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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脏腑辨证理论内涵差异初探

任北大　张保春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目的：明晰不同时期医家对脏腑辨证理论的发挥，完善脏腑辨证理论，并对临床诊治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通过文
献分析和差异比较法，对脏腑辨证理论在历史源流与内涵传承及创新两方面，分别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总结、分析。结

果：自《黄帝内经》始，脏腑辨证经《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发挥，尤其是张元素《医学启源》对脏腑辨证

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后，形成理法方药完备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结论：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建立对后世

易水学派、温补学派及扶阳学派各医家关于脏腑辨证理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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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今河北易县）人，生
卒年不详，据今人考证，张元素出生于金太宗七年

（公元１１２９年）［１］，易水学派创始人，温补学派奠基
者。其学术思想主要源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

《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中藏经》《小儿药证

直诀》等经典古籍，张元素撷取前人精华，又通过自

身临床实践经验，选择对中医学术理论有重大贡献

的脏腑辨证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系统总结，最终形

成理法方药完备的脏腑辨证体系，为易水学派学术

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脏腑辨证作为中医辨

证理论的核心，金元之前，不乏医家、学者的研究，然

或杂乱无序；或缺乏临证评判；或受当时医学知识所

限，对脏腑辨证理论认识皆有不足之处，及至张元

素，在前人启发和影响下，结合自身大胆创新，将其

所首创的遣方制药理论与脏腑辨证联系起来，弥补

了金元以前诸家对脏腑辨证论述所存在的缺陷，不

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后世医家也有较高

的临床参考价值。本文从深度和广度上对脏腑辨证

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挖掘，力求揭示脏腑辨证内

在规律和特征，以及其对临床诊治所产生的影响。

１　理论源流
脏腑辨证起源于《内经》，在《金匮要略》有所发

展，此时脏腑辨证尚处于萌芽状态；《中藏经》标志

脏腑辨证体系形成，为第一次系统总结，具有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用；《备急千金要方》对脏腑辨证向脏腑

证治转变、形成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为脏腑辨证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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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系统总结；《小儿药证直诀》在脏腑辨证理论上侧

重儿科五脏辨证，并立五脏补泻方，完善了脏腑辨证

体系；及至张元素·《医学启源》，形成理法方药完

备的脏腑辨证体系，更加全面、系统，为脏腑辨证第

３次系统总结，同时成为宋金之后脏腑病机制论的
先导；至此，脏腑辨证体系基本完善，对当时乃至后

世医家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２　内涵差异
唯物辨证法认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要把事物

看成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明确其在发展过程中所

处的阶段和地位，才能深刻理解事物本质并加以创

新；同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

化。脏腑辨证理论形成、发展及成熟，符合人们认识

事物的客观规律，故从以下几方面对脏腑辨证理论

内在规律及特征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挖掘。

２１　理论孕育形成阶段
２１１　《内经》　《内经》是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全
面总结，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渊薮，包括藏象学说、病

机学说、诊法学说和治则学说四大部分，藏象作为学

说即导源于此。全书从内容分布上来看：脏腑论述

见于金匮真言论篇第四、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六节

藏象论第九、五脏生成篇第十、五脏别论第十一；五

脏病机论述见于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至真要大

论篇第七十四、本神第八；六腑病机论述见于邪气脏

腑病形第四、师传第二十九；奇恒之腑论述见于平热

病论篇第三十三、水胀第五十七。从内容来看，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１）脏腑论述以“天人相应”和“阴阳
五行”理论为基础，形成以五脏为中心，内连六腑、五

体、五华、五声、五窍、五志等，外应五方、五时、五味、

五畜、五谷、五星、五音、五臭的五个功能活动系统并

在生理、病理上紧密联系。２）脏腑病机尤重气：《内
经》中提到气有３０００余处，其中气的种类接近３００
种。３）在诊治上强调脉色合参及利用五味和五脏制
化关系。综上，脏腑学说在《内经》内容丰富、分布

