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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害怕，以為解決了症狀便等如解決了身體的問題，因而想

盡辦法儘快消除症狀。但這不問根由治標不治本、消除症狀的

做法，或因急於消除症狀而過度治療的做法，常會對身體造成

難以想像的損害。

症狀往往只是疾病的表象，消除症狀亦往往不等如治愈疾

病，不問根由與病因病機，強行消除症狀猶如遮掩與阻斷身體

給我們的提示與溝通，無視與摧毀身體的訴求與自我恢復的努

力。事實是症狀除了是身體自我保護與努力自我恢復的表現，

亦常是生命力的表現，生命力低下的人往往不會有強烈症狀。

如年少健康、免疫正常，外感被病毒入侵時身體會有強烈

反應，如高熱、倦怠昏沉、無力起床、劇烈上呼吸道症狀……

等等。但年老體弱免疫低下的往往只有倦怠不適、或夜間不

寐，不會有太明顯或激烈的典型外感症狀。

見過一些長者自稱身體非常健康，二三十年從無病痛，從

不需要就醫。但經細察、望聞問切四診過後，發覺已是免疫低

下、精神萎靡、生命力低下，外邪外感病毒在無阻擋下長驅直

進，免疫機能亦並無能力有強烈明顯的抵抗反應，亦因此沒有

典型的外感症狀。其實是已被入侵外邪滯留寄生，長期處於

「被擁有」、被侵蝕與受損耗的狀態，亦即是傳統中醫所謂虛

人外感、裡証、伏邪的狀態。

三、盲目遏止症狀的禍害

西醫藥治療對治症狀、遏止症狀，藥物的生化反應、微觀

局部似是科學的，但卻常是違反身體整體自我恢復的本能與意

願、違反醫學、違反人體整體生理，對人體造成難以彌補的損

害。

都市疾病中最常見的外感，傷風、感冒、流行性感冒、病

毒性感染，症狀常見如發熱、咳痰、鼻涕、腹瀉……等等，是

身體免疫機能對抗病毒與排斥病毒的本能表現。微觀對抗式治

療壓抑消除症狀，猶如令身體不再抵抗。退熱強令在應激狀態

對抗病原病毒的免疫機能平伏下來，不再對抗不再消滅病原病

毒，止咳收鼻水止吐瀉猶如停止身體的排毒機能，讓病邪停滯

體內。於是病邪便可以更無阻擋地、長驅直進，進入身體深處，

對身體造成損害。

四、遏止症狀，盲目退熱，對嬰幼兒童的禍害

對於嬰幼兒童，西醫藥遏止症狀治療造成的禍害常是難以

彌補的。症狀可能會暫時消失或減輕。但外邪、病毒仍然深深

滯留，身體遠未痊愈，由於免疫機能被退熱壓抑，常很快地便

會有新的感染，與症狀重現或加重。常見一些幼兒初起發熱咳

嗽咽痛，被診斷為外感、咽炎，服退熱藥、抗生素後，症狀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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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似是好轉痊愈，但仍常有精神萎靡、狀態不佳、夜睡不安、

