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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心理学的阴阳睡梦观

王 克 勤4

(s慧笼汪省；阳襄研究院，嘧尔演}≯“i辅街l铊{{=}，15∞36)

摘要在“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生命观及“心主砷明”一元

论思想疆导下，运用髓麓学说阐释疆隈与梦的理论，强调脏瓣气

血的阴阳变化是睡梦形成的物质基础。，寤寐的交替过程，就是

卫阳之气由鹏入翻及由阴出阳的过程。正因寤密之理本于阴

阳，所域生活起居法于翳麓，才有翻于心身建隶；寤寐失常谲于

阴阳，才堪称为治疗大法。砸中梦境，也与脏腑阴阳盛衰密切相

关，据此可作为疾病脏腑阴阳虚实辨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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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与梦都是意识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是人的

篓要生理心理现象，魄是中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睡梦的机理很复杂，中医心理学在“天人相应”、

“形神合一”的生命观稚“心主神明”的一元论思想指

导下，运用阴阳学说阚释睡梦，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心

理学阴阳睡梦理论。

l睡眠与阴阳

睡眠具有恢复精力、解除疲劳的作用，是身心健康

的重要保诋。现代心理学认为，睡眠不仅是觉醒的简

单结束，也是大弦产生酶一个主动瓣刹过程；睡褒并非

完全失去意识，而是处于与清醒相对的意识状态。中

医学认为，睡眠属阴，谓之“寐”；觉醒属阳，谓之“寤”。

寤寐是人势之荐处予阴陋动静的薅静不同状态，寤寐

的交替循环即是阴阳的动静变化。因此阴阳变化与睡

眠关系至关重要。

l，l寤寐与昼夜麓隰消长：“疆出丽箨，嚣入磊息”，这

是人类顺应天之阴阳消长变化的基本活动规律。《素

问·金匮真言论》日：“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

也；蠢中至黄昏，天之阳，鹾中之鬻也；合夜至鸡呜，天

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

故人亦应之。”“日出”为昼，“作”是觉醒状态下的活

动；“毽入”为夜，睡眠是“息”麓最佳方式，因就便形成

了寤寐的昼夜阴阳日节律。寤寐的日节律能使人有作

有息，有劳有逸，有张有弛，是生命活动顺应天之阴阳

变讫最重要、最明显的节律，对继康具有重要意义。

1．2 寤寐与卫气阴阳出入：阴主内、阳主外，阴阳出入

即指由虎出外与由外人内。卫气运行的阴阳出入是人

身之气运动的主要内容。卫气运行顺应天之阴阳变化

日节律，即《灵枢·营卫生会》所说：“卫气行于阴二十

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两起，至阴

丽止⋯⋯日入阳尽丽阴受气矣⋯⋯平旦阴尽而阳受

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正常情况下，寤寐的日节

德与翌气运行的强节律是同步的，强p卫气由姻人阴则

寐；：l：乏气由闭滋阳则寤。睡眠随着卫气运行的阴阳出

人，形成了目瞑目张的寤寐规律。卫气运行的阴阳出

入爨节律，常常受到如年龄、绺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寤寐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灵枢·蓠卫生会》

日：“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

其常，敬昼糠露夜瞑；老者之气巍袭，其飘肉桔，气道

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

精，夜不瞑”，阐述了不同年龄的寤寐特点。青壮年气

盘充盛，飘肉丰满，气道澎翻，卫气懑入畅行无阻，故昼

精夜瞑；老年人气血不足，肌肉消伐，气道滞涩，卫气出

入缓慢，故昼不精夜不麒；而小儿为“稚阳之体”，卫阳

之气常滞鍪予阴分，出鬻慢两短，敖睡眠对闻长。《灵

枢·逆顺肥瘦》日：“肥人⋯⋯其皿黑以浊，其气涩以

迟”，“瘦人⋯⋯其血清气滑”，故肥人多欲寐而嗜卧，

因其多鬻虚阴盛，分肉致密，气道不畅，卫气出入溢涩

而常留于阴分；瘦人则少寐而多动，因其多阳盛阴虚，

肌肉解利，气道通畅，卫气出入无阻而常留于阳分。若

受到翔不良生活习臻等人失因素，营翌不霸、五脏失调

等病理因素的严重干扰，均可致使卫气运行失常，则正

常的睡眠节律必将遭到破坏而出现睡眠障碍。

l。3寤寐与心神阴阳动静：睡眠与觉醒是意识状态的

不同表现形式，既是生理过程又是心理过程，均受心神

的主宰，与心神状态的阴阳动静密切相关。阳主动，阴

主静，心神安静是入睡的基本条件，正始《景岳全书t

不寐》所云：“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

则不寐。”寐是心神处于阴静的状态；丽寤则是心神处

于黼动的状态。一方蕊，心神动静受卫气阴阳出入的

影响，当卫气入阴则神安而寐，卫气出阳则神动而寤；

另一方面，心李申动静又可控制和影响卫气之阴阳出入，

出于某种需要，人们可数疆不眠，正是“神动剃寤”的道

理。气功锻炼，通过“调神”使意念内守治疗失眠，则是

“神安则寐”的例证。

脏腑阴阳气血盛衰，直接影响卫气运行及心神动

静，因此也与睡眠正常与否密切相关。如脾肾阳虚，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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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足则卫阳久羁阴分，无力出阳，多见嗜睡多眠；心