广泛，起到了基础理论的作用；但同时也说明其零

散、不成系统，对临床辨证施治指导作用有限。

２１２　《中藏经》　相比《内经》《中藏经》创新之处
在于：首创脏腑辨证之八纲，即虚实寒热生死逆顺，

将《内经》零散、不成系统的脏腑学说内容首次进行

系统归纳总结，如关于心之论述，《灵枢·本神第

八》：“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

肉，毛悴色夭，死于冬”；“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

悲，实则笑不休；”［２］《灵枢·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

烟火；”［２］８５两处从心气之虚、实、梦及脉等病理方
面进行了简单阐述，《内经》中关于心之论述不胜枚

举，仅从这两处亦可看出内容分布杂乱不成体系；而

在《中藏经》关于心之论述则集中体现在《论心脏虚

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四》一节当中，其所

论述不仅包含《内经》中关于心的论述内容，而且更

加深入全面，如关于心之脉的论述，就有太过、不及、

浮大而散、沉而滑、弦而长、缓而大、左手寸口脉大甚

与肿甚、沉小而紧、其缓甚、微缓、大甚、微大、小甚、

微小、滑甚、微滑、涩甚、微涩、搏坚而长、软而散、急

甚、沉濡而滑等二十多种脉象，并均有相应生理病理

表现；关于心气虚实的论述，有“心气实则小便不利，

腹满，身热而重，温温欲吐……”，“心虚则恐惧多

惊，忧思不乐，胸腹中苦痛……”［３］；其中详简一目了

然。此外《中藏经》还对心之病理症状进行了具体

的论述。这标志着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初步形成。

２２　理论完善发展阶段
２２１　《备急千金要方》　自《中藏经》之后，脏腑
辨证经过《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的发挥，于

《备急千金要方》实现了第二次全面系统总结。较

之《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发挥之处有以下几

点：１）内容不局限于理、法，补充了方证内容：脏证腑
证皆以虚实为纲，并列有对治的方剂；脏腑证皆有相

对应的特异性脉象，是判断脏腑证病位与病性的依

据；此外，扩展了脏腑病理内容，增加了脏腑经络循

行内容，对判断脏腑病变部位与性质开拓了新的思

路。２）对脏腑生理、病理及诊治认识更加深刻，且论
述更加系统：《备急千金要方》在内容上基本包含了

《中藏经》关于脏腑生理、病理的全部论述，并在论

述上更加详细；在论述上脏与腑皆从生理至病理至

脏证腑证论治，且腑从属于脏，表里对应之脏腑证列

于脏卷之中。综上，每一脏、腑自成体系，内容上全

面、详细，论述上调理、系统。如《备急千金要方》关

于心脏论述，开头生理“论曰：心主神。神者，五脏专

精之本也……”［４］，篇幅长于《中藏经》，且内容详

实；其次病理“凡心脏象火……”四十五种病理现

象，较《中藏经》十七种更为全面；此外，增加了五脏

经络循行内容“其筋起于小指之上…手少阴之脉起

于心中…”［４］；最后在辨证论治方面以虚实为纲，分

为心实热、心小肠俱实、心虚寒、心小肠俱虚四类，每

类又分以不同证候，不同证候下又列以对应方剂。

２２２　《小儿药证直诀》　《小儿药证直诀》是脏腑
辨证在儿科领域的首次重大突破，对小儿生理、病

理、五脏证治及适用范围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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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认为：小儿在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

壮”，病理上“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成为

其临证指导思想，并系统提出儿科领域的五脏虚实

辨证理论，即辨证以“五脏为纲”，分列心、肝、脾、

肺、肾五脏虚实的主要证候、治疗原则及处方用药，

同时又认为五脏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五脏与自

然界关系密切。以心为例：其主要证候为“心主惊。

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

“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５］；具体

而言“心热，视其睡，口中气温，或合面睡，及上窜咬

牙，皆心热也，导赤散主之”。“心实，心气实则气上

下行涩，合卧则气不得通，故喜仰卧，则气得上下通

也。泻心汤主之”［５］。通过统计涉及心之病种有目

内证、心疳、惊啼、羊痫等 １３种，肝 １２种，脾胃 ２８
种，肺１４种，肾１３种，此外书中单列“五脏相胜轻
重”一节，首次将五行生克运用于临床实际辨证当

中，亦是此书一大发挥。

２３　理论完备成熟阶段　《医学启源》以虚实寒热
为辨证的基本纲要，以补虚、泻实、温寒、清热为基本

治则。在具体内容上，张元素关于“五脏六腑，除心

包络十一经脉证法”论述基本与《中藏经》一致，部

分细节上仍略有出入，如同样关于心的论述，《中藏

经》认为“心气实则小便不利”“诊其脉，左右寸口两

虚而微者是也”“心脉沉小而紧，浮主气喘……微大

则心痛引背、善泪出……”［３］；《医学启源》则认为

“心气实则大便不利”“其脉左寸口虚而微者是也”

