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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中医学“气”与“气化”概念的深入梳理和解读，认为“气化”概念的内涵是指无形之“气”的自然演化，其外延用于
表述宇宙元气的自然生化作用、生命气化层次、以及脏腑、气血津液等的化生过程等。厘清和把握“气化”概念，有利于回归中

医理论的原创性思维，是当前中医理论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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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由一气所派生，一气相
连，宇宙就是一个无限的气场，万物沉浮于一气之中。

如东汉王充认为：“凡天地之间，阴阳所生，羐蛲之类，

!

蠕之属，含气而生。”［１］北宋张载说：“太虚不能无

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２］“凡可状，皆有也；凡有，

皆象也；凡象，皆气也。”［２］可以说，“气化”的概念，源

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生成与演化过程的探究。气化，也

决定了人的本质属性。人得气而生，因气而存，与万物

处于一气浮沉之中。如“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也。水

凝为冰，气凝为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

死还为气。”［１］人的生命也是一个气化过程的展开。因

此，“气化”成为中医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笔者就在学习和研究中的体会，谈一谈对中医“气

化”概念的认识，希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感悟“气

化”。

１　“气”的概念梳理
“气”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范畴。在

中医学中，“气”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与西方医学

相比较，它是中医学独有的、普遍的范畴。

１１　自然界的气态物质　气态物质，是“气”概念的初
始意义。《说文解字》解释：“气，云气也。”［３］云气是指

能流动，层次重叠的气。在传统文化中，也常常指自然

界的大气、环境中的湿气，以及流动的风气等。人们对

于气态物质的观察，大都是起于其聚集之形态和现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的呼吸之气，能够被直接察觉

到，特别是在冬天呼出的气，遇冷凝结成水蒸气，色白

可见。气息是生命的象征，《管子·枢言》“有气则生，

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４］的认识，便是指示生命与呼

吸之气的关系。

１２　原始生化无形之气　原始生化的无形之气，也是
气之本义的一种延伸，用于表示宇宙发生的基元。如

《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５］这是中国哲学

史上第一个宇宙生成系统。其中，“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包含着天地之

气相合而化生万物深邃思想。如果说“二生三”就是

天地之气相合，那么“一生二”的“一”便可解为天地为

分之前的混沌元气。《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谓

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５］《老子·二十五

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５］《淮南子·天文训》：

“气有崖垠，清阳者薄弥为天，重浊者凝滞为地”［６］，可

为此注解。再如《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

·３１４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第９卷第１１期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７］实际蕴含着天地

起源生化的含义。何为“太极”？郑玄以“太极”为“淳

和未分之气”，孔颖达也赞同，他说：“太极谓天地未分

之前，元气混而为一。”

中医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如《素问·天元纪大

论》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

气真灵，
"

