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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肝脏象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关键影响因素。方法：从理论的构建方法分析概念的含义与理论的结
构。即通过历代阴阳五行学说分析脏象的含义，通过脏象含义分析肝脏象理论的内容与结构。结果：１）汉唐时期，阴阳五
行学说为精气学说，脏为库藏、象为气象，肝储藏少阳、木气，与春通应而化生爪、筋、目等，舍魂，在腑合胆，外有足厥阴肝

经。２）宋明及清代中早期，《太极图说》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宇宙发生论，脏为本体、象为“用象”，肝为厥阴风木、内寄相
火，相火疏泄从肾精不断扩展到二便、水液、情志、脾胃等。３）清代末期至今，当代中国哲学将阴阳五行学说定义为事物与
现象的属性与关系，脏为本质、象为现象，肝属木，藏血而主疏泄、体阴用阳成为肝脏象理论核心性内容。结论：肝脏象理

论的历史演变过程与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同步，理论内容由不同历史时期脏象的含义决定。意义：探索二者关系，无论对于

肝脏象理论的学术发展史，还是脏象及中医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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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肝脏象理论的因素很多，如临床经验的理
论提升需求、新知识与新方法吸收与迁移等，都从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对肝脏象理论的发展提供内容与

方法的支撑。从理论的构建方法分析，历代阴阳五

行学说的内容，尤其是脏象的含义对于肝脏象理论

的发展与演变有直接的影响。探索二者关系，无论

对于肝脏象理论的学术发展史，还是脏象及中医理

论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１　汉唐时，肝为脏，是储藏天地少阳、木之气的库藏
汉唐时期，阴阳五行学说为精气学说，脏为库

藏、象为气象，肝储藏少阳、木气，与春通应而化生

爪、筋、目等，舍魂，在腑合胆，外有足厥阴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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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　藏即库藏，
储藏天地精气：汉唐时期，阴阳五行是天地之间运行

的气，在天地间以四时为节律化生万物。气聚则成

形，气散则消亡。万物生灭，全赖与天气通应、获取

并储藏充足的真气。《内经》中《生气通天论》《藏气

法时论》《上古天真论》各篇皆论此。

１）脏为库藏，储天地精气：藏府即脏腑。藏即储
藏物品的场所。《玉篇·?部》：“藏，库藏。”汉代朝

廷专设有中藏府，各省称中藏，专管文书贵重之物。

《灵枢·胀论》：“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若匣匮之

藏禁器也。”象是气象。唐代王冰《黄帝内经素问》：

“心主面色，肺主声音，故气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洁

分明，声音彰著……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象，

即脏内储藏精气在外的表象，是气之象。脏作为库

藏的功能，是储藏天地间精气。《素问·五脏别

论》：“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肝藏春气、木气、

少阳之气，心藏夏气、火气、太阳之气，肺藏秋气、金

气、太阴之气，肾藏、冬气、水气、少阴之气，脾藏长夏

气、土气、太阴之气。这些精气又是具体的物质，如

《灵枢·本神》：“五脏者，主藏精者也。”“血脉营气

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灵枢·卫气》：“五脏者，

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

脏是库藏，需要有形［１］。故《内经》肯定脏腑的

解剖：“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

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

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

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

皆有大数。”

２）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运动的气，源于天地。
《素问·保命全形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

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之气，由来

源不同分为五气和五味。《六节藏象论》“天食人以

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

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

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又《五

藏别论》：“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

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

六府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

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维持生命的物

质，无论是吸入的五气还是食入的五味，终究都是天

地间的精气。

保障人体与天地之间气的通畅，是获取天地之

气的必要条件。故《内经》强调“通”。《生气通天

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

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

气……此寿命之本也。”《金匮真言论》“南方赤色，

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不通则病则死。

《热论》“五藏已伤，六府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

三日乃死”。治疗的关键是通。《热论》：“帝曰：治

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

３）五脏应于四时。四时，在《内经》时代，不仅
是时间次序，更是天地之间阴阳、五行之气依次旺衰

的次序。天地之间万物，由阴阳五行之气构成。气

聚则成形，气散则消亡。天地间阴阳、五行之气的旺

衰，就是万物的生灭、生化过程和次序。万物以人最

贵。人与万物以四时为次序获取阴阳五行之气。故

《素问·保命全形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五藏应四时，储藏不同的气。《金匮真言论》：

