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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论和　
“五脏应时”说的文献、临床与实验研究　

《黄帝内经》五脏概念的研究及其意义

烟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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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大文化、大科学、大医学的视角，溯源求本，从《黄帝内经》研析中医五脏概念形成的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及其
医疗实践，认为《黄帝内经》的五脏，是古人将内脏形质作为物象，通过意象思维，产生功能特性“类概念”，并在天人合一

观念指导下，纳入“四时法则”之中，从而形成了生长化收藏作核心内涵、精气阴阳五行为逻辑方法的五脏概念系统。同
时，概念的形成还经历了理论与实践互动互证过程。此外，本文还就《黄帝内经》五脏概念的科学意义进行了研讨，指出中

医五脏是一种结构性功能概念，乃中国系统思维的产物，在科学技术发展到综合阶段，包括五脏概念在内的中医理论，对

于生命科学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科学意义和医疗实践的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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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医药大学已故程士德教授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展了《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研究，其中藏象

学说是基础，“四时五藏阴阳”又是学术突破点［１］。

以此为方向，展开了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实验验证、

临床应用的系统的科学探索。经过团队三十多年的

努力，已经取得一批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在理论

探讨中，从“四时五藏阴阳”入手，我们提出了“生命

四时法则”［２］，并厘清了五脏概念的形成与内涵［３］。

１　五脏概念形成的方法学
站在大文化、大科学、大医学高度，审视中国传

统医学与近现代生物医学体系，它们的概念、理论差

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方法学的不同。研究者认为，医

学初始，东西方都是从解剖实体的直接观察入手，引

出机能，形成概念和理论的。这种方法结构机能相
统一的原则相符，但它的致命弱点，是将内脏实体及

其功能与生命现象之间看作线性关系，而这对于把

握复杂而非线性联系的生命活动，往往失去自然与

真实。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方法学才有出路。解决

这个重大问题，西方是借助物质工具（显微镜、理化

实验等），并结合形式逻辑的论证和数学的严密计

量，才能完成认知过程，这便是近现代生物医学的还

原论方法，而真正运用这种方法已是千年之后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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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复兴时代。而中国则求助于思维工具，也就是先

