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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太素》肝脏象理论

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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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帝内经太素》，唐初医学家杨上善所著，是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版本。该书以唐初哲学为指导，开分类研究
《内经》先河；延续《内经》脏为库藏、藏天地间精气的基本功能，突出并论证五脏藏神为五脏核心功能。其中，肝为库藏，

应春，储藏天地之间少阳之气、五行木气；肝藏血，血是肝所储藏的精气；肝舍魂，舍魂为肝的核心功能，主藏血是为舍魂。

《太素》对《内经》肝理论的发展：１）分类整理，使知识同一系统；２）以肝舍魂为核心功能协调并论证了肝所藏精气、血及魂
的结构关系；３）以佛教理论指导，论证神、魂内生。明确《太素》肝脏象理论结构，对于明确肝脏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及对
当代中医肝脏象理论的深入认识，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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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太素》［１］（以下简称《太素》）是中国
历史上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进行分类

研究最早的著作，也是现存最早的《内经》版本。作

者是唐初医学家杨上善。该书在南宋后在国内佚

失，至清朝末年才从日本传回，并经萧延平校勘注

释、广传于世。由于未经宋校订医书局校改，该书更

能反映唐代医学的原貌，对于分析唐代肝脏象理论

的内容与结构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２３］。

１　《太素》中肝脏为藏，为库藏，主藏天地精气
１１　《太素》肝为库藏，主藏天地精气　《太素》肝
脏是库藏，主藏天地精气。《玉篇·?部》：“藏，库

藏。”“藏”是贮藏珍贵物品之仓库。这是《太素》延

续《内经》五脏（藏）为实体脏腑，储藏精气的库藏之

含义［４］。如《素问·五脏别论篇》云：“五脏者，藏精

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灵枢·经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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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肝储藏的精气源于天地。如

《内经·宝命全角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又《素问·金匮真言

论》：“帝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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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储藏的精气来自于天地。这也是延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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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生气通天”，藏气源于外的认识。如杨氏对《灵

枢》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

二节，皆通于天气。”，作了注释：“在于天地四方上

下之间，所生之物，即九州等也。九州，即是身外物

也。九窍等物，身内物也。十二节者，谓人四肢各有

三大节也。谓九州等内外物，皆通天气也。”（《太素

·阴阳·调阴阳》）《太素·脏腑之一·五脏命分》

又云：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此人

之所以具受于天也。”肝所藏之天地精气，配足厥阴

经，运行于经络，储藏肝，与胆、筋、爪、目等同气相

求［５］。储藏的精气的运行闭塞不通是肝脏主要病变

之一。如《太素·脏腑之一·五藏精神》云：“肝足

厥阴脉环阴器，故魂肝伤宗筋缩也。肝又主诸筋，故

挛也。肝在两胁，故肝病两胁骨举也。”

１２　《太素》肝为库藏，能舍魂　《太素》肝所以能
“舍魂”，因为肝为“库藏”。《太素》肝在《内经》肝

为藏精气之实体脏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肝的“舍

魂”功能。如杨氏对《素问》中“夫五脏者，身之强

也”，作了注释：“五脏藏神，藏神为身主故是身之强

也。”（《太素·诊候之三·杂诊》）如果五脏所藏精

亏，则不能化神而神伤，神伤则脏腑功能减退或失

常［６］。如《太素·脏腑之一·五藏精神》云：“五脏

之神不可伤也，伤五神者，则神去无守，脏守失也。

六腑为阳，五脏为阴，脏无神守，故阴虚也。阴脏气

无，遂致死也。”

１３　肝应春　因为肝所藏之精是少阳春木之气化
生的，所以《太素》肝脏与春季的气相通应［７］。如

《太素·诊候之一·四时脉诊》云：“春三月时，少阳

之气用，万物始生未正。”又如《太素·阴阳·阴阳

杂说》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输在颈项。（东风

从春生已与肝为病者，肝之病气，运致于颈项，颈项

为春也。）”《太素》肝脏与四时季节的气象、时间节

律密切相关，而反映于气候变化，在“天人相应”的

五行系统下属木对应的是四时之风。肝藏少阳之

气、肝气升于左，与其窍、体、液、志，俱生于四时之

气，如《太素·设方·知针石》云：“肝者为木在春，

故气生左。……肝为少阳，阳长之始，故曰生也。”而

杨氏又深入阐述了春脉如弦的原因，在于人身应天

地四时，春季在四时为东方风木，在人应肝，为生发

之气，所以肝脉弦［８］。如《太素·诊候之一·四时脉

形》云：凡人之身，与天地阴阳四时之气皆同，故内身

外物虽殊，春气俱发。肝气春王，故春脉来，比草木

初出。其若琴弦之调品者，不大缓，不大急，不大虚，

不大实，不涩不曲。”

