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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志聪对于气血理论的独特认知与表述，与针灸理论内容关联密切，尤其在有关血气出入路径的论述中，经脉、络脉、五
输穴等理论内容得以丰富，彰显出作者自身深刻的理论思考，形成了“志注”颇具特色的注释话语，反映了其《黄帝内经》注释的

一个重要的基本立场，在诸位注家中颇为瞩目。气血理论性质颇为特殊，既是中医基础理论的范畴之一，同时也与针灸、经络理

论密不可分，特别是气血出入体内与体外、脉内与脉外、体表与经脉、脏腑与体表的路径，纷繁复杂。在中医理论体系、针灸理论

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中，对气血理论的内涵如何认识，及在针灸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中气血理论如何定位、表述，张志聪的相关认识

或许可以提供借鉴与启示。以注释话语特色研究为切入点，可较好地把握注家的理论立场，总结其注释特质，有助于深入发掘

与阐释注家的学术思想内涵，揭示其丰富的理论认识，由此可呈现针灸理论在注释中是如何传承、接受、理解的。对于针灸理论

传承研究而言，这是值得关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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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著名医家张志聪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
《内经》）注家中颇有特色且较为重要的一位，汇集同

学及弟子，开集体注经之先河，先后著成《黄帝内经素

问集注》［１］《黄帝内经灵枢集注》［２］，影响深远。笔者

在原著阅读中注意到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即《素问集

注》《灵枢集注》的注文（以下简称“志注”）中大量出现

与“血气”有关的论述（其具体话语表述又多与经络相

勾连），内容涉及疾病、针刺治疗、经络、腧穴、脏腑等诸

多方面，反映出张志聪对于“血气”形成了较为系统而

深入的理论认识。换言之，“血气”相关论述在“志注”

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内经》其他重要注家，

如杨上善、王冰、马莳、张介宾等，在其注释中并未发现

如此显著的特点。因此，对“志注”中的“血气”相关论

述，实有专门探讨之必要。

“志注”中与血气密切连用的话语，有“逆顺出入”

“逆顺之行”“出入之会”“外内出入”“循行”“生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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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其义基本一致，尤以“生始出入”最为显著，共

