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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对“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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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就目前已经完成整理并公布的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血”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旁参《黄帝内经》和其他
先秦两汉传世经典文献，以期梳理出这一时期中医对“血”的认识。整理按照血与生命的联系、血与气及其相关问题、血的

转化和相关的禁忌、病证及治疗几个角度进行，结果显示：１）人们关于血的认识，总是以生命作为起点；２）血与气关系密
切，目前出土的文献中以血气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不是气血；３）血的转化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４）先秦两汉时期血相
关病证很多，血忌日是针灸家时日忌针说的来源。当时的人们对于血的认识包括生理和文化２个层面，并且这２个层面
的认识既相对独立、相互交织，又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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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集大成的时期，也是
医学集大成的时期，中医的经典《素问》《灵枢经》

《难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均出自这一时期，为

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甚至有人认

为，中医学至汉代已经登峰造极，这些都在说明研究

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具有重要意义。近１００多
年来，涉医简帛文献不断被发掘整理，为先秦两汉医

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弥补了传世文

献的不足，且出土材料在研究思想史流变时提供了

某一时段的可信的参照物，较之单纯利用传世文献

更具有可信性［１］。“气血”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概念，

在出土的涉医简帛文献中已有记载。而目前国内外

先秦两汉涉医简帛文献的整理研究基本未涉及对

“血”的认识。我们就目前已经完成整理并公布的

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血”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整

理，包括马王堆汉墓医书、居延汉简医药简、居延新

简医药简、张家山汉简医书、武威汉代医简（以下简

称武威医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

上博简、周家台秦简、阜阳汉简和其他散见医药简

牍，并旁参《黄帝内经》和其他先秦两汉传世经典文

献，以期梳理出对这一时期中医对“血”的认识。

１　血与生命
１１　血与生杀　原始社会人们以狩猎为生，人或动
物在受到外来创伤后就会破皮流血，人们能够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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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这种人或动物体内流出的红色的、带有腥气

的液体，这就是“血”。郭店出土的楚竹书《周易》的

“需卦”里有：“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张其成注

解“需于血”意思是在血泊中等待，而“血”比喻杀伤

之地［２］。流血的人或动物会变得虚弱、甚至是死亡，

《韩非子·说林上》：“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
#

（衄），已
#

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其

矣”［３］，血的流失是死亡的开始。

那么，反过来说，补充血就可以增加生命力，最

直接的就是“饮血”。《礼记》中记载，很久以前我们

的祖先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到了殷商时代，人类

的文明已经有甲骨文可以记载。“血”字的甲骨文

的字形写作，这是一个指事字，即高脚杯中盛着血，

说明在商朝血已经不是一般人的饮食，而是有着尊

贵的象征。《穆天子传》：约成书于战国，其中就有

周穆王饮马血和白鹤血的记载。目前出土的涉医简

帛当中，也有使用动物的血作为药物的记载。总之，

人们关于血的认识，总是以生命作为起点。

１２　血与胎产　除了受外伤之外，女性的月经血也
是原始生活中常见的血液。月经来潮是女性性成熟

的标志，只有阴道周期性自然流血的女性才可以受

孕、产生新的生命，于是，血又与新生命的产生联系

在一起。马王堆汉墓医书《胎产书》记载：“禹问幼

频曰：我欲埴（殖）人
$

子，何如而有？幼频合（答）

曰：月朔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５］。这里讨论
到生孩子的方法，是要在月经结束后３ｄ之内进行
性生活，就会怀孕。先秦两汉时期常把血缘关系称

作“血气之亲”［６］，可见，“血”是家族成员之间的

纽带。

１３　血的生成　《胎产书》上还论述了胎儿的发育
的过程：“故人之产

%

（也），入於冥冥，出於冥冥，乃

始为人。……四月而水受（授）之，乃始成血，其食

稻麦，（觯）鱼□□，以清血而明目……”［５］此处提到
了血的生成是从胎儿第４个月开始，按现代医学的
观察，人的造血功能主要在骨髓中进行，到第４个月
时胎儿肝造血到达高峰，而骨髓也开始出现造血活

动。《黄帝内经》提出“肝生血”，有学者研究后认

为，肝有促使气血生化和促进肾精化血的作用，因此

在血的生成中起到重要作用［７］。关于血的生成，先

秦两汉的医家有着某种程度上科学的认识。

１４　血的循环　武威医简第二类简中有一条“治金
创

&

漏血不出方”，即受外伤后内出血的方子，其中

写道：“药用大
'

丹二分，曾青二分，消石二分，虫

（虫）三分，亡虫头二分，凡五物，皆冶，合和，以方寸匕

一酒饮。不过再饮，血立出，不（否），即从大便

出”［５］。值得关注的是，这张方子的说明表示：当身

体某处出现内出血时，可以通过内服药物使瘀血从

皮肤或大便排出，敦煌汉简中也载有车马跌伤瘀血

在胸、服药而除的事例，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

血脉相通、血液循环的道理。而西方世界１６２８年才
发现了血液循环，比中医晚了一千多年。

１５　血为“神”的物质基础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
经认识到血液在脉道中运行，而心又是脉道中特殊

