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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药“望闻问切”理论探析取象

比类思维下的中药形状与药效


付书　孙宇洁　李慧　朋汤义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８）

摘　要：运用“望、闻、问、切”四法，调动身体感官，去感知中药，借助“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精读历代经典

本草著作，通过察看药物直观的外部形状，来推导出其具有的功效，加深对每味药物功效的认识，丰富了中药临

床运用的经验，总结归纳出动物脏器类药、动植物皮类药、藤本类药、光泽子实类药的用药方法，形效相参，对临

床用药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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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象比类”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思维方
式，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取事物之征象经类

比、象征等方式对所象征事物的特性以及规律整

理归纳的思维方法。“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

相求”是古人在取象比类思想下关于中药形状与

功能关系的高度概括。在天人合一观念指导下，

“取象比类”在医学的发展进程当中起到了特别重

要的作用。本文引据历代关于中药的古典文献，

依据药物形状之征象，阐述在“取象比类”思想下

的中药的功效，能够丰富临床治疗方法，增强疗

效，对于临床运用中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取象比类思维
取象比类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医药学

中的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之一，中国许多古代哲学

著作都对其有过论述［１］。《周易》中最早出现“取

象比类”一词，其中“象”一字包含着两层含义：它

一方面指卦象，是六十四卦与八卦；而在另一方面

又指物象，是六十四卦与八卦分别构成的物象与

象征的事物。《内经》中云：“不引比类，是之不明

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这是人们经常说的

“取象比类”，借助其直观的外部形状，引思联想，

举一反三，经由推导从而得出论断［２］。取“象”是

为了归纳后进行对比，即按照已知对象与被研究

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类似、雷同之类，从而推导其在

其余方面也有可能相似、雷同。这种思维理论是

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如今，在科学未能够完全阐

明人体复杂的生理、病理与药理的情况下，“取象

比类”这种思想理论对于临床实践仍然具有指导

意义，灵活掌握运用它，有利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

创新。

２　取象比类思维下的药物功效成果
２．１　动物脏器类药，有补益之功　中医学认为，
“脏”包含有两层涵义，一是：心、肝、脾、肺、肾五

脏，二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六腑。脑、

髓、骨、脉、胆、女子胞等奇恒之腑亦可称为“脏”。

中医脏器疗法最早是由张锡纯提出，中医学所说

的“以脏补脏”，便是直接吃动物或者外观上形似

人体器官的中药部位，来治疗人体相应器官的疾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校级教研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ＹＪＧ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２０１７ｓｘｚｘ９２）；
２０１８年省级中医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卫办秘【２０１８】２２８号）；２０１８年中央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款宣传贯
彻《中医药法》项目（财社【２０１８】８２０号）

通讯作者：朋汤义，副主任中药师。Ｅ－ｍａｉｌ：ｈｆｓｐｔｙ＠ｙｅａｈ．ｎｅ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