３４次，且其他重要注本中未出现。可见，此话语在张
志聪关于血气的认识与表述中极其重要（“志注”中有

多次强调之辞）。本文拟以“血气之生始出入”为中心

梳理张志聪对于血气的系统认识，探讨在此过程中彰

显的其对于针灸理论相关内容的理解，以期阐明特色

注释话语及其反映的注释立场。

１　血气之“生始”
《内经》中，“血气”“气血”并见，其义基本相同，

“志注”中亦如此，但“血气”之使用多于“气血”。关于

“血气”的生成，《内经》中已有论述。如：胃者，水谷气

血之海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

者，经隧也。（《灵枢·玉版》）“志注”秉承了经典所明

确规定的这种理论认识，且更为丰富。

血气之“生始”与先天之肾（足少阴）、后天之脾胃

（足阳明、足太阴）关系密切。且两者之用语亦有细微

差别，言及肾（先天）者，多为“始、本、根、原”等，言及

脾胃（后天、水谷）者，多为“生、出”。如：“此言经脉之

血气，资生于胃，而资始于肾也。”（《灵枢集注·口

问》）“营卫血气，皆本于先天后天生始之血气以资

益。”（《灵枢集注·逆顺肥瘦》）“上节论经脉生始之

原，本于足少阴肾。”（《素问集注·刺疟》）这种用字上

的差别，也反映出先天与后天在血气“生始”中所承担

的不同角色。

脾胃虽为后天，但与血气的关系有所区别。如：

“夫气血发原于肾，生于胃而输于脾。”（《素问集注·

玉机真藏论》）“荣卫气血，始于足少阴肾，生于足阳明

胃，输于足太阴脾。”（《素问集注·藏气法时论》）“十

二经脉，荣卫血气，皆阳明胃气之所资生，足太阴之所

输转。”（《素问集注·太阴阳明论》）可见，胃侧重于生

发，脾侧重于转输。

心、肺与血气亦有关。如：“夫血脉始于足少阴肾，

生于足阳明胃，主于手少阴心，输于足太阴脾。”（《素

问集注·通评虚实论》）“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

之血气，始于足少阴肾，生于足阳明胃，主于手少阴心，

朝于手太阴肺。”（《灵枢集注·邪气脏腑病形》）心主

血脉，肺朝百脉，脉中运行血气等，俱乃经典之义。但

经典中并未明言血脉即是血气，张志聪基于对经典理

论的相关理解，通过在概念上将血气与（血）脉互换、

互用，如“上节论经脉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阴肾”（《素

问集注·刺疟》），实现了血气与相关脏腑的紧密关联

（直接关联，无需体会言外之意）。由此亦体现出，血

气在张志聪的注释立场或话语体系中地位非常重要，

因为相比于（血）脉为有形，血气则为无形，且在张志

聪的认识中，血气在某种程度上隐含（血）脉的意味，

但又摆脱了其有形之羁绊，故其解释或运用的范围更

为宽广，最终形成了张志聪特有的对于经典文本的本

质或终极理解。

“志注”中血气的分布极为广泛，与血气连用的词

语较多，诸如“荣（营）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

“十二经脉”“阴阳”“脉外皮肤”“脏腑”“形中”等。实

际上，这种分布《内经》中即以“出入”的话语表述，“志

注”以经典为依据，且进一步丰富其内涵。

２　血气之“出入”
“血气、神气、正气、脉、经别”与“出入”之连用在

《内经》中俱见，但关于“出入”之路径并无详言。《内

经》中关于（血）脉行的逆顺出入论述颇多，如《灵枢·

经脉》《灵枢·逆顺肥瘦》等。“脉为血之府”，血气之

出入与脉自然关联密切，但又不等同于经络之行，尤其

是“志注”所论较为复杂。

２１　血气“出入”的基本原则为“循环”　如：“夫阴阳
气血，外内左右，交相贯通。”（《素问集注·阴阳应象

大论》）“盖人之血气，外络于形身，内属于藏府，外内

出入，交相贯通。”（《素问集注·脉要精微论》）“夫上

下左右之脉交相应者，血气之循环也。”（《素问集注·

三部九候论》）

早在《内经》中，循环已是经络、营卫运行的特点，

如“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灵枢·邪气脏腑病形》）

“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

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灵枢·经水》）

“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

相贯，如环无端。”《灵枢·营卫生会》“营卫之行也，上

下相贯，如环之无端。”（《灵枢·动输》）“志注”中，血

气之“出入”也承继了此点。循环是基本原则，但正如

上文分析所言血气分布于身体各处，若要循环，先要实

现相互之间的联系（体内与体外、脉内与脉外），即“贯

通”。

２２　血气“出入”应天道四时　如：“四时阴阳，自有
经常。血气循行，各有调理。”（《素问集注·经脉别

论》）“盖人秉天地之气所生，阴阳血气，参合天地之

道，运行无息。”（《灵枢集注·九针十二原》）

关于此点，《素问·八正神明论》已有相关论述，

如“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

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

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

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

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

调血气也。”张志聪显然是承继了经典理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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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血气“出入”的主要路径
２３１　脉内脉外的交通路径　如：“夫经脉之血，从经
而脉，脉而络，络而孙。脉外之血，从皮肤而转注于孙

