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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現代人患癌症的比率正在逐年升高。甚至有科學家推算，

到2020年以後，癌症會像感冒一樣普遍。

我們有把握讓自己不得癌症嗎？相信沒有人敢給予肯定的答案。

我們的親朋好友中不會有人得癌症嗎？那更是天方夜譚！

一旦自己或自己所愛的人罹癌，如何接受、面對，

乃至於「和平相處，各安其位」？這是一個值得深思與學習的生命課題。

《僧伽醫護》徵得市立聯合醫院醫務長許中華醫師同意，

摘錄其《新手癌友》一書精華以饗讀者。

誠如他在書中所說：「每個人身上都埋藏有癌細胞的種子，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希望大家把自己當成是一個種子，去散布推廣

安心、淨心的方法，讓更多人能夠脫離這些苦難；

讓癌細胞的種子即使永遠不死，也會逐漸凋零。」

佛法正是安心、淨心的方法，請看許中華醫師的臨床經驗分享。

心轉則身安

從此與癌細胞和平相處

文/許中華、劉永毅

醫 護 書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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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的正常人和癌友的差別，在於後

者將癌細胞的種子從沉睡中喚醒，

並提供了成長、茁壯的環境，讓它失

控、變異，終於成為心腹大患。

這一切，可以說大部分都是由自己所

造成的；反過來說，也可以由人來解除

癌症的威脅。

要想避免癌症的威脅，首先必須從

頭來了解癌細胞的種子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以及何者才是它「適宜生長」的環

境？何處是它不喜歡久待、甚至無法生

存下去的地方？以及，它是如何失去控

制，成了有殺傷力的癌細胞。

這是所謂的「將危險扼殺於搖籃之

中」；只是我們不去扼殺或消滅癌細胞的

種子，只要讓它保持酣睡就心滿意足了。

癌細胞種子的成長

處於互相敵視、不滿、咒罵的能量場之中，

會增加癌症發生的機率。

癌細胞的種子，本來也只是一個小小

的細胞，和所有的正常細胞一樣，單純

而不具侵犯性。但是，為什麼一個小細

胞會增長成一群細胞，由簡單構造變得

複雜，由不具侵略性的細胞變成吞噬其

他正常細胞的惡魔？

解析癌細胞種子發生變異，從好細胞

到壞細胞，從良性到惡性，終而造成癌

症的原因，不僅對治療癌症很重要，對

於預防癌症復發同樣重要。究其原因，

並且將這些原因去除後，癌症才不會一

直復發。例如，我們知道吃檳榔和口腔

癌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很明顯可以看得

見的原因。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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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的原因。