秦两汉盛行的“精气阴阳五行”，即所谓的自然哲
学，导致了一场方法学的变革［４］。

《黄帝内经》说：“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

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其中的“象”就是

象思维（也称意象思维），《黄帝内经》称之为“援物

比类”（《素问·示从容论》），是运用阴阳五行方法

学进行推理的基础。据考证，古人在直观认知上有

“望形生意”之法，通过对实物形体动态作直观察

验，忖度、联想而臆想其机能，如圆物可转，有孔能

鸣，轻清者上浮，浊重者下沉等。这种认知方法将解

剖实体的物象（即脏器的形态、位置，甚至质地，也包

括变化特点等）“望形生意”，然后依据类比、联想等

法进行思维，并以具体事物的形象或其象征性符号

作表述，从而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及规律。这种思

维方式的基本元素是“象”，推理法则是类比，类比

过程是“物象意象—法象”，其内涵是功能性、整体

性与动态性的。

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认识事物，形成概念的一

种具有普遍性和基础性的思维方式，并作为阴阳五

行进行逻辑推理的基本元素和概念单元。如将五脏

类比五行而把握其“气象性用”（唐代注家王冰语，

指功能特性）建立中医特属的五脏概念，再对这种五

脏概念实行阴阳相反相成、五行生克制化的推理，从

而把握人体生理、病理机制。由此认定，意象思维、

阴阳五行法则就是《黄帝内经》基本医学方法［５］。

然而，意象思维终究是一种或然思维，以此推论

的结果也必具或然性。为保证中医概念的正确和可

靠性，中医先贤们将医疗实践的验证作为概念形成的

必要环节，从而建立了理法方药贯通一体、理论临床

互动互证”这样一整套规范的方法。藏象理论如同中

医的生理学，病机理论如同中医病因、病理学，诊断收

集病情资料。根据藏象、病机理论分析疾病机理、变

化趋势，即是“理”；制定相应的治疗法则、选方遗药，

即是法、方、药。法从理出，方随法变，药为法用，这其

中贯穿着阴阳五行推理方式，指导、规范临床辨治各

环节的逻辑思维过程。从中医概念的形成过程而言，

依理定法，因法用药，方与药不仅为理法所遣派，完成

治疗任务，还是证实、证伪概念理论的重要方法学环

节。在中医学术史上，东汉张机的《伤寒论》被认为是

完成这一环节的代表。此书依据《黄帝内经》理论，结

合临床实践，将风寒外感病的论理辨证与论治用药贯

通一体，开创了辨证论治临床方法体系。书中之３９７
条１１２方，辨理真切，拟法准确，用药精当，环环紧扣，

效如桴鼓，经两千年医疗实践，共誉为中医临证第一

书。《伤寒论》的面世，为中医临床树立了典范，成为

中医临床方药证实病机、验证理论的医门法律。正是

经过了数千年的临床实践验证，才保证了中医概念与

理论的实在性、真理性。

２　《黄帝内经》五脏概念的形成与内涵
据以上中医学概念与理论形成的方法学模式，

我们提出《黄帝内经》五脏概念形成的三大方法，从

中可领会五脏概念的本真内涵。

２１　“四时法则”是五脏概念的核心内涵　古人研
究天地万物，主要探索其造化之机；研究人的造化之

机则称为生命之学，即医学之基本内容。《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说人“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讲人

与万物生存之道相通；而自然界四时递迁、稳定有序

的循环往复，则是万物之所以产生和生存的基础，故

该篇又说“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本也”，从而提出“人

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

论》），即生命的“四时法则”。

所谓生命的四时法则，就是以春夏秋冬四时生

长收藏的生机变化规律，概括人的生命机理，落实到

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上，就是以五脏作为生理、病理

活动的核心，生长收藏之四时法则即其活动机理与

规律，从而建立起五脏基本概念和系统理论。《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

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

忧恐”。这里有３项天人相应的类比：一是天地四时
五行对人的五脏，其中四时加长夏为五时，以与五行

五脏对应；二是天地生长收藏对人的五气，其中生长

收藏是四时之气，在《黄帝内经》又加长夏“化”为五

时之气，而五气即五脏之气，可以理解为五脏的功能

特性，与五时之气相应；三是四时有寒暑燥湿风之气

象变化临加于万物，人则有喜怒悲忧恐神情变化展

示生命活动。如此就建立了以生长化收藏为核心内

涵的《黄帝内经》五脏概念［５６］。

《黄帝内经》有“藏气法时”篇，主旨即论五脏概

念的四时法则。这篇文献不仅指出五脏主四时，而

且还提出“五脏苦欲论”（肝欲散苦急、心欲?苦缓、

脾欲缓苦湿、肺欲收苦气上逆、肾欲坚苦燥）。所谓

五脏苦欲，就是五脏精气生长化收藏功能的常与变、

平与病，直接反映了五脏概念内涵。

———肝应春、主生，它将人体冬主藏之精气升发

而启新，故肝气升，其性宣发疏散。不及则求散，故欲

散；太过则宣泄无制，逆乱躁急，出现气逆、拘急之象。

———心应夏、主长，人体在夏季气旺精盛而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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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茂，故心气浮，其性上炎张大。其软柔冲和则化