脉，从孙络而入于经俞。此脉内脉外之血气，互相交通

者也。”（《素问集注·调经论》）“然脉内之血气，从络

脉而渗灌于脉外。脉外之气血，从络脉而流注于脉中，

外内出入相通也。”（《灵枢集注·九针十二原》）“阴阳

相随，外内相贯，谓脉内之血气，出于脉外，脉外之气

血，贯于脉中，阴阳相随，外内出入。”（《灵枢集注·卫

气》）。可见，孙络是脉内脉外血气相互交通的重要节

点，脉内之血气可从孙络而渗灌于脉外皮肤，脉外之血

气亦可从皮肤经由孙络而入于脉内。以上类似表述，

可见于《素问·缪刺论》《素问·皮部论》《灵枢·百病

始生》等篇论虚邪入客人体、逐步入侵的过程，如“夫

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

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

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

入，极于五脏之次也。”（《素问·缪刺论》）经文所论只

限于外邪入客，其次序是由外入里。另外，关于经脉、

络脉、孙脉的关系，《灵枢·逆顺肥瘦》曰：“经脉为里，

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志注”在经文相关表

述的基础上，将原本邪客之路径扩展到解释血气出入，

且衍生为脉内脉外血气出入的两种路径。

２３２　五脏与体表的交通路径　如：“五藏之血气，从
大络而出于孙脉，从孙脉而出于肤表。表阳之气，从孙

络而入于大络，从大络而注于经俞。此外内交通血气

之径路也。”（《素问集注·调经论》）可见，此处所论脏

腑与体表的血气出入，在本质上与上述脉内脉外血气

之交通，并无二致，均以孙络为重要媒介，只是此处更

为强调脉内血气之来源即五脏。

２３３　肤表与经脉的贯通路径　如：“血气之生于阳
明也，当知血气乃胃腑水谷之精，有行于皮肤之外者，

有行于经脉之内者，外内贯通，环转不息。”（《灵枢集

注·邪气脏腑病形》）。血气从胃阳明而生，其分布之

途径有两个，即内外之分。其一、行于经脉之内，此点

较易理解。其二，行于皮肤之外，其具体路径为，“渗出

于胃外之孙脉络脉，溢于胃之大络，转注于脏腑之经

隧，外出于孙络皮肤。”（《灵枢集注·百病始生》）但这

仅仅说明了从胃阳明而出的血气分为两支，那么这两

支血气之间如何实现“贯通”？如下所述：“肤表之气

血，从五脏之大络，而出于皮肤分肉之外，复从手足之

指井而流于荥，注于输，行于经，而与经脉中之血气，相

合于肘膝之间。此人合天地阴阳，环转出入之大道

也。”（《灵枢集注·玉版》）。据上可知，实际上无论哪

种交通路径，其交接点都在于体表孙络。这也与《内

经》中所规定的手足阴阳经脉都在肢体末端交接的规

律一样，只是张志聪以血气为话语形式将之系统论述。

２３４　脉外血气出入之路径　脉中运行气血，乃《内
经》之旨，系共识，并无多少可论之处。但《内经》之

中，对于脉外之血气的论述并无太多论述，基本围绕

“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对此，“志注”有批判，如“阴

阳之道，通变无穷，千古而下，皆碍于营行脉中，卫行脉

外之句，而不会通于全经，以致圣经大义，蒙昧久矣。”

（《灵枢集注·营卫生会》）张志聪有关血气的论述之

中，对于脉外血气尤为重视。如：“是脉外之气血，一从

经隧而出于孙络皮肤，一随三?出气以温肌肉，变化而

赤，是所出之道路有两歧也。其入于经也，一从指井而

流于经荥，一从皮肤而入于络脉，是所入之道路有两歧

也。”（《灵枢集注·经脉》）此句详论脉外血气所出入

之路径各二。

２４　血气“出入”的复杂性　正因为血气分布于体内
外，无所不到，且彼此贯通，形成循环，故其“出入”之

路径极为复杂，不易认识，“志注”中对此常有慨叹。

如：“营卫血气，虽皆生于胃腑水谷之精，然外内出入之

道路不一，学者非潜心玩索，不易得也。”（《灵枢集注

·玉版》）“此篇论血气之生始出入，外内虚实，乃医学

之大纲，学者宜细心体认。”（《素问集注·通评虚实

论》）“经脉血气之生始出入，头绪纷纭，不易疏也。”