“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

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

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

也，其臭臊。”

顺应四时气的旺衰，是人保障气的来源充足、次

序正常的根本。如《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

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

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

生之本也。”对抗四时之气，会导致疾病发生。《四

气调神大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

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

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１２　肝储藏天地少阳、木之气的库藏　汉唐时期，
阴阳、五行均为元气、精气，脏为库藏，肝脏由少阳、

木气化生，功能为储藏少阳、木气，生化精气构成相

同的器官与物质以及对抗外来邪气。肝脏即解剖之

肝脏［２］。《难经》有肝“独有两叶”和“左三叶，右四

叶，共七叶”的记载。

肝储藏天地之间的少阳、木之气。如《素问·六

节藏象论》：“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

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

阳，通于春气。”《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色青，

开窍于目，藏精于肝。”肝与筋、爪、目等同为天地木

气化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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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主目。其在天为

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

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

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肝所储藏木之精气，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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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为血、魂。《调经论》：“夫心藏神，肺藏气，肝

藏血”；《灵枢·本神》：“肝藏血，血舍魂”。五脏又

是人体中心，藏气血精神魂魄，充养体窍。《素问·

六节藏象论》：“肝者，疲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

爪，其冲在筋”。

晋唐时期，五神脏成为理论的核心，肝舍魂成为

肝的首要功能。如《黄帝内经太素》，唐初杨上善所

著，是现存最早的《内经》版本，类编、发展《内经》以

来五神藏理论，以隋唐儒、释、道三家哲学论证，认为

肝的核心功能为“肝藏血，血舍魂”，即“血藏于肝以

舍魂”。隋代《巢氏诸病源候论》（后简称《源候论》）

系统整理“肝病候”，首论肝脏象基本内容，次论病

候、诊断、治疗；对后世影响甚大，其后的《千金方》

《外台秘要》及宋代《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均以

其为病症提纲。

２　宋明及清代中早期，肝藏于内，是厥阴风木之象
的本体

宋明及清代中早期，《太极图说》中的阴阳五行

学说为宇宙发生论，脏为本体，成为“体象”；象为阴

阳化生的天地之间的事物与现象，用与本体相对应，

故这里称为“用象”［３］。宋代以后，五运六气学说称

为显学，肝气由少阳之气转为为厥阴风木之气；命

门、相火理论逐渐发展，朱震亨相火论中，肝内寄相

火，相火疏泄肾精，称“司疏泄者肝也”。此后，肝中

相火的疏泄对象从肾精不断扩展到二便、水液、情

志、脾胃等，逐渐成为肝的主要功能。

２１　脏为“体脏”、象为“用象”　宋明及清代中早
期，阴阳是气、五行是质，生于太极、化生万物。宋金

元时期的医学，将五运六气学说由天地气运物候之

学改造为病候机制之学。六气与五运对应，风寒暑

湿燥火亦与五脏对应，由是，厥阴风木成为肝气特

性。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倡导五运主病“诸风

掉眩，皆属肝木”，解释六气主病谓“足厥阴风木乃

肝胆之气也。”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肝主风”。许

叔微《本事方》将风类疾病与肝系疾病归为“中风肝

胆筋骨诸风”。此为宋人新说，以《内经》谓“风为百

病之长”，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皆可感受风邪为病，并

非专注于肝。此期，内经》体系下肝藏少阳之气，转

为肝气即厥阴风木之气。

明代张介宾采用阴阳体象理论重新定义了脏

象：“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现于外，故曰脏象”