统坤元。”［８］“元”即为元气，又可称为真灵

之气，布散于天地六合，化生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张

介宾在《类经·摄生类》说：“夫生化之道，以气为本，

天地万物莫不由之。故气在天地之外，则包罗天地，气

在天地之内，则营运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雷雨风云

得以施，四时万物得以生长收藏，何非气之所为？人之

有生，全赖此气……”［９］指明了原始生化无形之气的特

性“细无内，大无外”，是化生自然万物，包括人类的根

本和动力。

１３　人体之气　从中国哲学“气”的宇宙观来看，人体
之气与原始生化的无形之气，属于一气而异名。人是

无形之气生化的产物，人之生命存在和演化即气的运

动变化。在中医理论中，“气”大体可以划分为平人之

气和病人之气两类。

平人之气，主要是指能够承担和推动人体正常生

化作用的气。主要有脏腑之气（肝气、心气、脾气、肺

气、肾气；胆气、小肠之气、胃气、大肠之气、膀胱之气、

三焦之气等）、气血之气（元气、真气、人气、精气、阳

气、阴气、正气、神气、大气、宗气、中气、血气、营气、卫

气、血脉之气等）、水谷之气（清气、浊气、谷气等）、局

部之气（头角之气、耳目之气、口齿之气、胸气、腹气、肌

肉之气、骨气、筋膜之气、胫气、经气、络气、俞气等）等。

病人之气，主要是指能够破坏人体健康状态，或疾

病状态下产生的异常之气。主要有疫气、淫气、伏气、

郁气、逆气、乱气、肥气、疟气、痹气、恶气、暴气、痞气、

厥气、毒气等。

２　“气化”概念
气化的概念始终渗透在中医理论与实践之中。人

体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均与气化作用相维系。人体

复杂的生命活动和健病转化，均能够以气化正常与否

进行解释。以下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对气化的概

念进行诠释。

２１　内涵　“气化”，是指无形之“气”的自然演化。
无形之气是虚体而永远存在，是具有永续活力之气。

“气”自然而然的特性，就是永无歇止的化生。《老子

·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５］意为有

形的万物，生于无形无名的存在。万物胎始的基元为

无形之气，因而才有可能产生出无穷的生化作用。《庄

子·至乐》：“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

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

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春夏秋冬四时行

也。”［１０］万物的初始和终归，都是源于气的生化。张载

说：“由气化有道之名。”（《正蒙·太和》）［２］程颢、程颐

则说得更为明白，“万物之始皆气化”（《二程集·河南

程氏遗书·第五卷》）［１１］，“气化之在人与天，一也”

（《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二·天地篇》）［１１］。

“气”同时兼具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特征，即“细无

内，大无外”。气本身就是一个无限连通的虚体。气不

仅覆盖了所有事物，而又渗透在其中。因此，“气化”

概念的内涵，还应当包括气参与和推动“物”的“成住

坏空”过程。这就决定了“气化”的作用无处不在，实

现和承担了世间万物之间的广泛联系，显示了事物间

自然整体的特性。作为有生命的人来讲，“气化”实现

和推动了所有的生命活动；这些生命活动，又是“气”

弥漫宇宙、渗透人身，显示宇宙与人内在关联，以及人

体内外表里整体联系、脏腑气血协调统一的反映。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

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８］等等。张介宾注：“风者天

地之阳气，东者日升之阳方，故阳生于春，春王于东，而

东方生风。”［９］风动则木荣，故风生木；木之子实多为酸

味，故木生酸；酸味又能够滋养肝，故酸先入肝；筋象草

木之属，肝之精气能够生养筋；筋内合于五脏之肝，木

生火，故生心。从物质实体的角度来讲，很难想像东方

的环境位置，如何能够产生大气的流通，大气的流通又

是如何生根发芽产生树木的。上述诸多事物关联的重

要机制就是一气之化。

２２　外延　如果说前文论述的“气化”概念的内涵较
为抽象，那么在中医文献中，“气化”表述的涵义则较

为具体，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气化是自然之气，包括天地之气、风寒暑湿

燥火六气等自然之气的生化与演变作用，是古人在对

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和规律总结基础上的

宏观概括，能够通过意象思维进行分析和判断。第二，

气化是指无形之气促使人体演化出形、气、神不同层

面，三者之间互相发生作用，推进人体生命活动。第

三，气化是在气的推动和实施下，脏腑发生的功能活

动，经络引发功能信息传导，饮食化生精神，及气、血、

津、液的形成与输布运行等方面的作用与机制，是对人

体生命活动整个过程的具体概括。

２２１　宇宙元气的自然生化作用　宇宙元气的自然
生化作用，主要是指无形之气化生宇宙万物。中医学

认为，“气”是宇宙万物化生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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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程是，太虚生元气→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夫变
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