２　《太素》“血藏于肝以舍魂”，肝的核心功能为舍
魂

２１　《太素》肝以“舍魂”为核心功能　《太素》中肝
脏象理论，将《内经》多元的学说，系统梳理为以肝

“舍魂”核心的体系。杨上善注：“魂者，神之别灵

也，故随神往来，藏于肝，名曰魂。”（《太素·脏腑之

一·五藏精神》）肝“舍魂”，出《灵枢·本神》等篇，

在《内经》中并非通行、共识知识，如《素问》《金匮真

言论》《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藏象论》等关于肝藏象

的论述中，均未涉及。《内经》中已有篇章认为五脏

分别贮藏神、魂、意、魄、志，后世称为“五神藏”理

论［９］。如《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

脾藏荣，荣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

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太素·诊候之三

·杂诊》）在注释中，《太素》强调肝“舍魂”的核心地

位。如《补泻·虚实补泻》注释“肝藏血”：“血藏于

肝以舍魂。今藏血者，亦言其舍”，明确提出肝藏血

的目的是“舍魂”［１０］。

《太素》分类整理《内经》，将五神藏列为脏腑的

核心功能。如杨氏对《素问》中“夫五脏者，身之强

也”，作了注释：“五脏藏神，藏神为身主，故是身之

强也。”该书《脏腑之一》第一节即是《本神篇》、第二

节《五脏命分》出《灵枢·本脏篇》，首段即论五神

藏。而《内经》中五脏应四时的主体内容，并未在该

书《脏腑》篇中专门论述，仅在《五脏命分》《五脏气

液》等节散见一两句，注释简单，亦无发挥。

２２　肝所藏精气、血及魂的结构关系　《内经》多将
气血与精神平等，均为五脏所藏精气。《太素》则将

神与气血区分开来，以神为生命的特征，气血仅为营

养物质。如《五藏精神》注：“肝心脾肺肾谓之五脏，

藏精气也。血脉营气精谓之五精气，舍五神也。”又

该书《五脏命分》注《灵枢·本脏篇》“人之血气精神

者，所以奉于生而周于性命者也”，运用有无、形神理

论分析，认为“太初之无，谓之道也……形体保神，各

有所仪，谓之性也。是以血气精神，奉于一形之生，

周于形体所仪之性，亦周有分无间之命。故命分流

动成形，体保神为性，形性久居为生者，皆血气之所

奉也。”原文中对于性命同等重要的“血气精神”，变

成“故命分流动成形，体保神为性，形性久居为生者，

皆血气之所奉也”，“神”即性命，为血气奉养、比血

气重要的不平等关系［１１１２］。

五神藏理论中，肝舍魂，为肝的核心功能，魂的

损伤则是肝的主要病变。只要肝脏精气充盈，肝魂

就充沛，使肝能发挥生命形体的能力。如该书《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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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云：“五脏之神不可伤也，伤五神者，则神去无

守，脏守失也。”“肝藏也。悲哀太甚伤肝，故曰动

中。肝伤则魂伤。”又总结云：“六腑为阳，五脏为

阴，脏无神守，故阴虚也。阴脏气无，遂致死也。故

不死之道者，养五神也。”

总之，《内经》中的多元而不统一的肝脏象理

论，在《太素》五神藏理论中统一为以肝“舍魂”核心

的理论。其中，“舍魂”是肝脏基本功能，藏血只是

为了“舍魂”。如《太素·补泻·虚实补泻》云：“肝

藏血，（血藏于肝以舍魂。今藏血者，亦言其舍。）”