而這些原因，常常是可以被逆轉的。

一般而言，人之初生都是清淨、純

潔的，因為受到後天的影響（染汙），

身、心、靈變得不再純淨，於是而有癌

細胞的產生。如果能讓我們恢復到初始

的清淨狀態，癌細胞就不會生長。因

此，當我們得到癌症時，必須思考：是

不是在環境上或心緒上不夠清淨所致？

從「身」的方面來看，身體本來就

有自癒、自淨的能力；但如果身體因種

種原因退步了，從健康狀態變成亞健

康，甚至疾病的狀態，則身體的自癒能

力也會變弱；於是當體內的癌細胞種子

發芽、成長、茁壯時，身體無法有效壓

制，更別說靠自己去消滅體內的癌細胞

了，於是，失去自癒能力的身體成了癌

症產生的路徑之一。

而從「心」和「靈」面向來思考，

本來清淨的心，也會在外在的壓力下產

生恐懼、不安的情緒，於是變得心慌意

亂，心神不寧，再也無法回到清淨，而

這是引發癌細胞種子發芽的最佳環境。

「靈」則是能量場的問題，如果大家都

處於一個互相敵視、不滿、咒罵的能量

場之中，就會增加癌症發生的機率。

尋回初始的清淨

在中醫癌友會的聚會中，常以救苦救難、

大慈大悲的觀世音為對象，讓癌友與之對

話，傾聽他們的苦痛，讓心能夠定安住、

能夠淨化、能夠得到撫慰。

其實，百分之八十的癌症都是來自於

自身。

罹癌的朋友，不妨回頭檢視自己，

或多或少可以發現一些不適當的行為或

習慣，如抽菸、酗酒、嚼食檳榔、熬夜

等。另外，在中醫的論述中，除六淫外

邪與臟腑失調外，精神因素對於癌細胞

的影響也很大。

七情六欲對人體的傷害很大，長期

的憂愁、抑鬱、暴躁、易怒、失望、痛

苦等負面情緒，對健康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也有人認為癌症與前世因果輪迴

有關，而慈悲可以消除一切的業力和因

果。這些想法，不用急著去否定，因為

這畢竟是心靈的一部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回清淨

的自我。我們每個人都有自淨的能力，

比如我們喝了水、吃了食物，廢物就會

被腎臟、大腸等內臟清理、排泄掉，但

如果攝取的毒物太多，像近來社會喧騰

一時的在食品中摻雜塑化劑、毒澱粉、

過量農藥、塑膠容器釋出毒素等汙染問

題，身體的自淨能力已無法應付，甚至

可能遭到破壞。所以我們必須注意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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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之道，改變以往錯誤的飲食習

慣，努力讓身體恢復原始清淨的狀態。

因此，要十分注意吃進身體的東西，例

如要多喝清淨的水，少喝一些人工飲料

和酒精飲料；飲食要注重天然，少吃加

工食品，更要懂得節制，不要飲食過

量，造就癌細胞種子成長的肥沃土壤。

有些致病原因不是這麼具像，例如心

理上的恐懼、焦慮、不安……，外表或

許看不出來，但它們就是讓癌細胞種子

能夠茁壯增生的養分。

每個人身體裡都是好、壞細胞兼具，

就像農夫要時常除去田中的雜草，好讓

作物生長的道理一樣，我們要讓好的種

子成長，盡量讓壞的種子長不出來。因

此，採取安心、淨心的方法，來恢復、

保持原始的清淨。

淨心的方式很多，像是聽音樂、冥

想，或和別人討論、分享。我覺得這裡

面宗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對許多人而

言，這是最強大且最有效的方式。

在中醫癌友會的聚會中，就常以救苦

救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為對象，讓癌

友與之對話，傾聽他們的苦痛，讓心能

夠定安住、能夠淨化、能夠得到撫慰。

這不需要太多的儀式或規範。我們也運

用團體的力量來規範自己，幫助自己回

到靈性的清淨。例如，大家約定在晚上

一起來做淨心、安心的練習，通常是透

過《普門品》的音樂，回到一個新的迴

路，觀想與癌細胞「和平相處，各安其

位」，或者與它展開一場靈性對談，勸

它不要輕舉妄動，大家可以像親人、朋

友一般相處。

日積月累下來，身體裡的癌細胞種子

就會漸漸回復到原始清淨、純潔的淨化

狀態，不會造成任何不好的影響，甚至

還能幫助病友度過難關，扼殺癌細胞的

成長。關於這一點，臨床上已經有許多

成功的例子。

許多癌友就是以這種方法來管理他

們的癌症，即使動過手術後，發現身體

裡可能還有癌細胞蠢蠢欲動，他們卻不

想再開刀，於是便採用這種設法回到清

淨狀態的練習，減少癌症復發的機會。

事實證明，此一方法確實有效，許多癌

細胞種子才剛冒出頭，很快就被打壓下

去；而當癌友持續這麼做時，它們永遠

也不會有機會冒出頭。

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當成是一個種子，

去散布推廣這些安心、淨心的方法，讓

更多人能夠脫離這些苦難；讓癌細胞的

種子即使永遠不死，也會逐漸凋零。

（本文摘自《新手癌友:平民小資療法》/大塊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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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溝通」似乎成了顯學。