盜汗等隱晦症狀，常見很快便會再發病，外邪層層深入，會發

展成更深入的氣管炎、支氣管炎、肺炎……或其它更深入的變

症。

也有體質較強的、或外邪侵入性毒害性較厲害的情況下，

服退熱藥期間仍反覆退熱發熱，其實是免疫機能被退熱藥壓抑

後退熱，藥力過後身體仍再有能力嘗試恢復發熱抗邪的表現。

但在持續服藥退熱壓制下，免疫機能遭不斷被削弱下最終也不

會再明顯發熱或反覆發熱。或會轉為夜睡活動靜止時，身體正

氣、免疫系統仍能集中能量抖擻餘力抗邪下，發熱汗出。中醫

稱之為「盜汗」。這也是現今大部分嬰幼兒童經西醫藥治療後

身體的實況表現。

家長們都非常害怕嬰幼兒童發燒發熱，一有發燒發熱便會

馬上服退燒藥退熱，因怕會引致腦膜炎「燒壞腦」。這也是近

數十年來人們常聽到與深刻銘記的醫學「常識」，亦是已深種

在一般家長腦海裡害人不淺的謬論。所以孩子一發熱便要馬上

退熱，諷刺的是，正是因為不斷退熱治療令免疫機能不斷被削

弱至無能再抵抗下，外邪才可以長驅直進地深入三陰臟腑，影

響心腦腎並引起嚴重變症，如腦膜炎、腎炎、心肌炎、心瓣膜

炎等等。對証的中醫治療是完全可以在兩三帖藥間有效地全面

整體治療、並治愈外感高熱。

但很遺憾能對証的中醫治療並不普遍，實況甚至是甚為稀

有。常見的卻是用西醫概念去使用中藥，是用中藥去針對治療

症狀的「中醫治療」。更諷刺的是與西醫不同，中醫能否對証

治療並不一定與學歷有關。

五、西醫治療外感，無法治療、無為而治與後遺症

在歐美先進國家，西醫治療外感似已盡量不用退熱藥、抗

生素等，甚至聽說有不給藥並只建議回家休息多飲水。其實是

在說西藥對病毒性疾病並無療效，有益有建設性、可以做的，

便只是回家休息讓免疫機能恢復與自愈。香港近年也有衛生部

門宣傳說，外感是病毒引起的疾病，抗生素只能針對病菌，對

病毒無效，建議不要濫用抗生素，卻沒有提到退燒藥。

一般如果是身體健康、免疫正常的嬰幼兒童或青壯年，外

感病毒入侵、身體機能奮力抵抗，發熱時遭受西藥退熱遏止，

病毒會更深入體內。但如果身體有足夠休息下，免疫系統慢慢

亦可能恢復、產生對應的抗體消滅病原病毒而自愈。但身體的

免疫機能會隨著每次的退熱、對治症狀治療、被削弱，最終會

發展到就算有新外感，也不會有明顯症狀與發熱，這是免疫機

能被嚴重削弱的表現。

從西醫的角度，治療令感冒症狀消失了，便算是治愈了。

外感病毒性疾病無藥可治，多些休息吧，治療的目的只是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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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症狀，希望能令病人舒服些好過些而已。痊愈與否只能靠

