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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铁樵肝脏理论构建的方法、结构及学术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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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对恽铁樵医学著作中关于肝脏理论的论述，对恽铁樵肝脏理论构建的方法、结构及学术演变做一研究。
结论：恽铁樵的肝脏腑理论学术体系演变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基于“气化论”，认为“肝”并不是实体解剖的肝脏，

而是授春气的时序的脏腑，肝所表现出来的功能都是气化的结果。中后期，将西医生理病理与中医理论相结合，运用生理

解剖及神经生理对“肝藏血”“肝郁”等中医理论进行了解释，将实体肝与中医的气化（功能）肝通过病理“形能观”结合在

了一起，为现代从肝郁病理反推生理而得出的肝主疏泄理论奠定了病理学基础。厘清恽铁樵学术理论演变的过程，无论

是对现代肝脏象理论、中医脏象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还是对现代中医理论的创新都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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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铁樵作为中西医汇通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提出了“《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之五脏，非

血肉的五脏”“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吸收西医之长

与之合化，以产生新中医”［１］等观点。对现代中医理

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影响，现代中医藏象学中肝

藏腑功能与解剖实体分离的认识源于其学术思想，

其用神经生理、病理学解释肝郁为现代肝主疏泄理

论内容的形成奠定了病理学基础，为现代肝郁情志

致病从神经系统研究开创了思路。为此我们在本文

通过对恽铁樵对肝脏的概念、生理功能、病理表现等

论述的改变，探讨其肝脏腑理论构建的方法、结构及

学术演变。此研究对现代肝脏象理论、中医脏象理

论和中医理论的构建与创新都有积极的意义。

１　从“气化论”到“形能为证，气化为说”的脏腑构
建方法

１１　中体中用———气化论下的脏腑构建　古代医
家用“脏腑部位与功能概念结合”的形式替人治病，

但是到了清代，西学东渐，随着中西方文化不断碰

撞，西医解剖学说的进入，导致中医的脏腑部位变得

不易解释，其原有的治疗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导致

气化学说变得泛华，医家将所有脏腑的生理功能，甚

至全身的生理功能都认为是气化的作用。当时一批

中西医汇通学家如张锡纯、唐容川等都多用“气化”

理论来概括中医理论特点［２］在此背景下，恽铁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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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维护中医在所谓西医“科学化”语境下的合理性，

