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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脾阴思想探析

苏建华

(上海市南汇区中心腰院，上海带南汇区惠甫镇人民路3100母，201300)

黧阴是客溪存在的，但是历来被重视和研究不够，

这不利于对晒床脾系疾病及所有相关病症的辨证施

治。研究脾阴对发展完善中医的脏象学说尤其是对指

导中医的睡臻实践具有毒瑟常重要的徐值积意义。探流

溯源，《内经》中已蕴含了脾阴的实质内容，舆有脾阴

学说的原始雏形，奠定了中医脾阴学说的瑷论基础。

本文就范探讨如下。

1脾阴存在的客观性

1．1从阴阳的互根性肴《内经》认为，天地万物皆

壹圈阳构成，翔《素问·隘隰应象大论》霞：“阴陋者，

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人处天地之间，与宇宙一体，亦由阴阳所构成，故《素

阉·宝命全影论》霞：“人生有形，不离隰阳。”瞬与阳

既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无阳则无阴、无阴也就无阳，

人体的阴阳亦如此，如《索问·生气通天论》蠢：“阴平

阳秘，禧享孛乃治，蘸鬻离决，精气乃绝。”鬻鬻曩鸯依存

条件，所以，脾脏既然有阳、也就必然有阴。天地阴阳

的对立统一，维持着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发展，人体脾脏

雕隰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瓣粒本身并维持其功能活动。

1．2从阴阳各自功用肴 《素问·五常政大论》曰

“阴气内化，雕气外荣”，《素问·生气通天论》日“阴

者，藏精孬起薅也；陋者，卫外两为蘑氇”，《素闽·黼

阳威象大论》同“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

也”。从这些论述看，阴阳各自的功用不同不能互相

代替，独阴或独鬻均不能构成宇蜜阏的任德事物，鄂所

谓“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是也。《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豳“阳化气，阴成形”，《素闻·天元纪大论》谓阴阳

“在天为气，禚她成形，形气褶感爵亿生万物矣”，《素

问·调经论》网：“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

满之外，阴阳匀乎，以充其形。”以上论述说明：有气无

形或有形无气，皆不能构成宇宙万物，只有“形气相

感”“阴阳匀平”才能“以充其形”而化生宇宙间的一切

事物。对人体、对脾脏来说亦如此，既不可光阳、也不

可冤阴。

2脾阴的生瑷——性质、来源及生理功能

2。l脾阴的性质及来源 《素问·金匮真言论》酲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索问·

奇病论》日“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

液在瓣”，隋·扬上善谓：“滚在脾鬈，五谷液也Hl。”

《素问·太阴阳明论》日“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

从以上论述看，脾阴当指水谷精微所化生的精、津、液

等阴液。《灵枢·本神》酲“葬藏营”，《灵枢·营卫生

会》翻“营出于中焦”，《素问·痹论》曰“营者，水谷之

精气也，和调于蠢脏，洒陈于六腑⋯⋯贯五脏，络六腑

遣”，《灵枢·营气》霞“营气之道，波谷力宝⋯⋯麸薄

注心中。”由于“营”与“卫”相对而言属阴，且因其质地

类血而能化生血，故脾脏所藏之“营”亦属脾阴。《素

闻·寰明五气》融“五脏化液⋯⋯脖为涎”，《灵枢·九

针论》网“脾主涎”，由此可知“涎”亦属脾阴范畴。综

上所述，脾阴的来源是由中焦所化生的水谷精微，其性

质是脾_|l疰所含的精、津、液、营、涎等雕液。

2．2脾阴的生理功能《索问·平人气象论》日“脏

真濡予脾”，明·昊昆谓“溺，泽也。脾气喜濡泽⋯⋯

故五靛真气皆浠泽于薄”疆l，《素闻·五运行大论》巨

“在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索问·

气交变大论》日“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

备，其政安静”，《素闽·五常政大论》露“备亿之纪，气

协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齐修⋯⋯其化丰满，其类土，其

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湿，其脏脾”。从以上所述可

看出，藤阴以其“勰液”的特性而使冀生理功能及其作

用方式显然有别于脾阳、脾气等。它犹如雨(雾)露一

般具有润泽、滋养作用。《素问·玉机真脏论》日“脾

为孤脏，孛央±以灌四旁”，《素闻·邪客》霞“营气者，

秘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

腑”，其所言“灌”“注”“荣”等皆指脾阴的作用。综上

所述，膊阴的生避功能是灌溉、润泽、滋养全身的五脏

六腑、四肢百骸。

3脾阴虚的病理——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

《索闻·酲粥应象大论》巨：“戮胜则阳病，阳胜赠

阴病”，可见人体的阴阳失调导致阳气亢盛则会损阴

而致阴虚，包括脾阴虚。《索问·五运行大论》曰“在

脏为腺⋯⋯其志为恿，恿伤脾”，思虑过度、暗耗阴血，

必损脾阴。《素问·调经论》日“夫邪之生也，或生于

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雕者，褥之饮食居处，阴阳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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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素问·生气通天论》日：“阴之所生，本在五味，