的一部分。抄写于秦汉之际的马王堆汉墓医书《足

臂十一
(

灸经》中的“
(

”（脉）字写作“囗”，与《说

文》上记载的 （鱌字的籀文）左右相反。《说文解

字》对“囗”的解释是：“水之?流，
)

也。从反永。

凡囗之属皆从囗”［８］。意思是水道的分流。血沿着

脉道运行，恰似水沿着河流奔腾，这是《黄帝内经》

中常出现的比喻。在这些脉道之中，有一处最为特

别，那就是心。从“心”字的构形有作 、 或省作

等［９］，很明显这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心是脉道中最宽

大、搏动最明显的地方。《灵枢·本神》：“心藏脉，

脉舍神”［１０］。古人认为，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相

似的，都是由“广义之神”来主导，人的精神情志活

动是血的功能体现［１１］。

２　血与气
２１　“气血”与“血气”之辨　人或动物在大量失血
的同时，其呼吸也越来越衰弱，直至停止，因此气息

和血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气血”，又称“血气”，是

中医学的核心概念，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

《养生方》《十问》《合阴阳》，郭店楚简《语丛》《论语

季氏篇》《唐虞之道》《六德》中皆有出现。有学者通

过比对《黄帝内经》中关于“气血”与“血气”的论述

后认为，“血气”常侧重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气

血”则往往侧重指功能［１２］。

２２　血气概述　不同于今天中医学的使用，“血气”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要高于“气血”。

“血气”的定义在《素问·八政神明论》中：“血气者，

人之神”［１３］。《素问·五常政大论》有“神去则机

息”［１３］之说，意为生命活动由“神”主宰，这里的

“神”并非外来智慧与万能的存在，而是生命活动的

发源，它没有形象，却表现为气血的运行和变化。关

于血与气的关系，《灵枢·营卫生会》解释说：“夫血

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

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１０］。这句话是

说，血与气都是一类生命活体中存在的物质，气为无

象无形的阶段或部分，血为无形有质的阶段或部分。

·３９６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９年７月第１４卷第７期



由于血气既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又是构成人体

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故《素问·调经

论》说：“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１３］。

２３　血气与情志　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除了外部
的运动坐卧和内部的新陈代谢之外，又突出的表现

为喜怒哀乐等情志变化或者说精神活动，而一个人

总体血气运行的规律又体现为他（她）的性情。《左

传·昭公十年》有“凡有血气，皆有争心”［１４］的说法，

郭店楚简十五《语丛一》记载：“凡有血气者，皆有喜

有怒，有慎有庄；其体有容，有色有声，有嗅有味，有

气有志”［６］。说明人的情志是血气的运动变化外现，

性情是这种外现的总体特点，同时能够化生成为人

体的各个结构，表现各种功能。马王堆汉墓帛书《老

子乙本》：“怒者血气也，争者外脂肤也。怒若不发

浸
*

是为痈疽”［１５］。意思是怒而争斗将使血气之向

肌表外，怒气积攒将会导致痈疽。说明特定的情志

对应着不同的血气状态。《素问·举痛论》云：“怒

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

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１３］。对

情志与血气的规律又作了进一步的总结。

２４　血气与礼乐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政治都
倾向于用道德教化民众，用礼乐调和人的血气，使人

心得正，天下太平。《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记载了孔

子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血气状况及修养要点：“君子有

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

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

得”［１６］。这里讲的是对君子的要求，而对于百姓来

说，就要使用潜移默化的方法———礼乐。郭店楚简

《唐虞之道》上记载：“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

民养〔而称贤〕节乎脂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安

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知〔仁义〕〔明〕礼，畏守乐，

孙民教也”［６］。大意是说，古代帝王修身注重节制自

己的情感，这样血气的运行也就平稳正常，自己的人

生和政治之路就能平顺；百姓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要

使他们知晓仁义，明白礼节，恭敬地祭祀、听音乐，这

样百姓就得到教化了。司马迁曾评价：“故音乐者，

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１７］。可见

人的情志与血气的运动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古

圣先贤所留下的仁义礼乐，都是为使人民血气平和、

以致天下太平。这又是“上医医国”“治未病”思想

的生动体现了。

２５　血气与房中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把医
学分成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其中对“房中”