“阴阳血气之离合出入，非熟读诸经，细心体会，不易悉

也。”“曰阴阳相随，外内相贯，血气之生始出入，阴阳

离合，头绪纷纭。学者当于全经内细心穷究，庶可以无

惑矣。”“血气生始出入之道路多歧，若非潜心体会，反

兴亡羊之叹。”

３　“血气”与针灸、经络理论的关联
尽管张志聪有关血气的论述涉及内容较为广泛，

但因其与脉有天然之联系，故“志注”所论之血气，一

则其本身内容多涉经络理论内容，二则多用于与针灸、

经络理论相关内容的注释。如下详论。

３１　“血气”与五输穴　“肤表之气血，从五脏之大
络，而出于皮肤分肉之外，复从手足之指井而流于荥，

注于输，行于经，而与经脉中之血气，相合于肘膝之

间。”（《灵枢集注·玉版》）

“凡二十七脉之血气，出入于上下手足之间，所出

为井，所流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此二

十七气之所行，皆在于五腧。盖十二经脉之血气，本于

五脏五行之所生。而脉外皮肤之气血，出于五脏之大

络，流注于荥腧，而与脉内之血气，相合于肘膝之间。此

论脏腑经脉之血气出入。”（《灵枢集注·九针十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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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者木上有水，乃淡渗皮肤之血。从井木而流于

脉中，注于输，行于经，动而不居，行至于肘膝而与经脉

中之血气相合者也。眉批：十二脏腑之脉，出于井者，

非经脉之贯通，是以十二经脉，只论至肘膝而止。……

肺出于少商者，谓脏腑之血气，从大络而注于孙络皮肤

之间。肺脏所出之血气，从少商而合于手太阴之经也。

……本篇论十二经脉之所出，从井而入于合，盖自外而

内也。玉师曰：故只论五腧，而不及通体之经，大概过

肘膝则为经脉之血气矣。”（《灵枢集注·本输》）

“夫曰所入为合者，谓脉外之气血，从井而流于脉

中，至肘膝而与脉内之血气相合，故曰脉入为合。”

（《灵枢集注·根结》）

“再按：十二经脉之始于手太阴肺，终于足厥阴肝，

周而复始者，乃荣血之行于脉中也。十二经脉之皆出

于井，流于荥，行于经，入于合者，乃皮肤之气血，流于

脉中，而与经脉之血气，合于肘膝之间。”（《灵枢集注

·经脉》）

张志聪认为，从井之合之血气，为脉外之血气、皮

肤之血气，而非经脉之血气。至入于合，即肘膝处，则

入于经脉之中，而为经脉之血气。究其原因，张志聪认

为，井荥输经合五输穴系由脏腑而发出，如“肺出于少

商者，谓脏腑之血气”，即系脏腑血气，然后“从大络而

注于孙络皮肤之间”，直至肘膝才入于经脉之血气。由

此体现的是，张志聪对于五输穴与脏腑、经脉关系的不

同的认识。

３２　“血气”与气街　“脉内之血气，从气街而出于脉
外。脉外之气血，从井荥而流于脉中，出于气街。”

（《灵枢集注·卫气》）

“此申明经脉之血气，从四街而出行于脉外。皮肤

分肉之气血，从四末而入行于脉中。……此经脉中之

血气，复从络脉之尽处，出于气街，而行于皮肤分肉之

外也。”（《灵枢集注·动输》）

“气街者，气之径路。络绝则径通，乃经脉之血气，

从此离绝，而出于脉外者也。”（《灵枢集注·卫气》）

据上可知，张志聪认为，气街是血气从络脉内而外

出于皮肤分肉的中间地带。因此，“络绝”之时，血气

可从气街而外出，从而实现血气的内外交通循环。

３３　“血气”与络脉（孙络）　上文所论血气出入路径，
尤其是体内外交通的路径中，已较多涉及络脉（孙络）。

“盖大络之血气，外出于皮肤，而与孙络相遇。是

以脉外之卫，脉内之荣，相交通于孙络皮肤之间。”

