯穿于古代的自然、社会多个科学领域。阴阳学说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医药学对人体
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等各方面的认识，至今仍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方法
学基础，是我们学习和领会的重点。　　【释难解疑】　　1.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之间的逻
辑关系。　　阴阳学说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事物内部阴阳两个方面相互斗争、
运动变化的结果，而主要体现在阴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方面。　　
第一　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以及事物的内部都存在属性相反的阴阳两个方面。第二阴阳对立
的双方，必须以对方之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第三对立双方的消长运动是绝对的，平衡则是相对的
。阴阳的消长是阴阳之间对立制约矛盾运动的结果，阴长阳消、阳长阴消、阴消阳长、阳消阴长、阳
长阴亦长、阳消阴亦消、阴长阳亦长、阴消阳亦消是其基本的运动形式。第四对立双方的消长运动在
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形成阴阳的转化，如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总之，阴阳的
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说明阴和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
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阴阳对立制约是万物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互根、消长和转化是事物运动的保
证。其中阴阳的互根互用，是阴阳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因素，是转化的内在根据。消长平衡是转化得以
发生的前提。如果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过程的话，则阴阳转化便是在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阴阳
的转化，虽然也可发生突变，但大多数则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2.阴阳五行学说之间
的区别和联系。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阴阳学说是从事物矛盾着的两方
面之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和消长转化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五行学说是用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及
其生克乘侮规律，来说明事物的性质以及各事物问的相互关系。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阴阳五行学说
，又常常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运用，不仅可以说明事物矛盾双方的一般关
系，而且可以说明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较为具体和复杂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解释复杂的生命
现象和病理过程。　　【记忆小站】　　1.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
本始，神明之府也。　　2.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3.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
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4.一阴一阳之谓道。　　5.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6.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7.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8.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9.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10.阳化气，阴
成形。　　11.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12.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　　13.阳常有余，阴常不
足。　　14.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　　15.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16.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　　17.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则不能为天地，非五行则不能
为阴阳。　　18.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　
　19.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20.阴中求阳，阳中求阴。　　21.人生有形，不离阴阳。　
　22.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23.阳损及阴，阴损及阳。　　24.天地阴阳者
，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思考题】　　1.阴阳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举例说明阴阳属性的相对
性。　　2.怎样确定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试举例说明之。　　3.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哪些方面
？试简述之。　　4.何谓阴阳的消长与转化？阴阳的消长与转化两者有何联系？　　5.怎样理解“阴在
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以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6.试从病理角度说明阴阳消长的几种病理变化。　　7.试以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生理活
动。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如何运用阴阳学说来进行指导。　　【解题示范】　　1.阴阳的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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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什么？举例说明阴阳属性的相对性。　　答：阴阳，是对自然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两种事