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

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

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

相感而化生万物”［８］。中医学将宇宙元气的自然生化

过程分为三个层级：“在天为玄”“在地为化”和“在人

为道”。

２２１１　在天为玄　《素问·天元纪大论》：“在天为
玄……玄生神。”“玄”，幽远也。王冰注：“天道玄远，

变化无穷。”［８］“玄生神”，王冰注：“玄远幽深，故生神

也。神之为用，触遇玄通，契物化成，无不应也。”［８］太

虚之中发生的无限变化，神妙莫测，万物的发生都与

“神”所内蕴的气化作用有关。这种作用，张介宾解为

“天地阴阳之道”，他说：“阴阳者，变化之体；变化者，

阴阳之用。”［９］张志聪解释道：“言阴阳不测之变化，在

天地之间，生成万物，功用最大。”［１２］质言之，即是阐明

气化的无限生化万物的作用。

２２１２　在地为化　《素问·天元纪大论》：“在地为
化……化生五味。”［８］意即在地则化生有形之器物，如

木火土金水等。凡有形之器物皆有味，王冰说：“金石

草木，根叶华实，酸苦甘淡辛咸，皆化气所生，随时而

有。”［８］此处“五味”，实为代指万物而言。张志聪注：

“五味，五行之所生也。万物之有性有情者，莫不具五

行之气味。”［１４］无形之气与地面有形之物结合而产生

生化作用，也属于自然气化过程。因为，从气化的视角

来看，物质实体只是气之生化过程中极为短暂的一个

瞬间状态呈现，而其必将会复归于无限的自然气化洪

流之中。

２２１３　在人为道　《素问·天元纪大论》：“在人为
道……道生智。”［８］“道”，王冰２４７页注：“谓妙用之道
也。经术政化，非道不成”。张介宾注：“众妙之称，惟

人能用之。”［９］张志聪注：“凡日用事物之间，莫不有天

地自然之理。”［２］“道生智”意即自然无形之气的生化，

产生了人类智能。张介宾认为：“有道则有为，有为则

有智，故道生智，存乎人也。”［９］这种智能，表现为人能

动地认识自然和顺应自然，并能融入自然，与万物浮沉

于生长之门。此外，《管子·内业》已经认识到气化对

人神识灵机的调控作用，“凡物之精……藏于胸中，谓

之圣人。”［４］就是说自然界的生化之气，能够与心灵相

通，形成人类的卓越智慧。《灵枢·天年》也有这样的

记载：“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

毕具，乃成为人。”［１３］只有当这种“神气”最终蕴藏于人

的心中，人之灵性才会显现，精神意识才能够发生，脏

腑、形体才真正有了活力。

２２２　“形、气、神”生命构成的演化　《素问·五常
政大论》：“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

终而象变。”［８］气直接实施与推动了万物的存在与消

亡。天地是万物生化之宇，人生于天地之气交，故人之

生命整个过程都是有自然之气参与和其主导作用的。

清·石寿棠说：“人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于天地间，无

处不与天地合。”（《医原·人身一小天地论》）［１４］可

见，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功能信息层面的密切关联。通

过前面总结的宇宙元气的自然生化作用，可以认为，中

医学将宇宙结构与层次，大体分为形（在地为化）—气

（在天为玄）—神（在人为道）三个层面。人禀天地气

化而生，其生命结构也必然与之有同构性。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味归

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

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８］味、

形、精属于有形，在生命过程中，是属于不同时间阶段

和层级的生命资源。它们与脏腑、经络之气血以及神

明之气相互发生作用。心神统摄一身之气，气作用和

影响全身之形，形（精）又反过来滋养气与神，由此构

成了中医学独特的、系统关联的生命层次结构。

《素问·上古天真论》：“上古有真人者，提携天

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８］张介

宾注：“呼接于天，故通乎气。吸接于地，故通乎精。有

道独存，故能独立。神不外驰，故曰守神。神守于中，

形全于外，身心皆合于道，故云肌肉若一……《经脉

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阴阳应象大

论》曰：精化为气。故先天之气，气化为精，后天之气，

精化为气，精之与气，本自互生，精气既足，神自王矣。

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

又在吾心之神，三者合一，可言道矣。”［９］张氏将精

（形）、气、神生命结构模型说得十分透彻。

２３　人体生命活动的气化展开　人之生命过程，就是
气化的过程。气化是生命活力，在形、气、神不同层面

均有显示。最集中体现人身气化过程的，是反映脏腑

联系和系统功能的气化过程，以及气血津液等生成和

流通输布的气化过程。

２３１　脏腑气化　《灵枢·本脏》：“五脏者，所以参
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１３］中医学认识

脏腑功能和联系时，总是以整个自然作为背景的。脏

腑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自然气化阴阳、四时、五行规

律的映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是四时五

行气化作用的效果，节气的变更直接影响了万物的生

长壮老已。中医学认为，人体脏腑之气自身就具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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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出入的能动性，使得人体内气化活动能够自发进行，