运用气化理论将中医藏腑功能与解剖实体分离，并

以此提出了“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

气化”［３］。在气化论的基础上提出“四时为主”，并

以此构建了“四时的五藏”理论体系。

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认为《内经》全书以

四时为主论述疾病及人体，其明确提出［３］：“《内经》

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

为全书之总骨干。”在“四时为主”的基础上，认为五

行只是四时的代名词，五行乃四时的生长化收藏的

变化，六气即为四时的风寒暑湿之变化，五行相生是

季节的交替、五行的相克是季节气候的紊乱。此外

恽铁樵认为人的资养来自四时，人体的气血运行也

遵循四时，提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

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资四时以生……人身气血之

运行，自然以四时为法则。在对五行理论其脏腑气

血理论进行相关论述后，提出了其“四时的五藏”的

理论，即《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卑属之

长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

气于脾，脾当授之，故《内经》之五藏，非血肉的五

脏，乃四时的五藏。

１２　中西医汇通———西医语境下“形能为证、气化
为说”的脏腑构建　在《生理新语》一书中，恽铁樵
提出“学书以形能为证，气化为说”，实际是在解剖

学的基础上将西医的生理学与中医之气化相融合，

形成了其生理病理观。“形能”首见于《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４］。恽

铁樵提出的“形能”为：“病能者，即脏器组织交互与

功能之异常变化。外面所著之形状曰病形，病形者，

即内部有异常变化时，外面所见之色脉”其所强调的

不是脏腑的形状与位置，而是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

所强调的多为病理状态。此外其论述：“《内经》表

面所言者为五行六气配五脏六腑，其里面所蕴含的

者全属疾病之形能，体工之形能”［５］。并举例“《内

经》之肾气非指肾脏之实体，乃言肾脏之功能，名为

肾脏，实为肾腺”［５］，认为肾气是指功能，实际是腺
内分泌决定的，非解剖的肾脏实体，将中医的气化论

与西医生理学结合在了一起。可看出恽铁樵所论述

的“形能观”更为强调病理状态。

在恽铁樵“形能为证，气化为说”的新生理病理

观下，恽铁樵在其《伤寒论新语》《生理新语》《病理

各论》《保赤新书》等一系列书中都有着解剖学的相

关内容。如《生理新语·躯体各部之名色》中，恽铁

樵对五脏六腑及神经进行了分别的相关论述，主要

内容包括五脏的生理解剖结构、生理功能，运用西医

解剖结构、内分泌对中医理论如“荣”“肝藏血”“脾

主磨谷”等进行的解释。借助神经、血管解剖学的内

容分析脉象，更是渐渐脱离旧医家脉为气聚，而更偏

向于脉有形载。通过中医气化论与西医解剖学、生

理学的融合，对既往中医理论有了新的认识，以西医

生理病理为框架梳理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

２　从“气化之肝”到“汇通之肝”的肝脏理论结构
２１　时藏理论下的气化之肝　在以气化论为基础
的时序脏腑理论下，恽铁樵的肝脏理论可概括为：

“肝”即是将与春气有关系的脏腑经络命名为肝、厥

阴，并不是实体解剖的肝脏，而是授春气的时序的脏

腑，肝所表现出来的功能都是气化的结果。其所论

述肝与春的关系：“今命肝为厥阴，胆为少阳，肾为少

阴，膀胱为太阳，则与春，与冬有关系…肝与春，肾与

冬，非肝肾之实与春冬有关系，乃肝肾之名与春冬有

关系。此所以言《内经》非解剖的藏—府，乃气化的

藏府，质言之，时序的藏府耳”［６］对于肝病也认为所

指并不是解剖的实体肝：“非解剖的肝藏为病，亦非

通常肝气病，乃指生气病也”［７］。

２２　中西医汇通之肝　１）解剖学下的“肝藏血”。
恽铁樵对于“肝藏血”的认识，内涵不同于《内经》的

肝藏血，是基于解剖学认知肝脏血管丰富，将“肝”

作为一个贮藏血液的“容器”，在《生理新语》一书中

曰：“肝藏为左右两大叶……其中所含血管最丰富

……此种名门静脉，乃内脏静脉之最要者。惟其含

血管最富。故取生物之肝剖之。几乎全肝皆血，又

从疾病形能上考察。上而头脑，旁及心脏，下之冲任

皆有密切关系。故肝为藏血之脏器”。而在《妇科

大略》中“诸腺以肝为最大，是肝藏者，腺体之主脑

也。肝又为藏血之藏，变身血液供求不相应时，赖其

所藏，以资调节。”［８］的论述，看似是论述肝藏可调节

血量，实质是强调肝脏藏血的重要性。

２）神经统于肝。恽铁樵提出“凡病证之涉及神
经者，皆以肝为言”［９］，指出：“所谓肝病，实该脑病

言之。经文大部分以怒属之肝，故云，肝为将军之

官，然实包括忧郁、愁恨、神经过敏诸七情方面，其病

与脑息相通，故属神经性……就事实言之，忧郁盛

怒，则生理起非常变化，其重心则在神经，神经因非

常变化”［９］。将神经系统疾病与情志疾病与肝联系

在了一起。并以此重新解释肝郁。为现代由肝失疏

泄所致疾病从神经系统研究提供了思路。

“肝郁”首见于《赤水玄珠·郁证门》［１０］：“五脏

本气自郁之证……肝郁者，两胁微膨，嗳气连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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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当时与其他四脏郁证处在相同地位，然而随着