不管你是從事哪一行、做哪種工

作，甚至包括家庭裡的親子關係、夫妻

關係等，無不重視「溝通」這兩個字：

總統要和民眾溝通，好獲得民心；政客

要和選民溝通，好獲得選票支持；老闆

要和員工溝通，好讓他們努力工作；老

師要和學生溝通，好讓他們認真學習；

父母要和子女溝通，好讓他們懂事成

熟；夫妻之間要相互溝通，好令家庭和

諧美滿……。似乎，一切成功都離不開

「溝通」。

成功的溝通，需要對話。如果一個得

了癌症的病患要和自己的癌細胞對話，

該說些什麼？又該怎麼說呢？

如果要我說，有兩句話、八個字必不

可少：和平相處，各安其位。

不要逼反癌細胞

就像人一樣，當被環境逼迫不得不鋌而走

險時，當然會變得很頑強，很有殺傷力。

一位著名的國內癌症專家告訴我，在

他經手的上千名癌症病例中，發現現代

醫學所進行的癌症治療，造成大部分病

人不是死於癌症，而是死於下列三種原

因：即餓死的、毒死的、嚇死的。

「餓死」是因為多數病人在進行化

療或放療後，腸胃吸收不好，常常無法

進食；「毒死」是因為化療用了太多

藥，免疫系統崩潰，得到感冒等併發症

致死；還有就是被自己得癌而「嚇死」

的。

這番話令我三思，在臨床上這樣的事

情，事實上是存在的。我看過很多癌症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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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本來不會那麼快

死，打了化療藥劑之

後，卻因併發症而死，

或者因副作用殺傷力太

大，食慾降低而餓死；

當然痊癒者也很多。

我們並非鼓勵癌症病

人不去做標準化治療，

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

舉，比例越來越高，所

以許多從事傳統癌症治

療的人，抑或醫生、學

者也都已經開始反思。

癌細胞有兩種，一

種是你無法控制的細胞；一種是因為環

境改變而不得不被動改變，改變到我們

無法控制，甚至危害到我們自己的癌細

胞。一般抗藥性很強的癌細胞，通常最

難控制，很難殺死，因為環境逼得它如

此。就像人一樣，當被環境逼迫不得不

鋌而走險時，當然會變得很頑強，很有

殺傷力。

我覺得最重要的治療模式，不是企圖

以對抗、殲滅、移除的方式，一勞永逸

的把癌細胞殺死。這麼做看似解決了問

題，其實具體效果值得探討。因為癌細

胞很小很小，西醫會說把腫瘤切除、化

療、放療療程做完就沒事了；可是看不

到不代表就沒了（癌細胞）？！當癌細

胞像雜草般春風吹又生，又從很小很小

的種子成長、茁壯，甚至轉移、蔓延、

擴散時，該怎麼辦？

況且，人跟人之間會相互影響，聲

氣相通，癌細胞也一樣，不管好事、壞

事，往往都是成群結隊，就像年輕人一

起飆車、闖禍一樣。一個人做壞事還

好，最怕是一群人集體霸凌，那才真的

是尾大不掉，難以應付。

而我看到的幾件成功案例，不管是

採用何種治療過程，病人採取和癌細胞

「和平相處，各安其位」的方式，都有

皆大歡喜的結果。

和平相處．各安其位，癌細胞變乖了

與癌和平共處，當致癌的情境改變後，

癌細胞馴服了，甚至消失、蟄伏了。

癌細胞若有靈性，當然不希望宿主死

亡；如果宿主死掉，它也無法存活，可

謂兩敗俱傷。因此，不管是宿主或癌細

胞，「和平相處．各安其位」應該算是

一種雙贏的策略。

如果癌細胞因為某種不得不變的原因

而成長，你給它一口飯吃，它就住在那

裡不影響你，總比「與敵偕亡」要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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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我有一位癌症四期的病人，全身