“心脉沉小而紧，浮之不喘……缓甚则痛引背，善泪

……”［６］；正所谓于细微处见真知，内容上张元素确

有其发挥之处，脏腑辨证不同论述之间应引起重视，

多加以比较。张元素依据《内经》《脉诀》补充以《主

治备要》，增加了脏腑病机：五脏是动病、所生病；五

脏治疗：五脏苦欲补泻及用药、虚实寒热之治则和处

方用药。这就较《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之论述

更为全面和精细，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脏腑辨证理

论，而其中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之用药理论又是张

元素对脏腑辨证理论的最大创新，为药物与脏腑、经

络之间的对应关系指明了方向，使具体药物与脏腑

证、经络之间的对治关系愈发明晰［７］。如其在《医学

启源·去脏腑之火》中对泻火药所论述“黄连泻心

火，黄芩泻肺火，白芍药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

小肠火，黄芩泻大肠火，石膏泻胃火。柴胡泻三焦

火，须用黄芩佐之；柴胡泻肝火，须用黄连佐之，胆经

亦然。黄柏泻膀胱火……”［６］在《医学启源·各经

引用》中对引经药论述“太阳经，羌活；在下者黄柏，

小肠、膀胱也。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

也……以上十二经之的药也”［６］。临床上治疗过敏

性鼻炎，除以阳虚为基本病机辨治，若以脏腑辨证定

位病变脏腑，加之引经报使药，治疗效果极佳［８］。此

外，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提出特色制方遣药理

论：首创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明确药物气味

阴阳升降与功效关系；脏气法时补泻法，在《内经》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基础上结合五脏苦欲药物，很好

的补充了五脏证治缺少经验药物的弊端；三感之病

与三才治法及制方法度等理论，这些都为临证指导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元素脏腑辨证之各部分内容

较为平衡，未有偏颇，利于为后来者在此基础上继续

发挥［９］。近人曾评价“元素在脏腑辨证方面的发挥

较孙思邈的脏腑虚实辨证、钱乙的五脏虚实辨证都

要系统和精细得多”［１０］。

３　讨论
脏腑辨证是中医辨证理论的核心，其形成与发

展符合中医理论自我完善的规律，在临床诊治中居

于基础地位。张家锡认为：“脏腑是临床病证定位的

主要依据，是其他辨证方法的基础。同时，因其概念

确切、内容具体、纲目清楚、系统完整等特点，更易切

合临床特点，因而为中医的内外妇儿等科普遍采

用”［１１］。如以五脏为框架论治慢性荨麻疹，切合临

床辨证，指导意义较大。金元时期张元素为脏腑辨

证体系之集大成者，并发前人未有之论述，将脏腑辨

证理论提高到新的高度。在脏腑辨证具体差异比较

中，本文以心为例，其在《内经》分布多零散、不成系

统；在《中藏经》中理法皆备，形成体系；《备急千金

要方》增加方证、经络等内容，更加详实、系统；而

《小儿药证直诀》则是对脏腑辨证在儿科的一大发

挥，且选方精确，疗效显著；及至张元素《医学启

源》，理法方药皆备，理论系统完善，可言此为第一次

真正之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后世之发展亦在此基础

之上而论。至此，脏腑辨证由系统研究阶段转入专

题研究阶段，代表学说有易水学派之脾胃学说、温补

学派及扶阳学派之肾命学说，理论研究与临证更加

紧密，而且针对性更强。本文从纵、横２个方面论述
脏腑辨证之源流，初探不同时期、不同医家关于脏腑

辨证论述之差异，从而明晰脏腑辨证发展的时代背

景及理论内涵，以期对现代中医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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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小云“中医疾病与心理脉象（脉诊）基础培训班”（２０１７年）