物，故欲?忌刚躁；过软则涣散虚弱，故苦缓。

———脾应长夏、主化，人体在夏季后期暑湿蕴

蒸，如植物灌浆蓄实，故脾主化物，水谷化精微变化

而成营卫气血。其性静，充和温厚，有益化物，故欲

缓；如若水湿淫盛，则反制于脾之化谷，故苦之。

———肺应秋、主收，人体将夏旺之精气收敛聚

实，故肺性降。主要体现在２个方面：一是“天气通
于肺”，从身外吸纳清气，而“肺朝百脉”则居高临下

将清气收降体内；二是“通调水道”，从全身收敛被

利用后的水液降入膀胱，并同时收敛体内精气、输至

全身，故其性欲收、恶散。散之极者则为喘脱危症，

是肺气衰竭之征，而气上逆咳喘又是逆反肺收敛本

性，故苦之。

———肾应冬、主藏，有如种子藏于地、身躯蛰伏，

故肾主藏，藏伏人体精气，防止无故散逸流失，故《素

问·六节藏象论》称为“封藏之本”。肾性沉，因精

气为生命之本，肾沉伏闭藏以坚固为贵，故肾欲坚；

然肾藏固宜适度而忌太过，过则精伏不出、津液失

润，而时见肌肤孔窍干燥，故又苦燥。

五脏概念的四时法则，从《黄帝内经》的脉理上

就能充分体现出来。《素问》的《脉要精微论》《平人

气象论》《玉机真藏论》等多篇都说人体春弦即肝

脉、夏钩即心脉、长夏?弱即脾脉、秋毛即肺脉、冬石

即肾脉，此即《黄帝内经》的四时五脏脉。由于脉象

是全身精气活动状态和趋势的综合反应，因此五脏

脉即五脏概念的四时法则在脉象上的反映。如春肝

弦脉，《素问·玉机真脏论》说：“春脉者肝也，东方

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弱轻虚而滑，

端直以长，故曰弦”。肝应春，如初生之物，其势虽

弱，但生机旺盛，故其态虽弱但滑而长。《素问·平

人气象论》在论及春肝脉理后又复加一句“藏真散

于肝”。藏真，指藏于内的精元真气，即关乎生命根

本的精气；用“散”一字，点明肝的生理特性宣散、发

散、疏散。据此而论，夏脉洪大如钩即状精元真气旺

盛生力张大；秋脉者肺也”，秋脉如毛之降即状精元

真气的活动状态和趋势由外收敛、由上降下；冬脉如

水中之石即状精元真气的活动状态和趋势深藏于

内，以护精气固守勿失。

唯脾脉特殊。由于《黄帝内经》脾主时有２种模
式，所以脾脉也有 ２种形式。其一，长夏?弱即脾
脉。?弱有充和之义，指脉体柔和、搏势含劲，正是

脾化水谷，精微化生功能的描述。“藏真濡于脾”，

濡字阐明了脾概念中水谷化生精微的功能。其二，

《玉机真藏论》说脾脉“善者不可得见”，与脾不主时

之说相应。“不可得见”是指没有脾的专脉，而是含

在其他四脏脉之中，其实就是脉中有从容和缓、搏势

含劲之象，其机理正如该篇所说“脾为孤藏，中央土

以灌四傍”，主化以荣养四脏。

四时法则作为五脏概念的核心内涵，展示了与

近现代生物医学脏器概念的根本差异，且贯穿于中

医理论系统各部分和临床实践的始终。民国中医理

论大师恽铁樵所说：“不知五藏气化亦由四时之生长

化收藏而来，则求五藏之说不可得”。并明确指出：

“《黄帝内经》之五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

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黄帝内经》无一语可

通矣”。（《群经见智录·四时之五脏》）即是此意。

２２　脏器意象是五脏概念的形态学基础　古人以
意象思维从五脏物象探索其功能特性［７］，并特别将

其功能归类纳入四时法则，形成了脏器之用与四时

法则结合一体的四时五脏概念，因而五脏亦可称为

气化之器［８］。分述如下：

肝在膈下腹中胁旁，此位置与肝脉在身侧、应春

合少阳、属半表半里相关。《难经》说肝有两叶，类

比其时在冬夏之间而主春，阴阳属性在太阴太阳之

间，根于阴发于阳而属少阳之义。

心在膈上胸中，上有肺叶覆盖，外有肉膜包裹，

中有血，并与众多脉络相连。膈上胸中乃正阳尊位，

盛阳法火，因而古人视心如中央君主，为五脏六腑之

大主而应夏主神；心包络则如帝都之宫城，又如君前

臣使，代心传令、代心受过；心连血脉则成为心主血

脉并通过血脉（使道）调控全身的形态基础。

脾在腹中膈下肾上，位属中部，与胃以膜相连，

这个部位与中央土结缘———“中央土以灌四旁”，居

中主化水谷为精微以养诸脏，在气化活动中为“使”

为“市”能斡旋气机；而脾胃“以膜相连”的关系又成

为“为胃行其津液”即脾主运化的形态基础。

肺在胸膈之上，左右两叶，复于心上，其中多孔

动如橐龠。肺的这种形态除了使古人认识到肺司呼

吸以外，还联系到气的运行也由肺所主；同时以其脏

位最高，比如为天，居高临下应秋主肃降，“朝百脉”

而行营卫阴阳（包括水液），形如古代华盖而任职君

主重臣，称为相傅而司治节。

肾在腹中，其位最下，譬如为地，而水流下，故五

行属水而应冬，性沉藏精而主水液。《黄帝内经》说

“地气上为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地气上者属

于肾”（《素问·水热穴论》）、“肾者主水”（《素问·上

古天真论》），都是把肾类比于地而藏精、主水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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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精气阴阳五行是五脏概念形成的方法学模式
　　气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具
有普适的方法学意义，成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主