都是癌細胞，就是採用「和平相處．各

安其位」的方法，撐了十多年，超過醫

師預期的三個月壽命數十倍，雖然一路

走來不免辛苦，但目前依然健在。

我常舉例，癌細胞像是自己生的壞

小孩，不是多壞，只是難以控制。他每

天回到家，如果看到爸媽還願意煮飯給

他吃，房間也溫暖舒適，就不會到處去

撒野、作怪。他在外面也許是一個壞小

孩，但回到家還是可以乖順，至少可以

維持一個起碼的平衡。

雖然我用「壞小孩」來比喻癌細胞，

但其實好、壞很難定義，應視其立場而

定。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癌細胞當然是

壞的；但若從它的角度來看，也許身為

宿主的我們才是壞的，不但無法提供理

想的蟄伏環境，還把過錯全推給它，一

心想要殺死它、除掉它。

至於「各安其位」，就是不要採取過

激的行動逼反對手。當發現癌細胞起來

時，該做的是對讓癌細胞惡化的因素或

情況進行補救，讓它不繼續惡化，甚至朝

向我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變得馴服；而

不是朝向我們不樂見的方向演化。

但在還沒有改變這些惡化的情況或因

素時，先不要敵視它、仇恨它，不要採

用趕盡殺絕的方式，反而要與它和平相

處，各安其位，為數不少的末期癌症病

人，就是這麼做的。

我有一位病患是九十三歲的阿嬤，

被醫院診斷為大腸癌，還拿到重大傷病

卡，表示這診斷經過很嚴謹的鑑定。她

並不害怕，也沒有恐懼，只說：「我已

經這麼老了，不想治療。」從此沒有再

回去看西醫，但會來看我的門診。

過了一年多再看到她，想不到她依然

健在。癌細胞沒有變大，也沒有變小，

但癌細胞的中間卻硬掉、鈣化了。有一

回家屬陪同來看診，說他們再去檢查，

醫生說原來的診斷是錯誤的，阿嬤並沒

有大腸癌，因為她的體內已經找不到癌

細胞了。家屬無法接受這種說法，批評

道：「明明做了這麼多檢查，連重大傷

病卡都發給我們了，怎麼會沒有大腸

癌？」

我的理解是，阿嬤的大腸癌是確診，

而癌細胞不見了也是事實。這並不一定

是我開的藥發揮奇效，很可能是這位阿

嬤心態平和，得知罹癌後並未驚恐，也

可能因為年事已高體力衰退，沒有接受那

些可能把她毒死、餓死的積極性治療。因

為與癌共處，讓癌細胞失去了活躍的本

錢，而當致癌的情境改變後，癌細胞馴

服了，甚至消失、蟄伏了。

因為「和平相處．各安其位」，曾經

一度頑劣的小孩變乖了，不做壞事了。

（本文摘自《新手癌友:平民小資療法》/大塊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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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人把「癌症」當作跨越二十世紀

與二十一世紀的「世紀之症」，

是猖獗於現代社會的重大病症，因此自

然要用現代醫學的方法去對付它、治療

它、消滅它。但事實上，癌症自古有

之。

以前就有癌症，只是中醫很少用

「癌」這個字，而是用「瘤」或其他奇

奇怪怪的名稱，如石癭（甲狀腺癌）、

乳岩（乳癌）、失榮（淋巴轉移癌或惡

性淋巴瘤）、噎膈（食道癌）、腸覃

（卵巢癌或大腸癌）、癥瘕（女性生殖

器官腫瘤）、石瘕（子宮癌）、崩漏

（子宮頸癌）、積聚（大腸癌）、痞氣

（肝癌）等。而中醫典籍中對於這些病

症的形成原因及症狀描述，莫不與現代

的「癌症」符節合拍。

當然，中醫對這些病也有一套不同於

西醫的理論及治療方法。

中醫的癌症理論與治癌方向

中醫藥治癌是從人的整體觀念出發，不僅

要消滅癌細胞，還要提高自身免疫功能

（正氣），從而增強抗癌能力。

中醫認為癌症是一種全身性疾病的局

部表現，與人體的免疫系統有著莫大關

係。在中醫文獻《靈樞•百病始生篇》

中，提到癌症的發生原因是「壯人無

積，虛則有之。」這說明癌症多在「正

虛」的基礎上產生，所以多發於老人或

脾腎衰敗的人身上。

《內經》說：「邪之所湊，其氣必

虛。」癌症的原因，可分外因和內因，

外因與感受外邪（病原體）有關，內因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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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七情內傷、飲食失調有關。中醫將包