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
面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的阴阳属性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
阴。另一方面，体现于阴阳的无限可分性。例如，昼为阳，夜为阴，而上午与下午相对而言，则上午
为阳中之阳，下午为阳中之阴；前半夜与后半夜相对而言，则前半夜为阴中之阴，后半夜为阴中之阳
。所以说，阴阳之中仍有阴阳可分。　　2.简述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答：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阴阳的对立制约：一切事物或现象，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相反的
两种属性，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一年四季温热寒凉的气候变化，夏季阳热盛，但夏至以后阴气渐
生，用以制约炎热之阳；冬季阴寒盛，但冬至后阳气随之而复，用以制约寒凉之阴。　　（2）阴阳
的互根互用：所谓“互根”，即阴阳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根，阴根于阳，阳根于阴，以对方的存在为自
己存在的前提。所谓“互用”，即相互为用。如气和血都属物质，但气与血相对而言，气属阳，血属
阴，气与血互根互用。　　（3）阴阳的消长平衡：阴和阳之间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并不是处于静
止的和不变的状态，而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此长彼消、此消彼长、此长彼亦长、此消彼亦
消是其基本运动规律。例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胜则寒，阳胜则热。　　（4）阴阳的相
互转化：是指阴阳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例如，“重阴必阳，重
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3.如何理解“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　　答：这一段话出白《素问·生气通天论》。主要是用阴阳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状态和病理变化
。其基本含义是：阴气平和，阳气固秘，精神就能正常，身体则健康无病；如果阴阳双方分离决绝，
人的精神也就衰竭，生命也即告终。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双方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状态
。这种阴阳平衡，就阴精与阳气来说，即阴精之所以能固守于内，是因阳气固秘于外。具体到脏腑来
说，则各脏腑的生理活动，既不能亢奋，也不能衰减，协调平衡，身体才能健康。相反，在某种原因
作用下，破坏了阴平阳秘，则产生阴阳偏盛偏衰的异常变化。在人体则为病态，形成阴胜则寒，阴胜
则阳病；阳胜则热，阳胜则阴病等病证。如果阴阳失调发展到严重阶段，阴阳不能互相维系，而发生
分离，生命也就停止，即“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4.简述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答
：阴阳学说运用于中医学，主要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　　（1）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都可用阴阳来划分。例如，背为阳，
腹为阴；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心肺为阳，肝脾。肾为阴。具体到每一脏腑，又可再分阴阳，如心阴
、心阳等。　　（2）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正常的生命活动，是阴阳两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
关系的结果。人体的功能与物质的关系，也就是阴阳互相依存，相互消长的关系。　　（3）说明人
体的病理变化：中医认为疾病就是阴阳失调。引起疾病的原因也可划分阴阳，即阴邪、阳邪。病疾的
过程多为正邪斗争的过程，其结果是引起机体的阴阳偏胜偏衰。阳偏胜则形成热证，而阳长阴消，又
必耗伤阴液，即阳胜则阴病，阴偏胜则形成寒证，但阴长阳消，又必然耗损人体的阳气，即阴胜则阳
病。阳偏衰则形成虚寒证，阴偏衰则形成虚热证。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阴或阳任何一方虚损到一定
程度，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足，即阴阳互损，最终可导致阴阳两虚。另外，阴阳失调的病理变化，在
一定条件下，还可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阳证可以转化为阴证，阴证可以转化为阳证。疾病发展到
一定程度，还可产生格拒现象，出现假象。　　（4）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诊断方面，审别阴
阳是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而阴阳又是辨证的总纲。在治疗方面，可确定治疗原则，即阴阳偏胜，损
其有余；阴阳偏衰，补其不足。在补阴时加入少量的养阳药或补阳时加入少量的养阴药，称为“阴中
求阳”、“阳中求阴”。　　阳阳学说还用来归纳药物的性能，即药性分阴阳，药昧分阴阳，升降沉
浮亦分阴阳。　　5.怎样用阴阳学说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答：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保持
着相对协调状态，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若在某种因素作用下，破坏了阴阳协调状态，使阴阳
平衡失调，即产生疾病。因此，人体的病理变化，不管多么复杂，都可用阴阳失调来说明，具体体现
在：　　（1）说明疾病本质：疾病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所谓疾病，就是阴阳平衡失调。　　（2
）致病因素分阴阳：邪气有阴邪、阳邪之分。例如六淫邪气，风、热、暑邪属阳邪，寒、湿邪属阴邪
。　　（3）阴阳偏胜与寒热：①阳胜则热，阳胜则阴病。阳胜指阳邪致病，使阳绝对亢盛，而阳长
阴消，阳胜的病变，必然损伤人体的阴液，阴液受伤，称之为阴病。②阴胜则寒，阴胜则阳病。阴胜
指阴邪致病，是阴的绝对偏盛，而阴长阳消，阴胜的病变，必然损伤人体的阳气，阳气受伤，称之为
阳病。　　（4）阴阳偏衰与寒热：①阳虚则寒。阳虚是指人体阳气虚损，阳虚不能制约阴，阴相对
偏盛，出现寒象。②阴虚则热。阴虚是指人的阴液不足，阴虚不能制约阳气，导致阳气相对偏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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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热象。　　（5）阴阳互损：阳虚到一定程度，因阳虚不能化生阴液，从而出现阴虚的现象，称之
为阳损及阴；阴虚到一定程度，因阴虚不能化生阳气，从而出现阳虚现象，称之为阴损及阳，最终导
致阴阳两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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