肝气升发、肺气肃降，心肾水火相交，脾气斡旋于中焦，

构成了四时五脏气化的模型。清季名医唐宗海说：“欲

知人身之阴阳，须先知五脏之气化。”［１５］

２３１１　肝气升发、肺气肃降　源于“圣人南面而
立”，太阳左升右降的情景。《素问·刺禁论》：“肝生

于左，肺藏于右。”［８］叶天士说：“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

然，肺气从右而降，肝气由左而升。”（《临证指南医案

·卷一·肝风》）［１６］左为东方对应肝木升发，右为西方

对应肺金肃降。肺与肝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气机的

升降方面。肺主降而肝主升，二者相互协调，对于全身

气化活动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素问·五常政大论》：“金曰审平……审平之纪

……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

切，其令燥，其脏肺”［８］，是肺气肃降概念的肇端。《素

问·经脉别论》：“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

输膀胱”［８］，也指出了肺气肃降的作用。《临证指南医

案·卷四·肺痹》说：“肺为呼吸之橐龠，位居最高，受

脏腑上朝之清气，禀清肃之体，性主乎降。”（华云岫按

语）［１６］“肃”指肺有清除废浊的作用。如肺失清肃，影

响了肺的功能，则可见呼吸不利、痰饮内阻、气逆、咳

嗽、水肿、小便不利等症状；肺与大肠相表里，若影响到

大肠，则可见便秘或矢气频频等。“降”即敛降，指肺

气具有敛收卫表，降下气机的作用。如果肺失敛降，影

响到人体肌表，就会出现外感营卫失于开阖的症状；若

肺气上逆，就会出现咳嗽、气急、胸闷、喘息等；若影响

到通调津液的功能，就会出现小便不利、痰涎壅盛的症

状。

肝木升发概念的来源，《素问·五常政大论》：“木

曰敷和……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

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

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８］。肝的敷和作用，

主要是依赖于其气主升的作用完成的。《素问·刺禁

论》：“肝生于左。”［８］王冰认为：“肝象木，旺于春，春阳

发生，故生于左。”［８］指明了肝气具有从左升发的特性。

肝应东方春木，内藏生升之机，其气冲和条达能够敷和

全身血气运布，启发诸脏萌生阳气，促进脏腑功能的正

常发挥。《内经博议·病胎部·足厥阴肝脏病论》说：

“（肝）以木为德，其体柔和而升，以象春，以条达为

性。”［１７］若肝气升发无力，条达失畅，就会出现忧郁不

欢、精神萎靡、悲观消极的肝郁表现；影响到中焦脾胃

气机，就会出现神疲乏力、头晕目眩、腹胀、泄泻，久则

脱肛，甚至脏器下垂的症状；肝气升发太过，则横逆冲

窜，表现为胸胁胀满、急躁易怒等肝气郁结症状。

２３１２　心肾水火相交　心肾水火相交的思想，来源
于《易经》“水火既济”的理念，以及道家修炼“取坎填

离”的实践。

心居上焦属阳位，五行配属火气；肾居下焦阴位，

五行配属水气。由于气化作用发生感应，升降相因，上

下相引。心火下降交于肾水使肾水不寒，肾水上济于

心火而心火不亢。元·朱丹溪《格致余论·房中补益

论》：“人之有生，心为之火居上，肾为之水居下。水能

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已，故生意存焉。”［１８］这

种人体内“水火既济”的状态，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循

环不已，保持了脏腑间气化作用的稳定性。《慎斋遗书

·卷一·阴阳脏腑》提出了“心肾相交”一词，指出：

“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而心气之降，由于肾气之升，肾

气之升，又由心气之降……欲补心者需实肾，使肾得

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１９］明末傅山评价了

这一气化过程的积极作用，他在《傅青主男科·心肾不

交》中说：“心肾相克而实相需。肾无心之火则水寒，

心无肾之水则火炽；心必得肾水以滋润，肾必得心火以

温暖。”［２０］

２３１３　脾气斡旋于中焦　脾气斡旋于中焦的概念，
来源于《素问·五常政大论》：“土曰备化……备化之

纪，气协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齐休，其气平，其性顺，其

用高下，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

湿，其脏脾”［８］。脾在中焦发挥着运化的重要作用，对

于人体精微的生成与输布至为关键。

脾气功能的发挥，得益于胃气的配合。脾与胃的

关系，如《素问·刺禁论》说：“脾为之使，胃为之

市。”［８］《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

也……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

禀也。”［８］说明了人身脏腑、四肢官窍所受的胃气滋养，

是以脾气散精作为必经途径。“脾为之使”，王冰注：

“营动不已，糟粕水谷，故使者也”，意为脾气主运化和

输布；“胃为之市”［８］，王冰注：“水谷所归，五味皆入，

如市杂，故为市也”［８］。意为胃主受纳。

脾以升为健，胃以降为和。水谷摄入后，由脾气升

清而至心肺，滋养灌溉脏腑，营濡全身；胃气降浊受纳

水谷，腐熟消化，糟粕下传，排出体外，完成了水谷运化

的过程。脾胃不仅运化水谷，还能够运化水湿，脾升胃

降，坐镇中焦，形成全身气化的枢纽，肝气升发，肺气肃

降，心火下交，肾水上济，皆有赖于脾胃升降的斡旋。

运化水湿，实质上就是升清降浊。通过脾胃气化作用，

精微之气成为清阳而散布全身；重浊之气成为浊阴，如

水湿、痰饮等也能够随气化而消解。李东垣对此气化