括了心理、生理、營養及季節、環境等

複雜原因，歸納為四類：情志鬱結、

臟腑失調、飲食不節，以及外感六淫

（風、寒、暑、濕、燥、火）。

這些因素若長期作用於人體，就會

造成人體陰陽失調，正氣衰退，為癌症

創造了有利的生長條件。當癌症迅速發

展時，又會進一步損耗正氣，致令臟腑

氣血失調，同時並產生痰結、濕聚、氣

阻、血瘀、鬱熱等病理因素。

這些因素與正虛並存，互為因果，會

形成惡性循環，使癌症不易治癒。

中醫藥治癌是從人的整體觀念出發，

對病因進行「辨證論治」，辨別寒熱虛

實，其目的不僅要消滅癌細胞，還要提

高自身免疫功能（正氣），從而增強抗

癌能力。

中醫治療癌症的手段有「攻」、

「守」兩大方向。前者「祛邪」，即根

據「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結者散之」

等中醫理論，選用相關藥物，達到消除

癌細胞的目的。而後者則是「扶正」，

即運用補益藥物，增強病患的抗病能

力，調整人體內部平衡，以控制腫瘤的

發展。

祛邪和扶正的結合是治療癌症的關

鍵，但如何確定扶正與祛邪的主次，必

須運用辨證治療的方法，根據病患的體

質強弱，病程長短，腫瘤大小，以及早

期、晚期等具體情況，使祛邪和扶正結

合起來，相輔相成，全面考慮後而決

定。

一般而言，早期的癌症，邪氣熾盛，

正氣未傷，故以攻邪為先，採用清熱解

毒、活血散瘀或除痰攻結等藥物為主。

中期癌症的邪氣未減，正氣已傷，故當

以攻邪兼施，採用清熱解毒、活血化瘀

或除痰攻結藥物為主，適當結合扶正培

本的藥物。而如果到了晚期癌症，或放

療、化療、手術之後，此時邪氣不減或

大邪已去，正氣虛弱，故採用益氣養

陰、補氣補血的藥物，再適當配合攻邪

的藥物。

現在中醫在治療癌症時偏向「守」，

其特點包括：1.阻止癌細胞增長；2.提

高抗癌效果；3.防止癌症復發；4.減緩

癌症帶來的痛苦。

這和現代醫學主流的西醫重視確診過



B 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44

程，輕忽病人本身情況，並以殺死癌細

胞、消滅腫瘤的治療方式大不相同。

現代醫學處理癌症的過程

集中精力在確診上，「病人」本身的情況卻被

弱化，甚至是被輕忽了。

在健康檢查日益受到重視的現在，

大部分的癌症病患都是在症狀不是很明

顯，或甚至根本尚未顯現時，於健康檢

查時意外被篩檢出癌症。例如，胃癌的

患者只是有一點兒胃痛；肺癌的病人咳

了一點血，自己渾然不知大難臨頭，直

到檢查報告出來，才發現自己得了這世

紀之症。

接下來，他得耗很多時間去做「鑑

別診斷」（difference diagnosis）所

需要的相關檢查，包括各類醫學影像

分析（image analysis），諸如大家

所熟知的照X光、電腦斷層掃瞄（CT）

等都是。這些流程要花一點時間，如

果還要做穿刺、病理切片等，至少

得花兩個禮拜或十天以上才能夠確診

（confirm diagnosis）：是肺癌？肺

腺癌？大腸癌？胃癌？或腦癌、乳癌？

是哪一型的癌？又到了哪一期？確診之

後，才有辦法訂治療流程（treatment 

procedure）。

對現代醫學來講，這一套流程是固

定的，但對病人而言，在確診前的這段

時間都在等待，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始

終活在等待被告知：「你得的是○○

○。」的狀態中。

這種前途茫茫、晦暗不明、自己無從

把握的心情十分難熬。於是，很多病人

開始自己去搜尋資料，找書、上網、去

問人……問題越問越多、越亂。常常是

病人找了一大堆資訊，結果卻是資料越

多越迷惑，心情十分紊亂。