流方法学。《黄帝内经》借鉴探索生命机理及其医

学应用规律，因而也成为探索中医学概念及概念体

系的基本方法。

首先，五脏乃一气所化，一气即精气，《黄帝内经》

称为“藏真之气”。在人体，此气春为肝气、夏为心气、

长夏为脾气、秋为肺气、冬为肾气，代表一年之中生理

精气的消长盛衰、升降卷舒；若以人体为“生化之宇”，

则此气一分为五，生升之气属肝、长旺之气属心、收降

之气属肺、伏藏之气属肾，独脾气居中静化、斡旋诸

气，以使生化和谐有序。以上所述就是气一元论在五

脏概念中的体现，也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具体化。

其次，阴阳是气一分为二哲学方法的基本模式，

它以相互对待的阴阳双方互根互用，交感生物，消长

转化变物等为机理，从自身探讨事物发生、发展、变

化的原因。五脏之外有五腑，脏腑分属阴阳，其间藏

泻互协，才有生命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五脏又分阴

阳，阴脏与阳脏在相互为用、相互制约中发挥着各自

不同的功能及特性，进行重大的生理和精神活动；而

五脏又各有阴阳，其阴阳相互为根、相互为用，维持

各脏的基本功能，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再次，五行是气一分而为五，或阴阳二气相互作

用的细化展示，木火土金水则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法

象”。正如王冰注《素问·五脏生成论》“五脏之象，

可以类推”所说：“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

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

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

决，肾象水而润下”。气一分为五，乃气之初生

（木）、长旺（火）、化成（土）、收敛（金）、伏藏（水）五

个阶段和气之宣泄（木）、亢张（火）、氤氲交融（土）、

收敛（金）、沉降（水）５种态势与作用；从阴阳二气的
相互作用而言，木属阳长阴消、火属阳盛阴衰、金属

阴长阳消、水属阴盛阳衰、土属阴阳交转匀平。以五

脏分属五行，体现五脏的功能特性及其天地人生态

联系；以五医学行方法义理规范五行作用方式，则建

立起五脏功能生克制化关系的生理体系［６］。

以上即《黄帝内经》五脏概念形成的形态学基础、

逻辑方法学及其核心内涵。至于其外延，我们曾提出

四时五脏、气化五脏、官能五脏、神志五脏以及五脏概

念的三层次和五脏概念的泛化诸方面［８］就是五脏概

念在适应四季变化、精神活动等生命活动方面的应

用；而在饮食、呼吸、气血生化、二便排泄、性与生殖活

动中，五脏又发挥着各自作用而共同完成生命过程，

今被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作为五脏概念的内涵论述，如

肝藏血，心主血脉、主神志，脾主运化、统血，肺主气、

司呼吸，肾藏精主生殖与生长发育、主水纳气等［９］。

此外，五脏概念的形成，还必须经过医疗实践验

证环节。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便是医疗验证之

标志，书中已经有内伤病诊治的五脏方证一体模式；

此后金元张元素《医学启源》、明代李时珍《本草纲

目》、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等著作的“脏气法时补

泻”“五脏苦欲”系列用药，以及历代中药专著和临床

著作所记方药归经入脏、功能主治，都在运用自己独

特的方式证实、证伪着五脏概念的学术合理性和实践

真实性。今举方药归经入脏及功能主治为例说明：

中医理法方药贯通一体，中药归经、功能主治与

五脏概念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以归心经中药为

例，按１９６４年出版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药学
讲义》共列“官药”４２０种，其中归心经７６种。从药
物性味功用分，清热药２１味，安神药１１味，芳香开
窍药４味，理血药７味，温里药２味，补药１０种（补
气１、补阳２、补血４、补阴３）。心属火，火热为病究
于心火太过，故清热药多归心；心主神，故安神、开窍

药多归心；心主血，故理血药、生血药多归心；温里即

温阳，有附子、干姜归心，补阳药有紫河车、骨碎补归

心，补阴药有麦冬、龟甲、百合归心，补气药只有甘

草。说明临床常用中药的归经和性味功用，紧扣《黄

帝内经》心概念。

３　五脏概念的科学意义
《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脏，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

