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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阳秘”之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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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出自《内经》，在中医学中作为人体的一种生理常态，是人体最佳生命活动状态的高度概括，指
“阴”以适用为平，“阳”以潜藏为贵，相互协调，维持正常状态。立足现代医学，可以看成是指人体内环境的稳态，而且是一种有

序的稳态。“气阳血阴，人身之神，阴平阳秘，我体长春”，因此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深谙“阴平阳秘”之道，如此才是养生得法，

形神协调，才能实现健康长寿。

关键词摇 阴平阳秘；阴阳相对平衡；内环境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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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摇 生之本，本于阴阳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

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人禀天地之气而

生，本于阴阳，于是周易画八卦，定乾坤，乾为纯阳，坤

为纯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结合，阴阳交媾，才

得以有人身，人生立命之极即在于一阴一阳。人生于

阴阳，这是从生理角度来说的，“阴平阳秘”即是这种

常态的高度概括，是最早的人体稳态模型；“阴阳失

调”“阴阳离决”则是从病理角度来说的。《内经》曰：

“生之本，本于阴阳”，所以只有法于阴阳，维持阴阳之

间的正常关系，才能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

百岁乃去，故《内经·生气通天论篇》曰：“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阴阳是对自然界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

括，它不仅含有对立统一的蕴意，还具有特殊的质的规

定性［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对立、互根、互生、消长、

转化等，《内经》说“阴平阳秘”，概括了生命的最佳状

态，是从整体而言的。阴阳之间存在永恒的运动，然而

有序并且稳定，生命体的活动则本源于这种矛盾运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

阴静阳躁，阴生阳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这

就是所谓之阴阳。

《内经》之“阳化气，阴成形”解释了阴阳为何物。

阴为肉眼看得见的有形物质，而阳为肉眼看不见的无

形的存在，落实到人体，“阴”指人身之躯壳血肉，经脉

肌骨，五脏六腑，包括食入之一切营养物质，“阳”指人

体之生理功能，五脏六腑运动的动力，包括机体抗病能

力，维持内稳态的能力等。《说文解字》中“平”指“语

平舒也”，指阴精必须平和，不偏颇，适量，丰满；“密”

字，字典中有五意：一者，稠密，细密；二者，密切，亲切；

三者，寂静；四者，密闭，闭合；五者，秘密，隐蔽。“固”

者，即是坚固也，《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

可知阳气的作用之一是作为守卫体表的士兵，如人体

之抵抗力，使肌表坚固而可抵御外邪的入侵，故本句中

的“密”的意思应为“密闭，闭合”较为妥当，意思就是

阳气必须密闭，只有阳气密闭，才能使得机体有着坚固

的卫外屏障，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总而

言之，“阴平阳秘”即是指：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

患多，其要在秘。有形之躯壳，是后天之体质，是一团

死机，阳则是运行于其中之能量动力，使死机化成生

机。人体之阴血津液，食入之一切营养物质，在于供阳

之用，要谋供求相等，以适用为平，过则无益，成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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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害［圆］，缺也不可，立足现代生理学，阴不足，可以看

成营养不良之证，阴太过，则成营养过剩之病。阳指人

体运化之功能，抵抗疾病之力量，不患多，而以潜蓄秘

藏为贵，若以势妄作，亦足以致病，《内经》曰：“阳气

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

明。”阳之作用，则相当于天之一丸红日，发育万物，生

养命根。《内经》又云：“凡阴阴之要，阳密乃固，两者

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味圣度。故阳

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阳气在生命中有主导作用，主

动、主热，有温煦、鼓舞、固卫及化生阴精等作用，上面

所讲阳为功能，故须平密、冲和、安静，若阳气过亢，势

必销铄阴精，阴精多损，阳无根基，则阳亦必随之而

虚［猿］。《周易》画先天八卦以明后人人身立命之根，乾

坤交媾，乾分一气落于坤宫，化而为水，阴阳互根，变化

出后天坎离二卦，元阴元阳二气往来，遂化生中土，万

物赖焉，人身亦赖焉。郑钦安重视坎中一阳，称之养于

坤土之下，潜于坤水之中，即《周易》所说“见龙在田”。

阳气秘藏，虽无飞腾之志，却有化育之功，水中有阳，而

水不至寒极，地得阳潜，而地能冲和，可见水土和德，阳

秘乃固，人体之功能方能正常发挥［源］。

简而言之，“阴”就是指物质之人体，“阳”就是指

人体之功能，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平”指人体组

织器官的生命物质质量在正常范围内，“阳秘”指人体

的各种内外调节功能正常［缘］。故古人说：“形与神

俱。”形体与机能相协调，方能维持健康。

圆摇 阴平阳秘不等于阴阳平衡
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处于永恒的运

动中，互根互用，也存在对立斗争，《易传·系辞》曰：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在相对的平衡之中，包含着