（《素问集注·气穴论》）

“是血气之从经脉而外溢于孙络，从孙络而充于皮

肤，从皮肤而复内溢于肌中，从肌肉而著于骨髓，通于

五藏。是脉气之散于脉外，而复内通于五藏也。”（《素

问集注·四时刺逆从论》）

“胃腑所出之血气，别走于脉外者，注脏腑之大络，

从大络而外渗于孙络皮肤。”（《灵枢集注·邪气脏腑

病形》）

“盖形中之血气，出于胃腑水谷之精，渗出于胃外

之孙脉络脉，溢于胃之大络，转注于脏腑之经隧，外出

于孙络皮肤，［眉批：玉师曰：本经凡论针论症之中，当

体认经脉血气之生始出入。］所以充肤热肉，渗皮毛濡

筋骨者也。是以形中之邪，亦从外之孙络，传于内之孙

络，留于肠胃之外而成积。故下文曰其着孙络之脉而

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

拘积而止之。盖外内孙络之相通，是以外内之相应也。

……孙络者，肠胃募原间之小络。盖胃腑所出之血气，

渗出于胃外之小络，而转注于大络，从大络而出于孙络

皮肤。”（《灵枢集注·百病始生》）

“通篇论经脉血气之生始出入。……按：此篇论血气

出入于络脉之间，故篇名血络。”（《灵枢集注·血脉论》）

据《内经》可知，经脉行血气而营阴阳。络脉与血

气之关连，所论甚少。上文已论脉外之血气是“志注”

的重点，其主要路径则是以络脉为主，涉及络脉、脏腑

之大络（即张志聪所认为的“经隧”）、孙络。张志聪还

明确指出，孙络亦有内外之分，且内外孙络之间亦有沟

通。“血气出入于络脉之间，故篇名血络”，亦为其证。

４　“血气之生始出入”形成的背景及其影响
“志注”中论及血气之时，多涉及“四时阴阳、日月

星辰、参合天地之道、应天地运行之道”等，且举自然界

之现象与血气类比。

如：“皮肤之气血，犹海之布云气于天下。经脉之

血气，合经水之流贯于地中。”（《灵枢集注·卫气》）

“其血气之流行升降出入，应天运之环转于上下四旁。

……盖脉内之血气，应地气之上腾于天，脉外之气血，

应天气之下流于地。”（《灵枢集注·论疾诊尺》）

因此，“志注”之中“血气之生始出入”诸多论述背

后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天人相应”思想观念，更为重要

的是，张志聪在经典注释中将这种观念认识上升为指

导思想，化为其独特的注释或认知立场。而且，血气之

出入与经络之行有着逻辑上必然的紧密关联，因而张

志聪认为无论是天道、针道，还是血气之出入在本质上

都是一致的，即“盖针道与血气之流行，皆合天地之大

道。”（《灵枢集注·邪客》）关于这一点，张志聪在《灵

枢集注·序》中有明确表达。如：“故本经所论营卫血

气之道路。经脉脏腑之贯通。天地岁时之所由法。音

律风野之所由分。靡弗借其针而开导之。以明理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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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而惠世之泽长矣。”“故本经曰人与天地相参，日

月相应，而三才之道大备。”

另，张志聪有关血气的论述，在其《金匮要略注

论》《伤寒论集注》《侣山堂类辨》等其他著作中亦有体

现。据《金匮要略注论》《伤寒论集注》可知，张志聪明

显持“六经气化”之论，这与“血气之生始出入”之论在

思想背景上有某种共同基础。

５　借针明理：注释立场与话语特色
《内经》很多涉及针灸内容之处，张志聪多从血气

之理论之，且反复论述，不厌其详，显示出与其他注家

的显著差别。究其原因，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张志聪认为，“血气之生始出入”之理是“全经之

