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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气机升降理论思想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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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机升降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动态角度出发，对脏腑特性、气化功能以及整个人体生命活动进行高
度概括。《黄帝内经》奠定了气机升降理论的学术思想，不仅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万事万物均存在气机升降运动，也确立了人

体气机升降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表现在：确立阴阳升降道路，运用升降理论阐明人体气、血、津液的生成、转化、代谢的生理过

程，运用升降理论阐述脏腑生理特点，运用升降理论阐明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升降理论制定治则治法，运用升降理论解释药物

升降浮沉属性等６个方面，这些升降基本理论为后世医家阐述和发挥升降学说提供理论基础，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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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气”是最原始的物
质，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并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变

化归于—气之升降，正是在这一基本观的影响下，中医

学运用气机升降理论具体描述了宇宙与生命的运动变

化规律及二者关系，并形成了对人体生命过程的独特

认识。《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其中气机升降

（气化）理论是其核心学术思想之一。在《黄帝内经》

中，气化理论不仅有专门论述运气气化的“七篇大

论”，而且也散见于其他各个篇章，因而对其气机升降

理论学术思想的深入挖掘与梳理，对于发展升降学说，

以及为临床工作者提供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

的意义。

１　气机升降运动普遍存在于自然界
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世界

的物质基础，而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即气化的过程）是

自然界事物之间或者自身内部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客观

规律。“天无地之升，则不能降，地无天之降，则不能

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清阳为天，浊阴为

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

由于阴阳之气的不断升降相召、相互感应，而有“雨出

地气，云出天气”的变化，《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在

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人体阴

阳之气的升降出入要受自然界阴阳之气升降消长的影

响，表现为规律性的变化，这种天人相应的变化主要反

映在四时阴阳与昼夜阴阳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正如《灵

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

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

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反映在脉象上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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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脉要精微论》言“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

衡，冬应中权”。

气机升降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在气机的动态消长

转化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升和降是两个阴阳对立方面，

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赖。

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

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

于天”。气之上升至极使之转化为下降；气之下降至极

转化为上升。正是由于气机升降出入的有序运动，万

事万物才得以化生，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气之

升降，天地之更用也……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

矣”“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

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反之，升降出入运

动紊乱失常或者停止，其神机与气立两个方面则会出

现危险或者终止，神机是人体自身的气机变化，主要反

映在气的升降运动，而气立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交

换，反映在气的出入运动，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言

“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

立，气止则化绝”，气机的升降与出入运动是相互联系

的，升降运动停止则气机出入运动必然孤危，出入废则

升降运动必然受到威胁，诚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言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弧危”。

２　《黄帝内经》确立人体气机升降理论的基本原理
《黄帝内经》从气的升降运行道路、生理、病理及

治则治法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升降学说的学术思想，并

为后世脏腑气机阴阳升降出入的特性认识奠定基础。

２１　确立阴阳升降道路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素问·方盛衰论》云“阳从

左，阴从右”，说明了阴右行，阳左行，而从阴阳的属性

来讲，阳则左升，阴则右降。《素问·五营运大论》曰

“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进一

步说明了脏腑位居高者，右行下降，位居下者，左行上

升，如：肺脏位居上焦，其气机以肃降为顺，其下降的道

路以右侧下行；肝位居下焦，气宜疏畅条达和升发，其

道路以左侧为上升之路，即所谓“肝生于左，肺藏于

右”“左升右降”之理。

２２　运用升降理论阐明人体气、血、津液的生成、转
化、代谢的生理过程　阴阳之气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生
命活动的重要体现形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

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而《素问·经络别论》对于

从气的升降运动、津液代谢过程当属升降理论经典的

阐述，即“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

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再

如《灵枢经·营卫生会》云“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

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

脉，乃化而为血”，这里的泌、蒸、化实际上蕴含着中焦

脾胃之气的升清降浊，通过此作用将谷食中的“精微”