事實上，在完全確診之前，有經驗的

醫師通常已做出判斷，但在避免產生不

必要的醫療糾紛的前提下，通常他們不

會在第一時間給出答案。

這對醫院或醫師的確是一層保護，但

對病人或家屬卻是一種煎熬。

在這過程中，現代醫學集中精力在確

診上，「病人」本身的情況卻被弱化，

甚至是被輕忽了。假設甲、乙兩病患同

樣得到乳癌，可是甲的本身情況較好，

而乙的身體情況卻很糟糕，這時就算他

們是同一位主治醫師，其所接受的治療

程序幾乎都一樣，不會因兩人的情況不

同而有差異。

中西醫在對待癌症上的重點不同。常

見的說法是「中醫辨證，西醫辨病」，

也有人說西醫是微視（micro）醫學，而

中醫卻是巨視（macro）醫學。

中醫學中的「症」、「證」、「病」

的概念是不同的，但三者之間又有著密

切聯繫。所謂「症」，是指疾病的個別

癥狀，如發熱、畏寒、口苦、胸悶等；

而「證」是指證候，即疾病發展過程

中，某一階段所出現若干癥狀的概括。

因此，「症」是疾病的現象，「證」則

反映疾病的本質，而「病」是對疾病全

程的特點與規律的概括。

臨床上，醫生根據疾病的主要表現

和特徵，確定疾病名稱的過程稱為「辨

病」。醫生辨證則是通過由望、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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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切所獲得的系列癥狀，進行綜合分

析，辨明其病變部位、性質及邪正盛

衰，從而作出診斷的過程。

就 癌 症 而 言 ， 西 醫 重 視 的 是 治

「癌」，以消滅既有的腫瘤及癌細胞為

主，而中醫重視的是治療病人本身，強

調「扶正固本」。

以西醫為主的現代醫學，其嚴謹度

是在「定義」上，要花許多時間在確診

上，不厭其煩；而一旦確診，反而變化

不大，幾乎都是按照標準流程進行治

療，如開刀、化療、放療等。基本上，

這種作法已經抽離了對「人」的考量。

接受以西醫為主的現代醫學養成教

育的醫生，在確診為癌症後，首先會考

慮的一系列問題是：這個癌症是長什麼

樣子？（如是乳癌，它的基因檢測如

何？肺腺癌，對哪個藥會有反應？）

這癌症表現出來的症狀為何？是在哪

一個時期（stage）？哪一型的癌細胞

（cell type）？如有變化，是轉移到

了哪裡？以及，我要用哪一種治療計畫

（protocol）？……等，幾乎完全是制

式反應。

當然，接下來的處置也是制式的：

針對這種癌症啟動標準化治療計畫。這

些治療計畫包括開刀、化療、放射線治

療、電療等，都是現成的，視癌症類型

和位階而定；可能採取單一手段，也可

能綜合使用。例如，鼻咽癌的病人因為

患部的關係，放射線的治療效果較為明

顯，在初期就多採用放射線治療；乳癌

的患者，則多半採取綜合的手段，先外

科手術切除，再以化療及放射線治療。

總之，只要定義好，馬上照章辦事，

就是用這一套。當然，也可能醫生會有

不同的「組合」：A套餐是哪三種藥，加

起來要打多久……；B套餐是……。但通

常他們在對應的主要是「病」：這是哪

一型的癌症以及到了哪一期……等，而

不是去重視每個病人的症狀，包括症狀

的輕重強弱。

以化療為例，西醫在進行化療前，即

使發現病人狀況很好，但如果白血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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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低於三千，通常就不會進行化療。因