过程描述得十分形象，他说：“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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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肺，上行春夏之令，而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

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

乃浊阴为地者也。”（《脾胃论·卷下·天地阴阳生杀

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２１］脾升胃降对于全身气化

的积极作用，黄元御做了全面的说明，他在《四圣心

源》中说：“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胃戊土，以阳

明而主降……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

纳，脾升而善磨……脾升则肝肾亦升，故水木不郁；胃

降则心肺亦降，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

不上热”（《四圣心源·卷四·劳伤解·中气》）［２２］。

若脾胃气化枢机不利，常表现肠胃症状，如“清气

在下，则生
#

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８］等；也可表现为水湿、痰饮、肿胀等水液

代谢失常的症状。

２３１４　命门为生命之源　“命门”一词在《灵枢·
根结》《灵枢·卫气》《素问·阴阳离合论》中均指为睛

明穴。本文“命门”是后世肾命学说所指，源于《难

经》。“三十六难”“三十九难”明确指出右肾命门，为

人体精神所舍，原气所附。“八难”已经隐约提出命门

为“生气之原……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

门，三焦之原”［２３］，实开后世肾命学说的肇端。明代以

后，温补学派兴起，命门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如明·虞抟《医学正传·医学或问》：“夫人有生之初，

先生二肾，号曰命门，元气之所司，性命之所系也……

当以两肾总号为命门，其命门穴正象门中之枨閐，司开

阖之象也。惟其静而阖，涵养乎一阴之真水；动而开，

鼓舞乎龙雷之相火”［２４］。其他，李蓇、彭用光等人对命

门的部位以及功用认识，在《难经》基础上也有了进一

步的深化。其中，堪称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三种：

命门为太极本体，此说源于《周易·系辞上》：“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７］的哲学

思想。明·孙一奎认为，命门居两肾中间，为人身之太

极，其中非水非火，仅为原气发动之机，原气为太极之

体，动气为太极之用。如《医旨续余·命门图说》：“夫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此二肾，如豆子

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

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

生之初，从无而有。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名动

气者，盖动则生，亦阳之动也，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

两肾，静物也，静则化，亦阴之静也。此太极之体所以

立也。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其斯

命门之谓欤……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

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

生，脏腑以继而成。”［２５］所谓“太极”，是指原始混沌之

气，为阴阳之根本。命门原气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化

生其他脏腑。

命门为人身“真君真主”，为明·赵献可提出。他

认为，命门的功能位于十二官之上，为“主宰先天之

体”，具备“流行后天之用”。两肾有形属水，左为阴

水，右为阳水；命门无形属火，位于两肾中间，水中有阳

气蒸腾才能化气产生生命，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

中”。肾无命门气化则无以作强，技巧不出；膀胱无此

则水液不能代谢，水道不行；脾胃无此则不能腐熟水

谷，输布精微；肝无此则将军无断，谋虑不出；大小肠无

此则变化不行，二便秘闭；心无此则神明昏蒙，万事不

应。这种气化作用，在指导临床实践中，如《医贯·先

天要论上·水火论》所说：“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

常而可久者也。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

矣。”［２６］此说也即成为其临床常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

理论依据。

命门为生命本源，为明张介宾提出。张氏将《素问

·天元纪大论》中“太虚”一词，解释为“太极”，认为

“太极本无极，无极即太极……万物所生之化原……是

为造物之初，因虚以化气，因气以造形，而为先天一气

之祖也。”（《类经附翼·医易》）［２７］。张氏提出，命门

为人身太极，是生命之本源；由太极一气，化生出先天

无形之阴阳，继而再生成后天有形之阴阳；同时，命门

兼具水火，阴阳本同一气，水火在于人身就是阴阳精

气，从而基于气的化生过程，将人体阴阳、精气和水火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精中生气，气中生精的思想，始终