记载如下：“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

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所乐，

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

顾，以生疾而陨性命”［１８］。马王堆汉墓医书《养生

方》《合阴阳》就属于房中的内容。《养生方》记载：

“血气不足，我无所乐”，意味着血气充盛是快乐的

前提条件；《合阴阳》：“吾精以养汝精，前脉皆动，皮

肤气血皆作，故能发闭通塞，中府受输而盈”［５］。说

明男女在行房时气血充盈全身，能够使闭塞之处得

以通达，因此说房中是“情性之极，至道之际”，但是

不懂节制就要遭到祸患，因此人身气血的波动要“有

节”，才能平安益寿。

３　血的转化
３１　生理转化　上文已经提到，血是构成人体的基
本物质，在“神机”的作用下，可以进行各种转化。

由于先秦时期人们具有“血即生命”的观念［１９］，人们

通过食用动物的血来补充自己的生命力。马王堆汉

墓医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取丹砂与髒鱼血或鸡

血治疗“白处”病、取赤色蜥蜴的血治疗“痂”的记

载；《养生方》记录了用雄鸡血“除中益气”、用“雄二

之血”和丸药治疗男子精少症；《杂疗方》中也有用

鳖血治病的方子。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血食”渐

渐成了王侯的专属饮食，以及祭祀、盟誓等隆重场合

才吃的东西。《灵枢·根结》提到：“夫王公大人，血

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悍滑利”［１０］。

此外，古代有一种“血盟”，盟誓双方互饮对方的血

或共饮双方的血，意味着彼此的生命已经相互融

合［２０］，血脉相连、二人同心，《黄帝内经》中就记载黄

帝向雷公传授先师的禁方时，须行“割臂歃血之盟”

的仪式。

《灵枢·营卫生会》：“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

血”［１０］。《素问·阴阳别论》说：“阳加于阴谓之

汗”［１３］。这里的阳指的是阳气，阴指的是血，意思是

血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汗。马王堆汉墓医书

《阴阳脉死候》也有“汗出如丝，传而不流，则血先

死”［５］的说法，说明当时的医家已经认识到“血汗同

源”的道理。

３２　病理转化　马王堆汉墓医书《十问》指出：“血
气宜行而不行，此胃（谓）

+

（寂）央（殃），六极之宗

也”［５］。在血气一旦运行受阻或变慢的条件下，血也

可以转化成为病理性的物质，比较常见的有“脓血”

和“著血”，又称留血、结血、恶血。睡虎地秦简《封

诊式》中有“羦”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凝血也。

从血，不声”［８］。此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其本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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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血的运行受阻，后来引申为赤黑色的瘀血。《封诊

式》讲的是一个诉讼的案子，医家通过辨认出血及血

迹的凝固和干枯之状，判断原告的妻子阴道处的出

血并非来月经，而是“怀子而变”———怀孕后小产

所致。

３３　血病及其治疗、禁忌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中有关血的病名有溲血、泄血、呕血，马王堆汉墓医

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有咳血，《五十二病方》中有

诸伤出血、血痔、血疽，张家山汉简医书《脉书》中有

血禹（龋）、血瘕、血 ，武威医简中有血癃、大便血、

鼻出血等病症，这些疾病大都伴有出血，有时还伴有

化脓。这些病症的治疗方法有外敷、针砭放血、烟

熏、蒸汽熨、内服、祝由、导引、药浴等，以各种外治法

居多，内服法并不占主导地位。与血有关的药物有

（头）发、
,

、女子布、蒲席、戴（糁）、黄芩、白蔹、酒、

囗、、瞿麦、菟丝子、滑石、桂等等。武威医简第一

类简有一张治某瘀的方子，用酒、干当归、弓穹、牡

丹、漏庐、桂、蜀椒等合方，通常用内服之法，疼痛特

别厉害的表示瘀血日久，用此汤泡澡可以使瘀血得

出。马王堆汉墓医书《十问》中记载了用导引来调

节气血的运行，并称其为“治神气之道”，文中指出

要“导之以志，动之以事”，用精神意念引导气血的

运行，用动作四肢来移除疾患，这样便能健康无病、

家庭安宁。秦代已形成了特定日子禁杀六畜的观

念，睡虎地秦简《日书》“杀日”，而在汉代这种风俗

逐渐演变为“血忌”，在这些日子里要规避见血、不

能杀牲。资料显示，当时的人认为在“血忌”日出血

或受伤就会死亡，这也是后来针灸家时日忌针说的

来源［２１］。

４　小结
我们从血与生命、血与气、血的转化和相关的禁

忌、病证及治疗几个角度对出土涉医文献中关于

“血”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结果如下：１）人们关于血
的认识，总是以生命作为起点：血的流失是死亡的开

始，而饮血可以增加生命力；“血”是家族成员之间

的纽带，又是神的物质基础，先秦两汉的医家相信血

在胎儿第４个月开始生成，并已经认识到全身血脉
相通、血液循环；２）血与气关系密切，目前出土的文
献中以血气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不是气血；血气的功

能突出表现为人的精神活动，人的精神活动又对血

气的运行方式有着直接的作用；血气足是优质性生

活的前提，行房中对血气的调动作用很强，应有所节

制；３）由于血代表了生命，先秦两汉的医家将血作为

药物或尊贵的饮食使用，异体的血液能够转化为自

我的血液，血液又能转化为汗液，这些都是生理性的

转化；血液运行不畅时就会转化成病理产物，包括羦

血、脓血等；４）关于血的病证有很多，其病位于身体
上下内外皆有涉及，治疗的方法以外治居多；秦代有

特定日禁杀六畜的观念，逐渐发展成为血忌日要避

免出血，这是针灸家时日忌针说的来源。先秦时期，

长期存在着巫医一体的情况，当时人们对于血的认

识包括生理和文化２个层面，并且这２个层面的认
识既相对独立、相互交织，又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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