為根據他所接受的「金科玉律」：癌症

病人接受化療的唯一條件是看白血球數

目夠不夠？即使病人看起來情況不錯，

但檢驗出來的白血球數目低於三千，在

擔心化療藥物會完全摧毀身體免疫系統

的考量下，會決定暫緩實施化療的療

程。反過來說，即使病人的狀況不好，

但如果白血球數量夠，醫生照樣會施打

化療藥物。

只看病理檢驗出來的數據或影像，雖

然很科學、很重要，但畢竟缺乏了一些

「人」的因素。大家所關心的是影像中

出現的那個陰影、那個腫瘤，以及資料

中所顯示的那個東西，反而和「人」抽

離了。

多年執業下來，我一直覺得，人是

活的，並且始終處於變化中。畢竟，

「癌」是長在人的身上；所以，我們要

治療的是病人，而不是「癌」。

中醫看人、看症狀
 

針對病人的「人」及「症狀」來做治療，

改善病人的情況，增強病人的體力，減輕

病人的痛苦。

相對地，中醫對於治療的哲學是不一

樣的。

以症狀的治療而言，中醫不會去看病

人的「病」，都是在看病人的群體症狀

及整體情況，再找出治療方案，也就是

「辨證論治」。

在中醫裡只認「證」，我們根據

「證」來治療病人。這個「證」，指的

是一個群體的症狀（symptoms），而

這個「證」隨時在變動。在治療的過

程中，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他的

「證」會改變；而不同的人，不同的癌

症，也可能會有同樣的「證」。

「辨證論治」是中醫在治療時的一

個主要方法，就是把很多錯綜複雜、相

互影響的狀況歸類，使其簡單化、單純

化。從中醫的語言來講，就是將所有症

狀歸類為八個群體症狀（八綱）：寒

熱、虛實、表裡、陰陽。

受過專業訓練的中醫師，經過把脈、

看氣色、舌頭，最後歸類。「陰陽」是

兩個大體，「表裡」代表病位的深淺，

通常癌症病人都屬於「裡」，而「表」

則是比較表面的症狀，「寒熱」就是當

下的狀況是寒或熱；最後，綜合這些資

訊，歸類為或「虛」或「實」的一個總

體觀。若以癌症為例，通常都是虛實夾

雜。

有時病人會跟我說他咳嗽、氣胸、無

力，而我就要用把脈、觀察氣色、看舌

頭等方式得到一些症狀；病人主訴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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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加上我的專業所得，匯總在一起，形

成了一個群體症狀。這種「證」的範圍

比較大，而且比「症」更嚴謹，有更多

的訊息在裡面。例如，咳嗽不是只有簡

單的咳嗽症狀，還要從病人的脈象裡看

出他咳的情況，是咳了多久？是氣虛的

咳嗽嗎？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同一種

癌，也會因每位病患的體質不同，而在

症狀上有所變化；或者，即使是同一種

癌症的病人，在不同時期，也可能產

生不同的證型。例如，癌症病人化療

後開始出現氣虛、嘔吐、拉肚子的症

狀，可能就和化療前不一樣。同一個

病，「證」卻一直在變，我們就得根據

「證」來調整、做改變。

因此，中醫不會去看：腫瘤多大了？

屬於哪一型？在什麼位置？而是觀察病

人在癌症過程中，所出現症狀的種種變

化、病人的身心狀況，以及此一病症的

本質與起因，然後，再根據對於症狀的

判斷來進行治療。

以前述的西醫以白血球數目來決定

是否給予癌症病患化療為例，如果換做

中醫，會以病人所表現出的「證」為主

要依據，即使白血球數目未見得符合西

醫的標準，但中醫從病人的綜合症狀考

量，如覺得病人的狀況不錯，依然可以

施打化療的藥物。因為病人所表現出來

的綜合症狀，可能顯示其身體正在源源

不斷製造出新的白血球來鞏固防疫系

統。

換句話說，中醫是針對病人的「人」

及「症狀」在這個人身上的表現，然後

來做治療，所以治療手段或方案會視各

種因素進行調整，變化很多；不像西醫

對付癌症的手段很簡單，來來回回就是

那幾種「標準方案」，很少視情況調整

細節。而現代醫學主力的西醫，則是針

對癌症本身做治療；前者改善病人的情

況，增強病人的體力，減輕病人的痛

苦，而後者則抱著「除惡務盡」的精

神，一路追殺癌細胞，務求蕩平滌清，

即使「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亦在所不

惜。

中西醫結合的策略

中西醫兩者並不衝突，

甚至可以相輔相成，何樂而不為？

中醫的整體觀包含了對病人症狀的

一個整體、宏觀的考慮。西醫的看法是

「微觀」，去看很細微的東西，如癌細

胞機轉等。這兩種我都曾經歷過，最後

我選擇回到宏觀，但我也贊成中西醫合

作來治療癌症病人。

癌症的治療，主要分為「殺滅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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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及「培養人體抗病能力」兩大方