肝主疏泄含义的扩大，其他四脏郁证论述逐渐湮灭，

独剩肝郁。恽铁樵对肝郁的认识不同于既往医家肝

气郁滞的认识，认为肝郁源于神经变化。提出：“不

过‘神经’二字，中医籍所不见。凡惊恐忧虑，神经

受刺激之病，古人谓之肝郁，肝郁之治法为疏达。凡

辛散之品，俱有疏达之功，亦具有弛缓神经之功。故

古人调经均主疏肝，其理不过如此”［１１］。认为弦脉

为肝，是由于肝病多忧郁，消化不良，眠食失常，导致

心衰血少，神经失养，导致脉管神经纤维拘急，指下

感觉如琴弦。

综上可见，在后期恽铁樵构建了功能肝与实体

肝相交融肝脏理论体系，肝脏成为了包含了实体、生

理功能与病理表现的本质概括，可以看做现代中医

肝脏象理论的雏形。其提出的肝藏血融合了西医学

解剖内容，并仍未现代医家所引用。提出的肝郁、情

志致病源与神经相关扩展了临床相关疾病的治疗，

同时也为现代研究肝主疏泄从神经系统研究提供了

思路。

３　从“中体中用”到“中西汇通”的学术体系演变
早期恽铁樵为了保持中医在西医“科学化”的

语境下的合理性，提出“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

之生理以气化。”作为中西医理论差异的主要所在，

使中医理论体系得以延续。著《群经见智录》全书

论述四时、五行、阴阳、运气、甲子等，以气化论为基

础提出中医“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藏。”将中

医藏腑功能与解剖实体分离。然而恽铁樵在《群经

见智录》对《内经》中的脏腑理解看似切合书意，然

而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五行生克之理即本

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藏府之气相生相克是随四

时各藏相授等理论主要受明后医家的影响。其理论

体系的构建仍然不能脱离既往医家的“气化说”。

后期恽铁樵在全力维护中医理论体系的同时，

也在为中医未来的发展寻求出路，提出“必吸收西医

之长与之合化，以产生新中医”。从其后期著作中，

可发现其理论构建逐渐中西医交融的过程。例如恽

铁樵早期构建肝脏理论构建否定了中医肝为解剖实

体的存在，称之为非血肉之肝，而在《生理新语》书

中又将“肝藏血”原因论述为“故取生物之肝剖之。

几乎全肝皆血”，肯定了中医肝藏血所论之肝为实体

藏府。可以说在后期恽铁樵的脏腑理论是解剖实体

与功能的结合。此外恽铁樵这一时期没有再采取类

似《群经见智录》中的时藏说，开始大量使用西医学

生理生化与中医理论进行相互对照，乃至互证，并希

望可以构建出中医的生理病理，到最后可以借助中

西医互参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至此恽铁樵已

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将中西医理论进行了融

合。《临证讲演录》中记录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吾

侪现在所治之医，实非古人之医，亦非西国医。吾侪

研究所得，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

之为新中医，当无愧色”［１１］。

４　结语
恽铁樵身处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主

流医学话语权利的转变，其学术理论体系也随之发

生了变化，其后期所构建的肝脏腑理论体系已经脱

离了早期“非血肉之肝”的概念，同时包含了肝脏腑

功能与脏腑解剖实体２个方面，这一理论的构建可
以说现代中医肝脏象理论的雏形。恽铁樵运用生理

解剖及神经生理对“肝藏血”“肝郁”等中医理论进

行了解释，将实体肝与中医的气化（功能）肝通过病

理“形能观”结合在了一起，为现代从肝郁病理反推

生理而得出的肝主疏泄理论奠定了病理学基础。恽

铁樵所处当时的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所限，就今天

认识来说，其一些认识尤其是结合西说方面值得商

榷，但是他所采用的理论构建方式，可以说为中医指

明了新的道路，对后世中医理论的构建有着不可磨

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恽铁樵医书合集（上）［Ｍ］．天津：天津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７．

［２］沈红艺．中医气化理论源流考［Ｊ］．中医文献杂志，２０００（２）：１３．

［３］恽铁樵．群经见智录／／恽铁樵医书合集（上）［Ｍ］．天津：天津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９７，１４４１４５．

［４］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１．

［５］恽铁樵．生理新语／／恽铁樵医书合集（上）［Ｍ］．天津：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５９，３７３．

［６］余云岫，恽铁樵．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Ｍ］．北京：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４４１４５．

［７］恽铁樵．内经讲义／／恽铁樵医书合集（下）［Ｍ］．天津：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７４８．

［８］恽铁樵．妇科大略／／恽铁樵医书合集（上）［Ｍ］．天津：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１３．

［９］恽铁樵．病理杂谈／／恽铁樵医书合集（下）［Ｍ］．天津：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５３２，１５５４．

［１０］侯丽，许亚梅，董青．血液病中医名词术语整理与诠释［Ｍ］．北

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００．

［１１］恽铁樵．临证演讲录／／恽铁樵医书合集（上）［Ｍ］．天津：天津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９５，６２２．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４６６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