的解剖实体概念，而是中医学专属的结构性功能概

念；它是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产物，在学科属性上具

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融综合的特性；作为医学

应用，既有先天不足，也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在的

临床价值。

３１　五脏是结构性功能概念　五脏是结构性功能
概念，在方法学上具有系统科学的属性。

由于它是以意象思维类比法建立的概念，概念

内涵自然是功能性的，由此为核心建立概念体系，形

成系统理论，并在医疗实践中得到验证，说明这种机

能概括在生命活动中是客观存在并具有相当的稳定

性与规律性，特别是还将它包容于体内五个脏器物

象之中，犹如人体生命活动运转的五个核心机构，只

是现代生物学方法的长期研究找不到其形态组织基

础，所以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功能概念。或许是由生

物进化而来，被中医所捕捉、记载并运用于诊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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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体系，也反映了人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应当被

承认与尊重。

五脏的结构性功能概念，具有系统科学的属性。

研究中医哲学的著名学者刘长林说：“中医学的理论

方法与现代系统论在原则上颇多相近之处。……在

整体、结构、反馈、调节、平衡、信息等诸多方面，它们

确有共通之点”［１０］。此论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学者们的共识。“系统思维乃是中国传统思维方

式的主干”（同上），而中医学最能体现了中国文化

的理念和方法。五脏概念反映的是生命活动中精气

（能量）消长盛衰规律性运动的五个核心机构，承担

着“控变中心”的职能，它们各自主司生长化收藏，

通过相互间升降浮沉等活动的生克制化，达到阴阳

相反相成的整体协调效果，而这些活动皆自主发生，

并与自然、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维持了生命体

的健康。这与人体复杂系统科学中的能量原则、自

组织原则、开放性原则等是一致的［１１］，五脏概念是

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用于研究人生命活动的产物。

３２　关于中医理论学术地位与科学价值的讨论　
五脏概念乃至中医理论的负面评价向来占据主流，

但随着人类思维能力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出现了重

新被认识的契机。

世界科学技术形成、发展的历史辨证法研究揭

示，科学发展的规律性与思维逻辑的一贯性是相统

一的，科学技术知识或理论体系，其形成、发展的轨

迹，总是经历“感性直观—知性分析—理性综合”的

思维过程［１２］。中医学建立在生活、医疗实践的直观

基础上，没有经过实验室的严密观察、形式逻辑的严

格推理和精密的数学计量，从这个意义说，它处于思

维的感性直观阶段；但它的理论是中国文化孕育出

来的，而中国文化是人类早熟的文化，它在思维逻辑

上跨越了知性分析，从感性直观直接进入理性综合，

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人类的早

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１３］”。这

个“天”就是理性综合，因而中国文化直接孕育的中

医学，也具有理性综合的思维特点和科学形态，在传

统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系统生命观，并出色地

应用到医学领域。理性综合的科学形态和思维逻

辑，其本质特征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

综合贯通，科学技术整体化、综合化（表现为智能

化），它是人类认识高度发展的标志，所体现的则是

辨证综合的哲学精神，其表达形式就是系统科学方

法论，如近半个世纪涌现出来的系统论、信息论、控

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而中医学就其

方法论而言正是具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

虽然中国传统系统方法与近来兴起的系统科学又有

不同，且在知性分析方面具有先天不足，但其先进性

又使中医在生命观念、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上具有

相对的优势，并在此意义上可以为生命科学和医学

科学研究提供理念和方法学上的指导与借鉴［１４］。

综合为３方面：１）中医理论揭示了人体生命的某些规
律，如注重生命体的机能结构，强调机能的整体与动

态和谐，并将这些认识概括为藏象、经络、病机等学

说，而其中则蕴涵着中华民族对生命规律的认识与把

握，即新的医学发现，如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关系，生

命活动的系统法则、调控法则与节律现象，心身相互

作用现象，经络现象，生命全息现象等。２）建构了天
地人“三才”医学模式，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将

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人体心身的和谐视为健康的基

本标准，并贯穿到疾病防治和养生抗衰的理论与实践

中，这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世界的贡献。３）创建了世
界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仅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具有

代表性，而且至今仍用于临床，且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和优势，在人类面临新的医学课题和世界性重大疾病

的机遇和挑战中，可以有大的作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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