贯穿于命门本源论的始终。《类经附翼·求正录》“真

阴论”说：“五液皆归乎精，而五精皆统乎肾，肾有精

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腑。精藏于此，精

即阴中之水也；气化于此，气即阴中之火也。命门居两

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

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命门之火，

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五液充，则形体赖而

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

二脏之化源。”［２７］在指导方药运用方面，《景岳全书·

传忠录·阳不足再辩》说：“故有善治精者，能使精中

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２８］。

２３２　气血津液生成与输布　气血津液是构成和维
系人之生命活动的基质，其生成与输布同人体气化功

能密不可分。

２３２１　津液的生成与输布　津液是人体一切正常
水液的总称，包括脏腑中的内在和分泌的水液。津液

的生成、输布与排泄过程，均体现了气化的作用。其生

成源于饮食水谷，经脾胃、大小肠等作用化生为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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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脾气升清、肺气宣发肃降、肾气蒸腾、肝气疏泄，三焦

通调等气化过程，输布于各脏腑、形体表里、官窍，发挥

着濡养滋润作用。同时，化血入脉，载气运行周身。津

液经人体利用后，经过诸脏腑气化调节作用，排泄出体

外。如《医宗必读·卷之七·水肿胀满》说：“脾土主

运行，肺金主气化，肾水主五液。凡五气所化之液，悉

属于肾；五液所化之气，悉属于肺；转输之脏，以制水生

金者，悉属于脾。”［２９］气化功能失常，津液生成不足或

消耗过多，可致人体失于津液滋养，而见干燥枯涩或阴

虚火旺症状；若津液输布、排泄障碍，则易导致水液内

停、水肿、痰饮等不同病证。

２３２２　血液的生成与输布　血液由营气和津液相
合而化生，运行于脉中，环周不休，一方面能够营养脏

腑、机体，另一方面为神智活动的重要基础。《脾胃论

·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说：“津液至中宫，变化为血

也。脉者血之府也，血亡则七神何依，百脉皆从此中变

来也。”［２１］血之运行需要五脏气化功能的支持，在肺气

的宣降作用下，行气于府，流于四脏，输精于皮毛，散布

于全身；脾气统摄，具有约束血行的作用；肝气疏泄和

藏血，与脾气协调保证血循常道。血液循行到身体的

不同部位，能够产生各种生化作用。如《医学真传·气

血》说：“夫人周身毛窍，乃大气之环绕于外，而毛窍之

内则有孙络，孙络之内则有横络，横络之内则有经焉。

络与经，皆有血也。孙络、横络之血，起于包中之血海，

乃冲脉、任脉所主，其血则热肉充肤，澹渗皮毛。皮毛

而外，肺气主之；皮毛之内，肝血主之。盖冲任之血，肝

所主也。其经脉之血，则手厥阴心包主之，乃中焦取汁

奉心化赤之血也。血海之血，行于络脉，男子络唇口而

生髭须，女子月事以时下，皆此血也。心包之血，行于

经隧，内养其筋，外荣于脉，皆奉心化赤之血也。血海

之血，出多不死；心包之血，出多便死。是又络脉之血

为轻，而经脉之血为重也。”［３０］

２３２３　气的生成与输布　《灵枢·决气》说：“人有
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３１］气与精、