膊两虚，溺斑不足，心神失养，神不安受|j不寐；心蟹不

交，肾水不能上济心火，神不守舍则不寐。病邪的侵

扰，也可影响心神动静，如情志之火，扰动心神不安蕊

不寐；痰温蒙蔽，心神阻遏不仲而嗜睡；若热邪内陷心

包，心神蔽塞失用则昏睡不醒。因此在临床中，对于失

眠、嗜睡等都要认真审证求因，才能正确的予以治疗。

2发梦与阴阳

《说文懈字》日梦“寐而有觉也”。梦是与睡眠相

伴隧的，在睡眠过程中发生的生理心理现象，具有甓礁

的视、听、运动感觉性想象，但又失去自我与现实墩界

及时间、空间的连续性。和睡眠一样，梦与阴阳变化密

切楣关，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有着重要翡影l癌。

2．1梦与睡眠深浅之阴阳：梦伴随睡眠而产生，睡眠

又有深浅的周期变化，直接影响着梦的发生。就寤寐

露言，寤为阳，寐为醚。睡眠状态j蓠勰主静，僵阴孛又

可再分阴阳，深睡为阴，浅睡为阳。根据熊眠中脑电波

的变化，可将其分为快波(FwS)和慢波(sws)两类。

快波睡眠跑较轻浅，荔受体内外刺激两发梦，诧为戮中

之阳；慢波睡眠比较深沉，不易受体内外刺激而少梦，

此为阴中之阴。阴阳转化，故一夜间出现快、慢波的周

期变纯，蔼肖多个梦的形成。

2．2梦与卫气运行之阴阳：梦受睡眠深浅的影响，而

睡眠深浅变化又与卫气运行密切相关。卫气昼行于5爨

分丽寤，夜行于阴分_丽寐。根据阴气多少，阴又可分为

三阴：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阳主动，

阴主静。卫气行于厥阴时，阴气较少，故睡眠轻浅丽多

梦；卫气行予太阴时，阴气最盛，故睡眠深、沉丽少梦。

2．3梦与神魂动静之阴阳：《灵枢·本神》：“随神往来

者，谓之魂”。就精神活动面言，神是位予最高层次，魂

则位于较低层次。心藏神，蒡手藏魂，二者擞皆属阳，但

神为阳中之阳，魂为阳中之阴。梦的产生是心神因“情

有瘿着”丽动；梦象之奇更l是“人心之灵无所不至”露

成。《类经·脏象类》：“魂之为言，如梦寐恍惚，变幻

游行之境皆是也。”中医心理学认为，梦的产生是五神

之一——魂的活动表现。在觉夔璧状态下，魂与害孛同来

同往，故无“白日做梦”；在睡眠中，神静处于休息和抑

制状态，魂可不受神的约束而独自行动，则为梦。在深

睡眠中，魂懑麓静守予内，故无梦；浅睡眠为撅阴之时，

卫气相对活跃，肝主厥阴而藏魂，魂受卫气激惹不能静

守，故多梦；魂的动静还受心神动静、肝血缀亏的影响，

圜就心李孛不安、盎不舍魂，皆可致魏不安藤多梦。

3梦境与阴阳

梦境，即梦中的景象。梦境的内容变幻离奇，复杂

多端。梦境是机体内外环境变动在睡眠中出现的心理

活动的反映。《类经-梦寐·周礼六梦》记载：“一目

正梦，谓无所感而自梦也；二日噩梦，有所惊而梦也；三

吕思梦，因于思忆而梦也；匿目寤梦，因觉时辑为而梦

也；五曰喜梦，阂所好而梦也；六日惧梦，因于恐畏而梦

也。”可见不同的变动可出现不同的梦境。

当橇体处于阴阳协调酶生理状态下，脏翡气蛊调

和，蓠卫运行正常，寤寐有序，多发“正梦”且醒后即忘；

但若阴阳失调，则脏腑气m紊乱，锗卫运行失常，可造

成“淫邪发梦”，两盘现与阴麓失澜密切摆关鹣梦境。

对这些梦境的辨析，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内经》中记

载着很多“淫邪发梦”的内容，归纳大致有以下四方面：

3。l梦境与概体麓强盛装：“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

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素问·

脉要精微论》)。

3．2梦境与薤膝蘸鬻纛实：(1)五脏气虚之梦境：“赫

气康，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

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

中，蓑有畏恐。肝气虚刘梦觅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茯

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碍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

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是”(《素闻·方盛衰论》)。

(2)五脏气盛之梦境：“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

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

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簇脊两解不耩”(《灵

枢·淫邪发梦》)。

3．3梦境与邪正阴阳盛衰：《灵枢·淫邪发梦》云：“厥

气客予心，则梦觅丘出烟火；客予肺，剃梦飞杨，觅金铁

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

泽，坏屋风雨；容予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予籍胱，

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予大肠，则梦田野；客

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

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剡梦轿首；客于胫，则梦行走面

不能前，及居深地峁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

于胞膪，则梦溲便。”厥者，逆也。厥气，逆乱之气，即邪

气。就正邪焉富，邪为阴，正力爵。邪气盛覆客予驻翡

器官，正气损伤，故出现“十五不足”之梦境。

3．4梦境与部位阴阳上下：“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

堕”(《灵枢·淫邪发梦》)。

总之，睡眠与梦这～特殊的心瑷生理现象，是以脏

腑气血的阴阳变化为物质基础的。中医心理学的睡梦

理论内容鲍较丰富，《志经》对其邑有深刻的认识，我们

应迸一步发掘、整理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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