（《类经》）。在这个新的脏象定义中，脏为本体，称

为“体脏”；象为阴阳化生的天地之间的事物与现

象，《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体象之道，自无而有

者也。无者，先天之气；有者，后天之形……先天者

太极之一气，后天者两仪之阴阳。阴阳分而天地立，

是为体象之祖，而物之大者也……凡万物化生总由

二气……孰非阴阳之体象”。又说“故有是象则有

是理，有是理则有是用。”体与用相对应，故这里称由

阴阳体象说定义的脏象，脏为“体脏”，象为“用象”。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得其理则象可得而推矣。”由

此，脏从储藏天地精气的库藏，转为相应气象在内

的、不可见的外象的本体、性或理。

２２　肝为厥阴风木，内寄相火，化生气血阴阳　宋
明及清代中早期，阴阳是气、五行是质，生于太极、化

生万物，肝气转为厥阴风木之气而内寄相火，化生气

血、阴阳。六气与五运对应，风寒暑湿燥火亦与五脏

对应，由是，厥阴风木成为肝气特性。刘完素《素问

玄机原病式》倡导五运主病“诸风掉眩，皆属肝木”，

解释六气主病谓“足厥阴风木乃肝胆之气也。”钱乙

《小儿药证直诀》：“肝主风”。许叔微《本事方》将风

类疾病与肝系疾病归为“中风肝胆筋骨诸风”。此

为宋人新说，以《内经》谓“风为百病之长”，五脏六

腑、十二经络皆可感受风邪为病，并非专注于肝。此

期，《内经》体系下肝藏少阳之气，转为肝气即厥阴

风木之气。

元代朱震亨《格致余论》以《太极图说》论证相

火，认为肝内寄相火、为阳主动，对于男子精液而言，

肾为阴主静，提出“司封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

启发后世创立肝主疏泄理论。明代以后，肝为厥阴

风木、内寄相火而内含气血阴阳的理论被广为接受，

同时，相火疏泄的对象从男子精液扩展到水液、经

水、二便，及至清代《临证指南医案》疏泄脾胃等。

肝脏象理论也被发挥为肝喜条达恶抑郁、为刚藏、体

阴用阳诸说。即肝属木，木曰曲直，故喜条达恶抑

郁；肝为风木之脏，其气易逆易亢，其性刚强，故称刚

脏；木为阴，内寄相火、火为阳，故体阴用阳。如《临

证指南医案·卷一》：“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

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神水以涵之，

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

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

畅茂之性，何病之有。”

又论命门学说，构建命门中含先天水火、各脏腑

中内含气血阴阳的人体模式。肝居于内，形现于外，

肝的形象可以据理推类。又理即气、气即理。于肝

而言，厥阴风木则是推类肝的形象的气与理。肝不

再仅是储藏木气的库藏，而且是厥阴风木诸形象的

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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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近代至今，肝非解剖之脏，产生木曰曲直特性各
现象的本质

清代末期至今，当代中国哲学脏将阴阳五行学

说定义为事物与现象的属性与关系，脏为本质、象为

现象，肝属木，藏血而主疏泄、体阴用阳成为肝脏象

理论核心性内容。

３１　脏非解剖之脏　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汇
通学派医家从西医学角度分析脏象理论，将其拆分

为“剖割”所见之脏腑与西医不同的“气化”两部分，

并前者、肯定后者为中医脏腑的特性。如恽铁樵提

出了“盖《内经》的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

脏”，“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等院校统一编写中医学

教材，延续了非解剖的脏象说，称之为“功能系统”。

在１９６０年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第１版《内经讲义》
教材（后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的前身）“藏象”一