血、津液的相互化生与转化，体现了生命活动中，形化

为气，气化为形，形气相互转化的气化过程。总的来

讲，人体之气是由肾中精气、脾胃化生而来的水谷精气

和肺吸入的清气，通过、肺、脾胃、肾等脏的气化作用生

成的，充沛全身无处不到。其中，饮食水谷是由自然之

气所化生，结合肺吸入的清气，可以将自然之气所蕴含

的能量和信息带入人体，营气、卫气与宗气等人体之气

的形成，即有赖于此。《灵枢·邪客》说：“五谷入于胃

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

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

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

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疾，而先行四末、分肉、皮肤

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其入于阴也，

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３１］气的生成与输

布，主要以肺吸清呼浊，吐故纳新为主，还要靠肾之纳

气、肝之疏泄，并依赖三焦，流布于经脉。实际上，人身

结构各层次之间，需要气进行联系和沟通，才能保证整

体的协调统一。如《医学真传·气血》说：“肺主气，乃

周身毛皮之大气，如天之无不覆也。经云：宗气上出于

肺，以司呼吸，一呼一吸，内通于脏，故曰呼出心与肺，

吸入肝与肾。又三焦出气，以温肌肉，膀胱津液随气化

出于皮毛，故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又六脏六

腑为十二经脉，荣气行于脉中，卫气行于脉外。由此观

之，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上下内外，游行环绕，无非

一气周流，而健行不息，此人之所以生也。”［３０］

３　结语
应该看到，“气化”概念不独属于一家一派，不限

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也不是停留在中医学的某一理论

范畴，而是赋予整个中医学术一体化的核心要素。气

化，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认识路线的另一种看待生

命的原创性理论，它关注和调整的对象是人体生命状

态和活力。《素问·病能论》载上古医学源流，其中有

一本《上经》，是言“气之通天”，可能就是讲明气化道

理的。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讲：“气化论是中医学

的理论基础，它涉及到中医学的各个方面。”［３２］

当前，重新理解和审视中医“气化”概念，其意义

在于引导中医研究回归其自身的认知视角，免于其从

属于现代医学侧重探讨生命物质实体，而是转向更多

地关注生命自然而然的特性。中医学基于“气化”概

念，构建了一种不同于解剖的身体结构，造就了一种气

化层次的生命个体；生命个体呈现的不是组织器官的

结构合成，而是生命活力的综合呈现，以及生命个体在

芸芸万物中的自我独立性与价值彰显。中医理论中有

关疾病、诊断、治疗、养生的理论认识，其目的不仅仅指

向具体的疾病痊愈和防治手段的革新，而是从生命层

面关注顺生赞化的人体气化调整与功能自愈的机制与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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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者，亦多梦寐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有所见即谵妄之

根。缘瘟疫为天地邪气，中人人病，中物物伤，故其气

专昏人神情也。”说明通过望神，有烦躁、惊扰者，一般

为疫病之初起，如神昏谵语者，一般为邪气传里入胃，

更甚者有循衣摸床者，则感邪已深［６］。

２８　望“小儿”之神　儿科素有“哑科”之称，故儿科
望诊尤为重要。从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窻《幼

幼新书》可以看出，儿科望诊中非常重视对小儿神的审

察，神为望诊之首要任务，尤其是对目神、面色之神的

诊察。如《小儿药证直诀》中，钱氏强调望面目之色

时，均当察色之有无精光，如“胃气不和”中，“面
$

白

无精光”，“胎怯”者，“生下面色无精光”，“积痛”中，

“目无精光”等，均应引起临床的注意，是“失神”或“神

衰”的表现［７］，对判断疾病的预后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对“神”的诊察不仅包括“望神”，也包括

对“脉”之神、“音声之神”的判断。宋代崔嘉彦在《四

言举要》中提出“脉贵有神”。《景岳全书·脉神章》中

也说：“察形者，形万千，不得其要；察神者，唯一唯精，

独见其精也。”《四诊诀微》对脉之神进行了详细的描

述：“脉法曰：脉中有力，即为有神。夫有力者，非强健

之谓，谓中和之力也。大抵有力中，不失和缓，柔软中

不失有力，此方是脉中之神。若其不及，即微弱脱绝之

无力也，若其太过，即弦强真脏之有力也，二者均属无

神，皆危兆也。”

总之，中医的“望神”理论，既包括对人体整体之

“神”的判断，也包括对各局部之“神”的诊察；既包括

对平人之“神”的描述，也包括对病理状态下、对特殊

人群之“神”的诊察，其内涵丰富，内容精彩，其理论核

心是基于中医学对于“神”的认识，将重视“神”的思想

用于诊察疾病，实际上是运用整体观念从病变表现的

最高层次去把握疾病本质，对“神”的诊察贯穿了中医

诊法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中医诊法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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