　　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将于２０１７年

６月、１０月在北京举办“中医疾病与心理脉象（脉诊）基础培训班”，

共２期。研修班聘请中医心理脉学、社会适应脉学发明人寿小云教

授亲自授课，培训期满，考核合格者，可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６

分。

一、主讲人介绍

寿小云，主任医师，教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脉象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委员。寿小云教授秉

承先师传授，研究中医内经、难经、脉经、太素脉学近四十年，将传统

脉法发展成为涵盖疾病脉法、辨证脉法、心理脉法、社会适应脉法等

完整的脉象学科诊断体系，并出版、发表大量脉学著作及文章。

在临床上，寿小云教授可以通过同时收集疾病、心理、社会适应

程度脉象信息进行综合诊断，达到单独“凭脉诊病”的效果。寿小云

教授已在国内讲学数十次，反响强烈。并应邀到澳洲、新西兰、马来

西亚、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学

员普遍反映：“寿小云脉法深入浅出，容易入门，且其中不乏许多真知

灼见，很值得一学”。参加过培训的很多学员受益匪浅或成为当地有

名的医生。

二、课程介绍

１．内容简介

寿氏脉法虽植根于内经古脉法，但深入浅出、简便易学。诊断特

点寸关尺脉，上下、内外、左右有序分布着几十个候诊部位，一病一

脉，各司其位，简洁明了，涵盖全身脏腑器官。包括未出现症状的脑

梗死前兆、中风急慢性期脉象诊断、脉象识别血压数值高低、动脉硬

化冠心病、心肌肥厚、瓣膜病变等脉象特征、呼吸、消化、骨骼、软组织

病变、肝胆疾患、肝胆肾前列腺结石、泌尿生殖、妇科、息肉、囊肿、各

种肿瘤、各类体质、基础心理脉象等脉诊技法和技巧。

学员通过学习寿氏心理脉学，能深窥患者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心

理疾患，如儿时的重大心理创伤以及对人生事业影响。也可识别患

者的心理、性格特点，心理素质、心理疾病，以及小儿潜质、心理缺陷

和发展前景。寿氏心理脉学为心理创伤、焦虑、抑郁、痛苦、悲伤、强

迫、暴力倾向、自杀倾向等各类心理状态的获知和心理疾病的早期诊

断和治疗提供了途径和方法，自成一家。

２．课程安排

寿氏脉学导论，病脉总论

心血管系统脉象；脑血管系统脉象

消化系统脉象；呼吸系统脉象

泌尿生殖系统脉象；运动系统脉象

肿瘤脉象；脏器缺失脉象

心理脉象基础理论及临床识别

临床常见心理脉象，综合评教，现场答疑指导

３．培训特点：

全程四天，寿小云教授亲自授课。

全程ＰＰＴ教学和大量视频教学资料相结合，使学习者短期掌握

疾病脉象和心理脉象基础技法，快速学习传统中医脉法及现代医学

疾病诊断的精髓诀窍。

三、培训班重要信息

１．培训时间及培训人数：

第１期：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至６月２５日（６月２２日上午８：００报

到），限报名４０人。

第２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２９日（１０月２６日上午８：００

报到），限报名４０人。

２．培训费用：

培训费人民币３８００元／期。此费用包含报名、场地、教材、培训、

考核、证书等费用。

培训期间交通食宿费用学员自理，如需要可协助安排。

汇款账号：

账户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账号：１１００６０９７１０１８００２６０４４８００９６

开户行名称：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支付宝：４１９８９８８３５＠ｑｑ．ｃｏｍ

注意：汇款时，请备注：姓名＋脉诊培训＋６月或１０月

３．培训座次安排：

按照培训费用汇款到账先后顺序，从前到后依次进行座次排列。

４．报到及授课地点：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３层大教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１９号财富嘉园Ａ座３层

５．联系人：傅存生，刘晓明。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０２５，

１８９１１９３９６２３，１３８１１７９４５７５。邮箱：ｉｔｄ＠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国际培训部

２０１７．０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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