总纲”（《灵枢集注·官能》）“医学之根本”（《素问集

注·气穴论》），学者应当努力学习、体会，否则难以理

解经旨。因为，在张志聪看来，经旨并非如其经文文字

表面所表述的那样（多言针灸内容），其背后隐藏深

意，应当“于针刺之外，细体认其义”（《灵枢集注·血

脉论》）“学者当于《针经》，乃本经针刺诸篇，用心参

究”（《素问集注·调经论》）。故张志聪对于马莳之注

释有所批评，如“马氏又专言针而昧理”（《灵枢集注·

序》）“马氏随文顺句，惟曰此病在某经，而有刺之之

法，此病系某证，而有刺之之法，反将至理蒙昧，使天下

后世藐忽圣经久矣”（《灵枢集注·热病》），明确提出

“当于针中求理，勿以至理反因针而昧之”（《灵枢集注

·周痹》）“以理会针，因针悟症”（《灵枢集注·序》）。

可见，针后隐藏之理才是张志聪所最看重的。因

此，张志聪极力挖掘、阐释论针、论症经文之后的“血气

生始出入”之理，并在注释中一以贯之。换言之，张志

聪注释的理论立场之中，“血气之生始出入”乃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从《内经》的注释历史来看，通注《内经》

的注家，一般不会仅仅随文而注，会更多地从文本甚或

全书的角度去总体衡量、评价。换言之，注释时尽管是

面对有时甚至是有不一致的文本，但注家心中或潜意

识中还是会秉持某种较为稳定的基本理论认识的立

场、观点、模式或框架，并且在经典注释中一以贯之。

基于或围绕这个立场，在具体的注释中便会产生或较

多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注文表述形式（某种论述理路、理

念、相同的字词），因而就产生了一些颇具个人注家特

色的注释话语（在比较诸家注文之时，可以很明显地体

察到）。而且在中国传统诠释学中，这种情况颇为常

见，比如朱子以“理”、陆九渊王阳明以“心”等解释儒

家经典思想。

对于注释立场的关注是以往经典理论研究中较为

忽视之处，基于注释立场，可以从更高的层面或新的视

域去整体把握、理解相应的注释，解读具体注释背后所

隐含的理论立场，而不止于于具体注释之语的评判与

考量，从而加深对于注家学术思想的认识，有利于经典

理论学术内涵的梳理与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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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味次，大都做成巴豆霜以缓和其药性；大黄使用４味
次，该方剂中不是有补虚药，就是大黄剂量较轻，且以

大黄末糊丸。体现了虞氏“不可专用下药”，重视扶正

培本的治学原则。所用９０味药物中，归脾、胃经的药
物有３２味，归脾经的药物有１７味，归胃经的药物有
１３味，共占６８９％。可见虞氏治疗积聚类疾病重视从
脾胃论治的思想。

６　讨论
综上所述，虞抟所论积聚采撷百家，继承发扬。其

治法方药虽然以摘选先贤经典为主，但是分类论述比

较明确，把先贤的观点和自己的发挥清晰跃然纸上。

从对病因病机的论述，到治法方药的选择，都体现出虞

氏重视脾胃的思想。辨证上重视虚实，治法上采用攻

补兼施，告诫吾辈：即使是实证，也不可滥用攻伐之品，

实邪消除后，更应扶正治疗，“徒以大毒之剂攻之，积

不能除，反伤正气，终难复也。”并提出要“节饮食，慎

起居”。所用方剂体现了辨证治疗的原则，既有汤剂，

也有丸剂；既有内服药，也有膏贴剂。在药物的选择

上，以脾经、胃经药为主，补虚药位居第一，其中补气药

占有很大的比例，提示后人治疗积聚类疾病要重视扶

正，尤其是补气。活血化瘀药和理气药也为虞氏所常

用，盖积聚的病因病机跟痰、瘀有关，往往痰瘀互结，在

治疗上除了活血化瘀外，提倡顺气以治痰。这些都为

现代肿瘤的中医诊治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

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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