章中，就明确指出“脏象学说与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

虽有接近之处，却还不能完全用现代的解剖生理知

识来说明它。”１９７４年的《中医学基础》则进一步提
出“脏腑在中医学里不全是一个解剖学概念，而更重

要的是一个生理病理概念。”１９７８年的４版教材则
彻底将中医脏腑“功能化”：“脏腑学说中的心、肺、

脾、肝、肾等脏器，虽与西医脏器的名称相同，但在生

理、病理的含义上，却不完全相同。一个中医脏腑的

功能，可能包括好几个西医脏器的功能；一个西医脏

器的功能，可能分散在好几个中医脏腑的功能之中。

这是因为脏腑在中医学里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概

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生理或病理学方面的概念。”其

后的五版教材则进一步指出：“脏腑……是概括了人

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概念”至此，中医脏腑彻底

成为功能化了的脏腑，成为一组功能群。

３２　脏为“本质”　当代阴阳五行学说中，阴阳五行
均为属性，而非具体事物；阴阳之间、五行之间关系，

只是分析原则或事物变化的本质规律，而非事物具

体变化过程。五行是五种事物特性，五脏便是各行

特性生命现象的本质，这是各脏的首要功能。阴阳，

为一分为二的分析工具。可以具体化为结构与功

能，物质与功能，本质与现象，以及中国古代哲学之

形与气、体与用、体与象等多种二分的关系。表现在

藏象学说上，每一藏具有特定功能的同时，需要具备

相应的物质基础。

同时，体象被解释为本质与现象，藏与象具有了

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王琦《中医藏象学》：藏“指脏

腑，中医的脏腑并不单纯某脏器的实体。”象，“一指

现象”。“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

所谓藏象，是指内在脏器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

映于人体外部的征象。”肝便成为超越解剖肝脏器，

以曲直为特性的一系列生理病理现象的本质。

３３　肝藏血主疏泄为当代肝脏象理论的核心内容
　　明代命门说代替相火说，又在清代晚期被元气
说替代。命门藏先天水火，诸脏藏后天气血，脏腑气

血阴阳的人体模式逐渐流行。脏的功能即脏气的功

能，可分为阴阳，化为水火、气血，由水火、气血完成，

其异常亦可通过调整其气血、水火、阴阳完成。如清

末王泰林《西溪书屋夜话录》：“肝气、肝风、肝火，三

者同出异名”，“然内风多从火出，气有余便是火。”

三者之中的演变关系中不再采用厥阴风木及相火

说。民国时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提出“中医之

五脏，非血肉之五脏”论，为中医学发展打开了新的

空间。由此，脏腑“气化”说及脏腑气机理论得到大

的发展。及当代中国哲学将阴阳五行定义为对事物

与现象本质属性的概括，而非具体事物；阴阳之间、

五行之间的关系，只是分析原则或事物变化的本质

规律。肝脏五行属木，木曰曲直，舒展畅达是肝气的

特性，故而１９７１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基础理
论：试用讲义》将“主疏泄”列为肝脏的首要功能；又

阴阳互根，气根于血，故藏血是肝第二功能。

当代的肝脏象理论中，肝不再是解剖的肝，而是

气化、气机的肝。肝的首要功能当代五行学说中木

行的特性推断。即肝属木，木曰曲直，故疏畅条达的

木的特性表现为肝的功能，肝主疏泄是由木的特性

决定的首要功能。又功能需要物质基础，肝藏血即

是为肝主疏泄配备的附属功能。是故，肝主疏泄临

床应用广泛，而肝藏血应用很少。

肝藏血主疏泄的功能关系，一般用肝体阴用阳

来概括。这里的体、用指气、血。肝主疏泄是肝气疏

畅全身气机，以确保其他脏器气机正常、通畅而不郁

滞的功能［４］。其实质是气的生命动力在脏腑功能上

的体现。气机的升降出入是生命物质的基本运动形

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每一个脏腑都有各自的

气机运动，为各自的功能提供基本的动力；各脏腑相

互依赖、相互支撑，构成人体整体的气机正常运动。

所有功能都需要一脏为主、他脏支撑完成。如《素

问》“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即保障气的正

常出入人体，首先是肺的宣发肃降功能正常，其次，

还需要其他脏腑功能的支撑。肝主疏泄，一方面需

要其他脏腑功能支撑，如心火温煦、肾水滋养、脾土

（下接第１６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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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到“古人以木气生发的冲和条达之象，来形容肝