绝对的不平衡，也正是这种绝对不平衡的矛盾运动，才

维持着“阴平阳秘”，立足现代之生理学，阴阳运动可

看成是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也证明了

机体内几乎所有的细胞膜两侧都存在着电位差（膜电

位），即细胞膜两侧的电荷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电荷

对细胞的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远］。《格致余论》

曰“天之生物，故恒于动，人之有生，亦恒于动”，阴阳

则通过种种矛盾斗争，通过“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

相错，而变化由生也”推动机体的新陈代谢。

《中医诊断书》中把“阴平阳秘”解释为“阴阳（相

对）平衡”，其实是把概念浅化、简化了。平衡就是矛

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相当于现代物理学的相对静

止［苑］。首先，阴阳在性质上是对立的，这是阴阳关系最

基本的形式，消长转化等都以此为基础，《内经》关于

“阴阳相逆”“阴胜则阳病”等则说明了这一点。既然

是对立的，是非平衡的，由此产生了矛盾运动，生命便

有了生机，同则不继，生化必息。其次，阴阳之间除了

对立还有互根、互用、互生、自和等关系，《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篇》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

也。”阴包括阴血津液，一切食入之营养物质，需要阳之

推动运化，阳为生理机能，需要阴之物质基础，阴藏精，

阳卫外，阴阳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有物质、能量

的交换和流通，是不平衡的。再次，“阴平阳秘”是人

体生理的最佳状态，是阴阳相互运动的总状态，是“矛

盾的暂时的相对统一”，是从整体上呈现出来的相互协

调，是大量非平衡组建而来的，这也是物理的、化学的、

西医的平衡概念难以表达清楚的［愿］。

“阴平阳秘”是一种有序稳态，既不能用“要么是

平衡的”“要么是不平衡的”来定义，更不能把已知的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中的任何一种平衡来定义，应当

尊重“阴平阳秘”的经典含义，从机体的实际过程（而

不是字面）出发，做出更深入的认识和解释［怨］。

猿摇“阴平阳秘”当注重“阳主阴从”
《内经》云：“谨熟阴阳，无与众谋。”万物可分阴

阳，俱为阴阳二气所化，二气交合，阴阳和合，故生物成

物；阴阳二气，互根互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而二，

二而一。要想协调统一，体用不二，处于“和”的状态，

势必一为主，一为从［员园］。《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

顺承天。”乾坤为万物之元始，万物因乾坤的交感运动

而生生不息，但两者之间，乾是“统天”，是主导的，坤

是“顺承天”，是被动的［员员］，是故知阳为主导，阴为从

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生阴长，阳杀阴

藏。”可见《内经》也体现了阳主阴从的思想。《医理真

传》曰：“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

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又如《春秋繁露》所云：“阳始

出物亦始出，阳始入物亦始入，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

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这都体

现了古人重视“阳主阴从”，重视阳气，因此，以阴为

体，阳为用，以阳为主，阴为从。

“阴平阳秘，乃曰平人”，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

人”，是有条件的，这其中的关要，在于阳气。杨上善注

《内经》曰：“人之阳气，若天与日，不得相无也。如天

不得无日，日失其行，则天不明也。故天之运动，要借

日行，天的光明也。人与阳气不得相无，若无三阳行于

头上，则人身不得彰延寿命也。”郑钦安先生深明此中

要害，《医理真传》中最为强调坎中一阳，称之为人身

之真种子，人身之立命及枯荣俱赖于此。是故阳气乃

人身立命之根也，阴阳处“中”处“和”之要道也，“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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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秘”之至要在于“阳统乎阴，阳主阴从”也。