上输于脉中，经过（心）肺之气进一步气化而转化为血

液，这些升降运动形式存在于整个生命过程的始终，其

正常的升清降浊是机体的气血津液正常代谢的基础，

共同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２３　运用升降理论阐述脏腑生理特点　气机升降出
入是人体脏腑功能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其随脏腑

功能不同而异。根据“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生理

特点，主要体现五脏以“入”为主的内守基本特征；根

据“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的生理特点，主要体现六

腑以“出”为主的降泻的基本特征［１］，而要保证五脏六

腑的“满而不能实、实而不能满”的特点，则需要气机

升降出入运动的协调平衡。具体到脏腑气机升降出入

亦有侧重，如从人体整体气机运行来看，肺以降为主，

其实肺亦主升；《素问·五脏别论篇》云“水谷入口，则

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可见胃肠皆有出、

入、降。《素问·刺禁论》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

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此言脏腑生

理上升降出入之特性。不仅如此脏腑之间亦存在着升

降运动，如“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则说明是指肝的升

发和肺的肃降之性。

２４　运用升降理论阐明疾病的病理变化　人体疾病
的发生是由于六淫、七情、饮食以及“生病起于过用”

等因素导致机体气机升降失常而致。《素问·举痛

论》言“百病生于气也”，意为提出气的升降失常在疾

病发生的基本作用，可以归纳为三类：在外感六淫方

面，《素问·举痛论》云“寒则气收，炅则气泄”，《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

胜则浮，湿胜则濡泻”，这是因为六气升降失常，作用于

人体致气机升降失常而出现不同的症状；在情志内伤

方面，《素问·举痛论》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

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生

气通天论》云“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

厥”，因而可以看出，气的升降运动与情志的变化有着

密切的联系，此文高度概括了情志过用引起的症状；在

脏腑病机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清气在下，

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

也”，《素问·示从容论》云“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

也”，《素问·脉要精微论》云“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

胀”以及《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病机十九条“诸气鄛

郁，皆属于肺；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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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混浊，皆属于

火；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

迫，皆属于热”，亦可看出升降失常导致脏腑气机升降

失常是产生疾病的重要因素。

２５　运用升降理论制定治则治法　《黄帝内经》中具
有丰富的关于治疗升降失常所致病证的治则与治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

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气虚宜掣引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惊者平之，结者散之，散者收

之，上者下之”，《素问·离合真邪论》曰“以上调下，以

左调右”，《素问·气交变大论》谓：“高者抑之，下者举

之。”《灵枢经脉》云“陷下则灸之”等有关气机升降失

常所致病证的治法。《黄帝内经》运用升降理论制定

治法旨在昭示后学，历代医家概括了涌吐法、攻下法、

消导法、补气升提法及灸法中的升阳举陷以及后世的

宣降肺气法，平肝潜阳法，辛开苦降法，交通心肾法，益

气举陷法等即可谓在《黄帝内经》升降理论及治法上

的提出和运用。

２６　运用升降理论解释药物升降浮沉属性　药物有
升降浮沉四气五味，反映了药物作用的趋向性。《黄帝

内经》为后世医家说明了药物升降浮沉的特性及在治

疗中的药物的趋向性。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辛

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

为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味出下窍（沉

降），阳气出上窍（属升浮），味厚者为阴，薄者阴之阳。

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

发泄，厚则发热”。

３　小结
可以看出，在《黄帝内经》中，虽未明确提出升降

学说，然其各个章节都散在着升降出入学术理论，是中

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黄帝内经》以朴素

的唯物论观点来认识和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认为生

命的起源与活动形式与阴阳之气的升降相因、形气相

感息息相关。而后世医家宗《黄帝内经》升降理论甚

多，从汉代张仲景、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诸医阐述升降

学说无不追溯《黄帝内经》的气机升降学说，深入挖掘

《黄帝内经》升降学说理论，对于指导分析脏腑生理特

性、疾病病机以及临床用药均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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