向。根據我這幾年來的經驗，中西醫學

確實可以在這上面做良好的結合。譬如

在以西醫手段消滅惡性腫瘤、殺死癌細

胞時，也可以援引中醫方法來緩解病人

不舒服的症狀，讓病人較舒服。

這兩者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

成，何樂而不為？

現代醫學重微觀性的「辨病」，運用

化學、物理、生物等驗證方法，來剖析

癌的形成、擴散和轉移，以在臨床上對

治療各類型癌症提供佐證，在確診分期

素食者面對化療的問題

我是一位四期肝癌患者，當醫生告知之後接下來就是一次一次的化療。我

是跟醫生很配合的病患，當然化療帶給病人的反應是分分秒秒不舒服，對食物

反胃一直想吐，生不如死，但是為了日後強壯身體有本錢跟病魔搏鬥，還是要

吃，多多少少能吃多少就算多少。有些病人化療一半落跑，就因為受不了噁心

想吐，實在可惜。

在化療時，一般人會同聲的告訴你，說為了體力要改吃葷食才有足夠的體

力跟病魔作戰。但一開始我就定下不吃葷的決心，要跟病魔戰到底，但是因一

次一次的化療，白血球從本來的六千降到三千左右，只要低於三千以下就不能

作化療，要等白血球升高了之後才能繼續療程。當在苦無對策之際，在眾多病

友之中，菩薩派一位病友突然說，提升白血球方法必須吃香蕉，最起碼一天一

根，三餐吃更好。十二次的化療到第三次時白血球已降到近三千，吃香蕉之後

升到原本的六千，就可繼續化療，解決我的難題。

而紅血球的血紅素是靠醫生的幫忙，打營養針就能解難題。一切OK！面對病

魔共相存。每個人都有病，想通了要放下，以平常心看待，醫生特別交代平常

不忘運動，有練氣功當然最好（如長生學、太極拳），這對自己有幫助，要有

恆心持之以恆。

不要忘了，再次提醒大家也能告訴大家，化療時要提升白血球的方法就是吃

香蕉寶貝，也避免為了提升白血球葷食，可惜，可惜。

                                                                
                                   菩提人 上

                      (此文為作者經驗，請視身體狀況斟酌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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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癌方面極有幫助，值得借鏡。但當你

和病人說：「你的基因型態是哪一型，

你的癌細胞擴散到肝細胞的第幾個位

階……」時，病人通常都聽不懂，因為

太複雜了；連受過醫學訓練的人，都不

見得能完全聽得懂，何況一般人。病人

只知道「我哪裡不舒服……」，希望症

狀得到緩解。

中醫藉由辨證論治，考慮的是病人整

體（全身）的調理，不會說乳癌就只治

療乳房，肺癌就只治療肺部，也不會像

西醫一樣同樣的病都開類似的藥；中醫

會針對每個人不同的體質、不同的證型

去治療。

西醫可能在腫瘤切除、化放療結束

後，就告訴病人：「你身體沒有癌細胞

了，已經好了。」但是一般化療與放療

的「攻邪」藥效過強，常常會傷及既有

的正氣，治療到病人身體越來越虛弱，

睡不著、吃不下、疲憊、腹瀉等等。

中醫和西醫在進行結合性的治療時，

並不會衝突。中醫可以減輕癌症病人在

治療時的副作用和毒性，並可以增強放

療、化療的敏感度，使治療更具成效；

而在手術後，還可以加速術後的復元。

就算是癌末病人，當西醫無法治時，仍

可以透過中醫來減輕病人的痛苦與不

適。

其實，結合中西醫體系的治療，是一

個很有效率的癌症治療模式。將治病交

給西醫，讓西醫來主「攻」，殺死癌細

胞。在此之後，病人會出現「虛」證，

包括產生種種併發症、副作用等，這時

中醫就以「守」的方法來恢復病人身體

健康。

殺滅癌細胞，在中醫領域稱之為「攻

邪」，改善自體抗病能力，稱為「扶

正」。西醫擅長「攻邪」，而中醫擅長

輔助加強身體正氣的「扶正」，也就是

提升免疫功能，培養抗病能力。一攻一

守，各有長處。

雖然中醫學裡也有「攻邪」之道，我

也碰過不願接受西醫開刀手段而想以中

醫手法來「攻邪」的病患，但在當前的

時代背景下，比較多的情形還是病人去

接受西醫的「攻」，攻完了以後產生副

作用，或者正氣受損，這時我們就可以

「守」來進行治療了。

但治療癌症病人時，永遠要記得，癌

是長在人的身上，如果在針對癌細胞做

治療時，同時能夠治好他的人，那當然

是最好不過了！（本文摘自《新手癌友:平民小

資療法》/大塊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