阴之五宫，伤在五味。”以上所述的阴阳失调、阳气亢

盛；饮食不节、过食焦躁、五味所伤；情志不调、思虑过

度、过极化火等，是人体阴虚的常见因素，均可伤阴，包

括脾阴。

《灵枢·本神》日：“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

则失守而阴虚。”五脏阴虚，包括脾阴虚，病因为脾脏

受“伤”，病机为“精失守”。《灵枢·五邪》日“邪在脾

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

是谓若脾胃之阴不足，则可病肌肉痛、热中善饥等，病

因病机及临床表现俱全。《素问·腹中论》日“夫热中

消中，皆富贵人也，今禁高梁⋯⋯禁芳草石药⋯⋯夫热

气傈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胃阴虚之

热中消中，不可更食高粱厚味、更服草石热药，否则将

更劫其阴而致其热益甚。《素问·脉要精微论》谓脉

“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说明“热中”之病

机是阴不足阳有余，即所谓“阴虚生内热”者也。《素

问·奇病论》谓病口甘者“此五气之溢也，名日脾瘅

⋯⋯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

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瘅，热也；脾瘅，脾阴不足而致脾热也，脾瘅内热上溢则

可转化为热中善饥之消渴。以上主要论述了脾阴不

足、阴虚内热所致的“热中”“脾瘅”“消渴”等病。

《素问·生气通天论》日“脾气不濡，胃气乃厚”，

《素问·痹论》日“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

自倍，肠胃乃伤”。明·吴昆谓：“阴气，脏气也。凡人

五脏阴气，静养之则神藏而内守，躁扰之则神耗而消

亡，言养阴气者，宜静不宜躁也。至于饮食以养生，亦

宜节，若自倍之，则肠胃不能克化，适以伤阴耳嵋J。”五

脏阴气，当包括脾脏阴气，而饮食不节所伤之“阴”，当

以脾阴为主。《素问·痿论》日“脾气热，则胃干而渴，

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脾阴虚故见脾气热，脾脏阴虚

气热累及胃则可致胃亦阴虚津伤，故可见胃干而渴；脾

主肌肉四肢，脾阴虚不能润泽滋养肌肉，则可致肉痿。

《素问·气厥论》日“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阴虚脾

热，若移热于肝可致肝阳亢盛而化火，火盛风动则生

惊；肝火上灼窍络则致衄。《素问·至真要大论》日

“太阴司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

有血”，此言“阴气不用”，乃脾阴亏虚不足用也，不能

濡润肠道，则见大便难；不能正常运化水谷精微，故见

饥而不欲食；不能正常统摄血液，则可致咳血唾血。以

上主要论述了脾阴虚致其濡润、运化、统摄失司所导致

的胃肠功能障碍性病变和出血病症。

《素问·示从容论》日：“四肢懈堕，此脾精之不行

也。”《素问·厥论》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

虚则阳气人，阳气人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

竭则不营其四肢也”，《素问·太阴阳明论》日“脾病而

四肢不用何也⋯⋯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

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

禀水谷气⋯⋯故不用焉”，《灵枢·本神》日“脾藏营，

营舍意”，又日“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闷乱，四

肢不举，毛悴色天”。脾主肌肉四肢，脾之阴精充四

肢、脾将胃纳的水谷精微(脾阴)运化输布于四肢，从

而润泽、滋养着四肢。若见“四肢懈堕”“四肢不用”

“四肢不举”“不营其四肢”等症，当知脾阴病也，概因

“脾精不行”“不得禀水谷气”“营亏意伤”“精气竭”等

使然也。闷乱，阴虚躁烦也；毛悴色夭，液枯不荣也。

以上主要论述了脾阴亏虚、肌肉四肢失养而导致的四

肢病变。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日“脾主口”，《灵枢·九

针论》日“脾主涎”，《素问·五脏生成》日“脾之合肉

也，其荣唇也”，《素问·六节脏象论》日“其华在唇四

白”。然为脾生理所主者、亦必然为脾病理所累，故

《素问·阴阳类论》日“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

知，喉咽干燥，病在土脾”。《灵枢·师传》日“脾者，主

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若脾之阴

精不足，失其润泽、滋养功能，则必见涎少口咽干燥、唇

舌少津不华等症。

4脾阴虚的治法

关于补脾法，《素问·五脏生成》日“脾欲甘”，《素

问·宣明五气》日“甘入脾”，《素问·至真要大论》日

“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甘先人脾”，《素问·脏气

法时论》日“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补之”，《素

问·至真要大论》日“土位之主⋯⋯其补以甘”。由此

可见，“甘补”是补脾之基本法，亦为补脾阴之大法。

脾阴乃脾脏之阴液，其功能是润泽、滋养包括脾脏自身

在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脾阴虚既为脾脏之阴液

亏耗，补之则自当以甘润滋养为宜，《内经》虽未明言，

然其理已含之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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