源摇“阴平阳秘”是有序的内稳态
员怨 世纪中叶法国生理学家伯尔纳首先提出内环

境和内环境恒定性的概念，至今稳态已成为现代生理

学乃至整个生命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概念。

《素问·宝命全行论》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中医

的“阴平阳秘”即是人体最佳生命活动状态的高度概

括，与内稳态之本意殊途同归，但要区别于平衡，它更

多指的是一种远离平衡的“有序稳态”。这个“有序稳

态”，即是“阴气和平，阳气闭秘”，体现在人体整体水

平上的功能活动有序调节和稳定，实现整体和局部的

统一，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员圆］。

《内经》曰：“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阴平阳秘”就是一种“平”的状态，仲景称之为“阴阳

自和”，曰：“阴阳自和，必自愈”。而疾病发生的根本

原因即是阴不平，阳不秘，包括“阴阳失调”“阴阳离

决”。因此，调整阴阳，促使“阴平阳秘”，恢复阴阳常

态，就是治疗的基本原则。总而言之，人的全部生命过

程就是在“阴平阳秘”“阴阳失调”和“阴阳离决”这 猿
种基本状态中转化，其中“阴平阳秘”就是人体之最佳

状态［员猿］，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达到“阴阳自和”，这也是

养生治病的目的。

《国语·部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齐。”《内经》

中以“和”为“圣度”，张景岳也提出“故圣人之洼天者，

在于和阴阳而已”。可见，古人很重视“和”的概念，

“阴平阳秘”作为人体健康的最佳状态，正体现了“和”

的精神，是诊断和治疗的标准。古人云：“和也者，天下

之大道也。”“阴平阳秘”既有医学方面的境界，也有哲

学的境界，需要我们去继续探讨，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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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寒 假 热 治 验 举 隅

丁摇 树摇 栋
（山东省诸城市精神卫生中心，圆远圆圆园园）

关键词摇 真寒假热 辕中医药疗法

员摇 典型病例
某，男，源愿 岁，圆园园愿年 缘 月 圆远 日初诊。平素常有畏寒肢冷、

便溏等症状。自 源 月 员圆 日始，每日 员远 耀 圆圆 时出现发热，体温最
高时达到 猿怨郾 缘益，一般都在 猿愿益 耀 猿怨益之间，曾在当地某医院
治疗月余，诊断为“不明原因发热”，先后用青霉素、丁胺卡那霉

素、林可霉素、阿奇霉素、甲硝唑、异烟肼等多种药物治疗，未见

明显效果，故自动要求出院。出院后改投当地某中医治疗，予服

黄连、黄芩、金银花、连翘等清热解毒药治疗，体温不降反升，最

高时达 源园郾 圆益，畏寒症状更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遂停
剩余中药来诊。诊见：身体消瘦，精神不振，形寒肢冷，面色萎

黄，伴全身乏力，头晕心悸，自汗不止，食欲不振，便溏。自述腰

背部冷甚，似有冷水浇灌。舌质淡胖，舌边有齿痕，苔白腻而润

滑，脉沉细。辨证为脾肾阳虚，气血两亏。治宜温肾暖脾，益气

养血。自拟方：炮附子 员园早，桂枝 员园早，干姜 员园早，炙甘草 员园早，当归

员缘早，苍术 员缘早，白术 员缘早，白芍 员园早，半夏 员园早，补骨脂 员园早，鸡内金
员园早，大枣 员缘早，木香 员园早，黄芪 圆园早，党参 员缘早，酸枣仁 圆园早，茯苓
员缘早，菟丝子 员缘早。每日 员 剂，水煎，早晚分服。连服 苑 剂，体温渐
至正常，精神明显好转，食欲改善，腹泻亦止。后改服附子理中

丸、归脾丸调理 圆 周，诸症全消。
圆摇 讨论

本病属中医学真寒假热范畴，是内有真寒而外现假热症候。

其发生的机理，是由于阴寒内盛，格阳于外，阴阳格据而成，又称

“阴盛格阳”。其体温升高为标，而畏寒肢冷、便溏等寒性症状

为本，故用黄连、黄芩、金银花、连翘等寒凉药物治疗无效，反使

病情加重。究其病因，本病乃由脾肾阳虚，气血双亏所致，故用

温肾暖脾，益气养血之法指导遣药组方，亦系循中医学“治病求

本”“热因热用”“甘温除热”“虚则补之”等治疗法则，而不是一

味的用寒凉攻伐之品。“有是证用是药”，药证相符，故能收到

满意的治疗效果。

（圆园员员 原 园猿 原 园怨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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