病人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不能自愈或有其它變症似亦只能

是見一步行一步。

常見一些患者經常有一些噴嚏鼻水，但並無其它典型的外

感症狀，西醫會診斷為「鼻敏感」，並會處方些抗敏感藥，一

般都並無療效，病人大多也會不了了之。

也會見到經常有一些似是間歇咳嗽的患者，也沒有其它典

型外感症狀，西醫也診斷不出是什麼病，常會建議病人檢查肺

部，看看是否肺結核，結果常也不是。

也有一些長期泄瀉的患者，也沒有其它典型外感症狀，西

醫處方止瀉藥時可能有效，停藥後症狀如故，病因亦似是不

明。

六、免疫機能被摧毀削弱後的無力抗爭

這都是身體整體免疫機能低下，外邪、病毒入侵，但身體

已沒有能力作完整強烈全面的排斥抵抗與免疫抵抗的表現。只

有不完整微弱的排斥抵抗與免疫抵抗，即間歇噴嚏鼻水、或咳

嗽、或泄瀉、或間歇或持續性的低熱燥熱。從西醫的角度，沒

有其它典型外感症狀，那只能是鼻敏感；確診不是肺結核的間

歇咳嗽亦只能是病因不明；或脾胃差消化力弱、體質問題引起

的泄瀉。請早睡早起，多吃水果，多做運動吧。持續低熱、燥

熱不怕冷可能是因為多吃了煎炸熱氣食物，甚至是體質好、熱

量充足、不怕冷的表現。

七、傳統中醫學術對外感症狀背後病機的深耕細挖

但從中醫學術的角度，外感並非只是典型外感症狀那樣簡

單，外邪在陽經時會有典型外感症狀，治療不當外邪便會深入

體內、進入陰經，症狀可以完全不一樣。真正的傳統中醫並不

會簡單地認為外感典型症狀消失便是痊愈，只有通過望聞問切

四診，完整診斷過後，才可以判定是真正痊愈或是外感病邪已

深入體內，進入三陰的外感「裡証」。

傷風感冒在西醫廣闊的疾病頻譜分類中似只是簡單與頻寬

極狹的一種疾病，沒有典型的外感症狀，便已不是傷風感冒。

但在古代中醫傳統的疾病分類中，只有外感與內傷雜病兩

大類。如約兩千年前張仲景編撰成書的《傷寒雜病論》，是中

醫最重要的根本臨床經典，便是這樣分類。該書分為治療外感

的《傷寒論》與治療內傷雜病的《金匱要略》兩部分。兩部分

篇幅相約，而《傷寒論》自古至今是更重要的部分，是以六經

辨証理論闡釋外感病邪自外而內、由淺至深、進入人體的六個

不同階段層次，分別是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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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影響儀容，並嚴重影響工作、學習、睡眠、日常社交等等。