亦无肝主疏泄说。

２３　《太素》“释教精合之时，有神气来”，魂内生　
《太素》肝脏象理论由佛教的影响，神魂为肝所藏之

天地精气内生。唐初时期，儒佛道三教纷争的表现

尤以唐初最为突出，因为在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

国的佛教给根植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受影响［１３］。所

以《太素》又能突破了道教和儒教影响的《内经》之

限制，又能促进了肝脏象理论的发展。《太素·脏腑

之一·五藏精神》云：“两精相搏谓之神，（即前两精

相搏共成一形，一形之中，灵者谓之神者也，即乃身

之微也。问曰∶谓之神者，未知于此精中始生？未
知先有今来？答曰∶案此《内经》但有神伤、神去与
此神生之言，是知来者，非曰始生也。及案释教精合

之时，有神气来托，则知先有，理不虚也。故孔丘不

答有知无知，量有所由。唯佛明言是可根据。”五脏

所藏之精气源于天地，进入人身，藏于五脏之中，为

其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五神由“精气”生，是来自

于天地之精气在人身形成的时候。如《太素·脏腑

之一·五藏精神》云：“五精气，舍五神也。”五神为

五脏之灵，主宰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中，魂由肝

所藏之天地精气生，肝所藏之天地精气由少阳春木

之气生。

３　《太素》肝脏象理论的结构特点
３１　《太素》开分类研究《内经》先河，使《内经》知
识同一系统　杨上善首次将《素问》《灵枢》经文以
类相从、由纲到目的编排方式，逻辑严密，层次分明，

开辟了后世分类研究《内经》的先河。《太素》将五

神藏列为脏腑的核心功能，使《内经》的学术思想呈

现出有机的理论体系。《内经》是不同时期、从多医

家医学成就的集成，以黄帝、岐伯对话的形式行文。

该书的篇目卷次、内容结构不够系统、紧凑，有的在

一篇之内论及多个方面的内容，有的是同一内容散

在不同的篇章中论述，从而给后人系统掌握《内经》

理论带来了诸多不便。

《太素》据其内容性质之异同，各归其属，分为

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

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泄、伤寒、邪论、风论、气论、

杂病十九大类重予编次、注释。此顺序安排，先论述

养生理论、天人合一思想、阴阳学说等理论方面的内

容，接着阐述脏腑、经脉、输穴、营卫气、身度、诊候、

证候等关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法的有关理论，然

后陈述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

论、杂病等，关于药物治疗与针刺以及常见病证的临

床理论。《太素》不仅系统地反映了《内经》的学术

思想和医学成就，而且使《内经》经文编排与学术内

容趋于条理化、系统化，并具有层次性与内在逻辑推

理性，初步勾勒出脏象理论体系框架，形成了脏象理

论体系的雏形［２］。

３２　《太素》肝脏象理论反映唐初哲学　由于《太
素》肝脏象理论反映于唐初哲学，《太素》无处不提

神，无处不讲神的功效，五神藏列为脏腑的核心功

能［２３］。在《太素》成书的时代背景中我们了解到，

杨上善生活的时代处于一个天下乱久初治的局面，

佛道十分流行。《太素》肝脏象理论反映了道易思

想。如《太素·脏腑之一·五藏精神》云：“未形之

分，与我身，谓之德者，天之道也。故《庄子》曰：“未

形之分，物得之以生，谓之德也。阴阳和气，质成我

身者，地之道也。德中之分流动，阴阳之气和亭，遂

使天道无形之分，动气和亭，物得生也。”又如《五脏

命分》说：“太初之无，谓之道也。”太初是万物的本

原、宇宙的起始。《知针石》云：“从道生一，谓之朴

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从二生三，谓阴阳和气

也。从三以生万物，分为九野、四时、日月，乃至万

物。”杨氏认为由道生出的一，是“一气”，就是元气。

元气化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合和产生万物，万物皆

来源于天地之气。如《内经》曰：“生因春，长因夏，

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合》注：

“一气离为阴阳，以作生养之本，复分四时，遂为生长

收藏之用，终而复始，如环无端，谓之常也。”又如

《知针石》云：“天与之气，地与之形，二气合之为人

也。故形从地生，命从天与。是以人应四时，天地以

为父母也。”

４　小结
《太素》肝脏为实体脏腑，应春，储藏天地之间

少阳之气、五行木气；“血藏于肝以舍魂”，舍魂为肝

的核心功能，主藏血是为舍魂。《太素》对《内经》肝

理论的发展：１）分类整理，使知识同一系统；２）以
（下接第１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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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疏泄促进脾胃运化，二者关系逐渐紧密，理论地位

逐渐突出。

身处于２１世纪，回首千年的中医理论变迁，中
医学理论一直作为一个开放的状态，融汇新知识，改

造旧内容，不断完善和发展。现代生命科学领域，传

统中医的现代化及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也是中

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包容，创造新知的过程。不仅在

肝脾关系的变化上，中医的理、法、方、药一直随着中

医理论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开放的中医理论体系，

是中医学发展的根本所在，不断包容新知是中医学

的创新的动力。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对肝脾关系的研

究，肝主疏泄理论的研究，同时对现代中医脏象理论

构建、创新，科研创新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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