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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期刊中几个常见误用的字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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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中医期刊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例，从字、词
方面分析中医期刊中常见的３个错别字和２组易混淆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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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理论基础，

在当前的医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作为反映中医学术动

态的窗口、交流和推广中医学术经验的园地，中医期刊

也有着与现代医学期刊不同的特点，即中医期刊中医

史文献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由于中医论文除了

涉及临床经验报道、实验研究以外，还不可避免地涉及

到中医理论的探讨，或挖掘古代先贤医学思想，或征引

经典原文以作论据，中医期刊也因此成为中医药文献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编校工作中我们发现，当作

者进行理论阐述时，一些字词容易被误用。以下对最

常见的几个字、词进行辨析。

１　字

　　在中医类论文中，文字错误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
让作者忽视的问题。在众多可用的来稿里，找不到错

别字的极少，多数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数量的错别字。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来稿中手写稿逐渐减少，错字

发生的概率也随之降低，大多数是由于录入不认真或

理解有误而出现的别字。以下是几个错误发生率较高

的相关字词。

１１　“辨”误为“辩”　中医治病的最大特色在于“辨
证论治”，但在中医期刊中经常可见其中的“辨”被误

为“辩”。可能是这种现象过于普遍，以至于某院士认

为这是中医为了“凑合唯物辩证法”“冒充科学”“很不

光彩的”把“辨证施治”有意改成“辩证施治”［１］。

关于这一点，中医期刊编辑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

一个简单误用的错别字并没有那么多的背景。“辨证

论治”中的“辨证”指的是辨别证候，即通过望、闻、问、

切等手段辨别疾病所属的证候类型。这与“辩证法”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这个字的误用有着一定的历

史渊源，不少中医古代文献中也能见到“辩证论治”，

那是因为古代用字重音不重形，很多字可以用同音字

替代；但在汉字简化规范后，“辨证论治”中的“辨”还

是应该用“辨别”的“辨”。

１２　“证”误为“症”　“证”和“症”的误用在中医期
刊甚至于相关的字（词）典中都经常可见。由于古代

文献中这２个字常常混用，造成现在作者不能很好地
区分。这一点早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２４］，但今天仍

有厘清的必要。

“症”在现代汉语中指症状，是描述疾病的重要参

数之一，指的是来自病人的主观感受。现代医学没有

“证”的概念，“证”是中医特有的名词，尽管学术界对

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有争议，但可以说“证”是机体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了病变

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斗争的关系，反映出疾病

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

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这２个字应视语境加以区分。
当表示症状时，应当用“症”而非“证”，如“随症加减”

这一短语在中医论文中常用以表述随病情的变化而改

变原有的药物组成。有人认为应当统一用“随证加

减”［５］。笔者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小便短

涩者加竹叶，大便秘结者加大黄”，此处作者是根据病

人“症状”的不同加减用药，当用“随症加减”无疑；如

果“气虚者加黄芪，热甚者加黄芩”，显然这里作者的

依据是“证”的不同，则可用“随证加减”。

１３　“”误为“症”　中医学对于腹内积块或胀或痛
的病症称为“瘕积聚”。和积是有形的，而且固定

不移，痛有定处；瘕和聚是无形的，聚散无常，痛无

定处。

《简化字总表》颁布后，将“”字简化为“症”，读

一声。这样，不少中医期刊中将此类病症写作“症

瘕”，笔者认为这是不规范的，也不符合中医的含义，

故目前并不被中医界普遍认可。

从历史沿革来看，“症”字在中医文献中出现很

晚，有学者考证是在清代乾隆以后，并作为“证”字的

俗体字使用［６］。而表示有形积块的“”字从汉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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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今，中医古典文献从汉代《金匮要略》、隋代《诸病

源候论》到明清各医著医案均可见。新中国成立以

来，尽管经过汉字简化，但在中医文献中“瘕”２字仍
常见，说明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用法。从另一方面来说，

四声“症”字本身易与“证”字相混，再用一声的“症”

字来取代“”字，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故笔者在此呼

吁，在中医期刊中将“症瘕”统一改正为“瘕”，还原

“瘕”２字的本来面目。

２　词

　　中医期刊中一些词的误用往往源于作者的概念不
清，以下是最常见的几组。

２１　“中医学”误为“祖国医学”或“中国传统医学”　
将“中医学”概念误为“祖国医学”或“中国传统医

学”，这个现象在中医期刊中十分普遍，不仅正文中比

比皆是，标题中也屡见不鲜；但实际上，这３个概念并
不对等。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

家。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积累，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医药［７］。其中汉族传统

医学才称为“中医”，其内涵主要指中原传统医学，是

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医”不能包

含整个“祖国医学”的内容。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提法“传统医学是传
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

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那么，中国传统医学

也应该包括中医学，藏医、蒙医、维医等少数民族医学

和无特殊民族文化背景的民间医学３个部分。可见，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医学”的上位词，而“祖国医

学”概念较为宽泛，从字面意义来看似乎并不特指传

统医学，也应包括现代医学部分，所以，目前用以指称

中医学也是极不合适的。

２２　“中药”误为“草药”或“中草药”　“中药”“草
药”“中草药”这３个词在中医期刊中的使用也较为混
乱，有厘清的必要。

“中药”，包括单味中药和复方中药，是在性味、归

经、升降浮沉、君臣佐使等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使用的

药物。

“草药”，其概念的内涵可以作２方面理解：第一，
指来自植物尤其草本植物的药物；第二，即尚未纳入任

何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常在民间根据一定经验来

使用。

“中草药”一词常作为群众口语用以指代植物药，

尤其是草本植物药。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很含混，是

指中国的草药，还是指中药中的草本植物药，实在难以

确定；故笔者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中草药”一词不

宜作为科学概念［８］。

在中医期刊中，对这３个词应该视其含义的不同
而严格区别使用。

３　结束语

　　由于中医学科的特殊性，中医期刊有着与现代医
学期刊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医史文献论文占很大

比例，也因此容易产生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这些问

题的产生，有的是单纯的打印错误，有的则是概念不清

而造成的使用错误。

本文所辨析的字词误用在目前的中医药期刊中可

谓是司空见惯。另外，有人通过统计《中医杂志》在

２００５年的被引证情况，分析该杂志发表文献的老化速
度和使用寿命，推断中医中药类期刊在使用寿命或老

化速度上居于自然科学和历史、语言类期刊之间，文献

老化速度较慢，使用寿命较长［９］；所以，中医期刊的编

校质量显得尤为重要。一些类似的误用如果得不到及

时更正，难免以讹传讹，以至于积重难返。这需要中医

期刊编辑从字词的规范使用做起，把好编校第一关，以

提高中医期刊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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