近年更有不堪折磨他殺家人後自殺的新聞個案。

免疫系統病態亢奮疾病除了濕疹、哮喘、紫癜、類風濕關

節炎外，還有牛皮癬、白疕、癮疹、紅斑狼瘡等等多種皮膚類

疾患。似因體質各異而有不同的表現，林林總總，已是現在都

市疾病的一個主流，在近大半世紀覆蓋面似是越來越廣泛，病

患人群增長迅速。哮喘病發緊急嚴重時如不能及時急救甚至會

致命，上世紀末在兩岸三地廣受歡迎的女歌星便是因此命殞。

一、濕疹、免疫機能病態亢奮疾病的成因

這類疾病發病頻繁，為何會這樣？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

發病？免疫系統為何會病態亢奮，攻擊自身細胞組織？這類疑

問都會或多或少潛伏在人們的意識深處，朦朧地困擾著病人與

家屬。

從一個中醫宏觀整體視察的角度，與個人的研究探索所

得，當第一次服用西藥或其它藥物退熱、對治症狀，削弱解除

身體免疫與排除入侵外邪的自然本能後，便已種下了免疫機能

病態亢奮的禍根。免疫機能病態亢奮並不是機能強壯或不自然

地超強的表現，而是免疫機能被削弱後，想正常地完成工作而

不可，演變成對抗入侵外邪但同時傷及自身軀體細胞組織的虛

亢病態表現。

當免疫機能被削弱，外邪或病毒進入三陰身體深處，免疫

機能仍有反抗的能力或能量，便會奮力攻擊外邪，透邪外出時

同時亦似是無能顧及自身，並傷及自身細胞。從身體深處三陰

透邪外出已不能用在三陽經時汗吐下等手段，而是同時傷及自

身的手段。如濕疹、牛皮癬、神經性皮炎、癮疹等等是透邪外

出皮膚的症狀。也有如類風濕關節炎、雷諾士綜合症是傷及肢

體關節末稍的症狀。也有從深層至呼吸道透邪外出，哮喘咳嗽

的症狀。也有在體內傷及自身臟腑，如心腎或體液細胞，如血

小板被攻擊減少導致出血的紫癜症狀。似是隨著外邪、體質、

身體狀態各異而產生林林總總複雜多變不同的症狀。

這些都是身體第一道防線被摧毀後，病邪深入體內，隨著

病邪與人體的複雜性與被削弱後的免疫系統相互對抗，而衍生

出千變萬化複雜的症狀。其實就是被削弱後的免疫機能攻擊排

斥已深入體內三陰的病邪，而同時傷及自身細胞組織的虛亢表

現。

患者此時會有錯覺外感症狀減少，似是身體強壯很少外

感。因為衛氣、抵抗力、免疫力已被削弱，並沒有正常強烈的

外感反應。當情緒低落、過勞、睡眠休息不足、抵抗力、免疫

力更低下時，稍遇風寒外邪便會入侵引發外感，但因抵抗力、

免疫力已被削弱、機能狀態低下，第一道防線衛外之氣若存

若亡下外邪已能直進三陰，挑動已被削弱的免疫系統，引發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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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免疫機能低下表現的不典型症狀

如之前章節所述，衛外之氣、抵抗力、免疫機能被削弱後，

外邪入侵並不會引起激烈症狀，現代有人形容為「健康」的帶

菌者或帶病毒者。但當身體積蓄力量，或有新外邪入侵，或病

邪更深入體內，便會引發較明顯較激烈症狀。

抵抗力、免疫力低下，外邪潛伏是身體損耗性狀態，儘管

沒有典型或明顯症狀，身體、抵抗力、免疫機能保護自身的自

療自愈機制也一定會盡其所能有所作為，並會有一些不太明顯

的異常顯現，不會完全毫無反應。

常見人體自身最基本的免疫抵抗表現便是發熱。

遺憾這發熱現代西醫的感應式溫度計不一定可以量度得

到。因為病邪可以是深入體內才遭遇到功能低下的免疫機能的

抵抗。內熱發自人體深處，至體表時已並不明顯。臨床常見病

人手背會有微熱，病人自己也感到體內燥熱。但很多案例是只

測量出約攝氏36至37度，並沒有測量出「法定」的「發熱發燒」

症狀。但從傳統中醫望聞問切四診完全可以確診是有外感入裡

的「裡証」。

傳統中醫沒有溫度計，但對外感傳裡，也有一些經典描

述。如《傷寒論》起首條文、第四條：「傷寒一日，太陽受之。

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

脈數急者，內熱所致。正邪相爭引致內熱，亦即是免疫機能有

所反應，在應激狀態中抵抗入侵病原，才會有發熱表現。但當

免疫低下，病原入侵至身體深處才有發熱抵抗，體表的溫度量

度仍不會顯現。

身體健康、抵抗力、免疫力強遇外邪入侵會發高熱。另外，

儘管免疫力弱但隨著個人的體質與狀態不同，也會有各種複雜

多變微妙的發熱表現。如會有長期處於低熱狀態，手背也會有

微熱，對比是健康的嬰幼兒童皮膚常是乾爽涼快。或會有手背

不熱，手心足心常熱至汗出。或會有熱擾腸道令大便或乾結便

秘或痛瀉或秘瀉夾雜。或會有熱擾胃腑導致消谷善飢、飽食易

餓。或會有熱燥傷津令身體津液不足以濡潤臟腑導致有口氣惡

臭。或會有熱擾心神導致夜睡多夢與失眠。或會有熱擾肺衛至

肺氣不降導致間歇咳嗽。或會有內熱加快水液代謝導致夜尿等

等。

當抵抗力、免疫力進一步低下，不能時刻分秒在應激對抗

發熱之中，便會有所謂「寒熱往來」，或「夜熱早涼」，或「夜

睡盜汗」等間歇性發熱的情況出現。

人體是在一個分秒時刻不斷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對於被感

染者，當或休息、或進食、或情緒令身體有更強的抵抗，症狀

便會表現加重。當外邪更深入身體臟腑，令免疫進入更應激狀



作者：	 廖少明
設計：	 4res
編輯：	 青森文化編輯組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0年9月
ISBN：	 978-988-8664-73-3
上架建議：	 中醫╱醫學
定價：	 港幣100元正╱新台幣400圓正




	chidoc_cover
	為何到最後還是需要中醫_試閱
	chidoc_cove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