疏泄功能的正常”。随后的各版本教材虽语言表述

方面略有改动，但都延续了这样的论断，即木的特性

是肝俱有疏泄功能的原因。为此，重新定义的木的

概念是重构肝主疏泄理论的核心保障之一。

阴阳，为一分为二的分析工具。可以具体化为

结构与功能，物质与功能，本质与现象，以及中国古

代哲学之形与气、体与用、体与象等多种二分的关

系。表现在藏象学说上，每一藏具有特定功能的同

时，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肝藏血即是为肝主疏

泄配备的附属功能。是故，肝主疏泄临床应用广泛，

而肝藏血应用很少。从气血关系而言，气是功能、为

阳、为用，血是物质基础、为阴、为体，肝藏血主疏泄

属于气血关系，可以用体阴用阳概括。

４　结语
综上所述，“疏肝解郁”等治法的广泛应用是当

代“肝主疏泄”的临床基础，“西医知识”和“命门学

说”是重构当代“肝主疏泄”的主要知识基础，当代

阴阳五行学说及气机理论是肝主疏泄的构建方法。

为此，从理论框架的角度分析，肝主疏泄是当代学

者，采用当代阴阳五行学说，整合古代肝脏理论、当

代肝脏疾病诊治知识、西医学相关知识以及当代哲

学思想，创造性构建的一个新理论。在完成采用新

方法构建核心理论之后，前代的理论与临床应一部

分会被抛弃，保留下来的部分要协调进入新的理论

结构中。新理论同样也会对应用体系重新构建。前

代的核心应用在新体系中会边缘化。由于核心方法

与功能不同，相同词汇代表的概念不同，病机与治法

的阐释原则不同，体系之间存在库恩所谓整个体系

之间“不可通约”性。通过当代“肝主疏泄”的构建

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肝主疏泄”理论重构与

创新中的新方法、新的知识与新的临床应用思路。

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一个可以吸纳新知识，不断创新

理论。当代“肝主疏泄”理论框架构架分析从理论

构建的角度证明了中医理论的发展需要采用新方法

分析新知识、新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构建新理论。这

无论是对肝脏象理论、中医脏象理论的研究、现代肝

脏象理论、中医脏象理论和中医理论的构建都有积

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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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敷、肺气肃降，另一方面也为他脏功能提供支撑。

肝主疏泄的功能，从气机角度分析，即是通过疏泄全

身气机，以疏泄心气而畅达情志，疏泄脾胃以促进运

化，疏泄肺气以促进宣降，疏泄肾精以完成生殖功能。

４　结语
总之，肝的所指与实质由藏的含义决定。在中

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肝脏象理论的内容与结构随

着脏象含义演变而演变。１）汉唐时期，阴阳五行学
说为精气学说，脏为库藏、象为气象，肝储藏少阳、木

气。２）宋明及清代中早期，阴阳五行学说为宇宙发
生论，脏为本体、“用象”，肝为厥阴风木、内寄相火。

３）清代末期至今，当代中国哲学脏将阴阳五行学说

定义为事物与现象的属性与关系，脏为本质、象为现

象，肝属木，藏血而主疏泄、体阴用阳成为肝脏象理

论核心性内容。明确这个演变过程，无论对于脏象

理论的学术发展史，还是对于脏象及中医理论研究

与应用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１］梁启军．传统藏象理论的科学本义和现代藏象理论模型［Ｊ］．中

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４（８）：５６１５６３．

［２］金益强．肝脏象本质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思考［Ｊ］．山东中医药大

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４（４）：２４２２４６．

［３］王维广．肝阴肝阳概念的历史考察［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３９（７）：５１２５１６．

［４］柴瑞霁．肝主疏泄源流考［Ｊ］．四川中医，１９８８，８：２３．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９４６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１０卷第１１期


	2015年世界中医药11月第11期 1.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11月第11期 2.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11月第11期 3.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11月第11期 4.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11月第11期 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