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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黄帝内经》影响下的《金匮要略》“气化观”。运用历史考察、文本分析等文献研究方法，对 先秦两汉文

化背景下，《黄帝内经》等著作中“气化”这一概念所体现的哲学、医学内涵进行分析，从道、法、术 3 个层面揭示在其影

响下的《金匮要略》“气化观”的形成原因。秦汉哲学认为“气化”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原因和运动的法则，古代医学认为

人体气化遵循天地四时阴阳、五行的运行方式，这些都影响了《金匮要略》健康观、诊疗观及其遣方用药原则的形成。

《黄帝内经》对《金匮要略》气化理论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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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研究·

中医之道“玄冥幽微”而又“大道至简”，它囊括

了天地宇宙之理，中医之法是将其理运用于人体的

规律法则，中医之术则是在法的限定下具体的施治

方术。掌握中医之道关键在于掌握其中“机锋”。“通

天下一气耳”为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命

题之一，它强调了宇宙万物由“气”化生并周流交

通，而人与自然也是天地气交的产物，人体的气化

规律也与天地的气化规律相对 应。意欲探讨《金匮

要略》中所体现的“气化观”，自然离不开其成书时

代的哲学、医学等文化背景，故文章以《黄帝内经》

其书为理论渊源，通过“道”“法”“术”3 个方面逐层

探析《金匮要略》“气化观”。

1 气化之“道”探析
1.1 哲学气化观—道有体用 中国古代道家经典

《道德经》有言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1]老子认为“道”

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气→物”构成了宇宙的生

成模式。《黄帝内经》也提到：“阴阳者，天地之道

也。”[2]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原初物质，阴阳

乃一气之消息。可见，秦汉时期哲学主张道体是宇

宙的“本原”，是万物从无到有的生机与动力。

道用是宇宙的秩序和规则，又是无为无形的宇

宙本初的自然节律，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两气的交互

作用，进一步说是气化所生成的。这种交互作用体

现在 5 个方面，一为阴阳的互根互用方面，如“阳在

外，阴之使也，阴在内，阳之守也”；一为阴阳的相互

转化方面，如“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一为阴阳的互

藏交感方面，如“阳无阴以生，阴无阳以化”；一为阴

阳的对 立制约方面，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以及阴阳的相互消长方面，如“日中而阳气隆，日西

而阳气已虚”等。可以说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

的对 立统一。

气一元论发源于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它对“气化”这一中国古代哲学

和自然科学中重要概念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气一

元论的观点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混沌统一的整体并

具有元气的一系列性质，元气的运动是阴阳变化、

四时更替、五行运动的动力源泉。从哲学“体用论”

的视角出发，可探求出“气”包含着物质与功能、源

泉与动力两方面的渊源[3]。气化而宇宙演生，天地交

泰，生命延续，故《黄帝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

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

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

器不有。”气化完美地体现出了宇宙万物的运动法

则———道，气就是“生生之道”的本原动力。

1.2 医学气化观—天人相应 《周易·系辞下传》记

载：“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4]说明中国古

代天官对 星象和气候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天垂象，

见吉凶，圣人象之”，并运用一种惟象思维来理解宇

宙的运行和规律法则，“气化”就是沟通事物外在显

象和内在本质之间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过程。先秦哲

人老子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DOI：10.11656/j.issn.1672-1519.2019.03.09

242



天 津 中 医 药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19年 3月第 36卷第 3期
Mar. ２０19熏Ｖｏｌ．36 Ｎｏ．3

然”，这种“天人相应”的思想也使得哲学上的“气化

观”同时向中医学渗透并深刻地影响其形成发展。

“气化观”在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无

处不在，其中“七篇大论”集中论述了“运气”气化的

相关内容。如“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滋始，五运

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

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其下还具体论述了天地之气的胜复 运

动，五运六气的太过不及，运用“气化”思维从宏观

上说明了自然界万物的常与变。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地，

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可见《黄帝内经》

同时认为，人是天地之气“交感”的产物，顺应四时

的法则而生存。故而人体生命活动的“气化”规律与

自然的“气化”节律保持一致，“是故天温日明，则人

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

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

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

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强调应该“因天时而调血

气也”。

《黄帝内经》同时提出“脏气法时”的思想，将人

体五脏之气比拟于四时五行之气，四时五行运化而

生寒暑燥湿风等气候气象，人体五脏“气化”便生喜

怒悲忧恐等情绪表象，都符合生长化收藏的自然规

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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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五脏“气化”也参与人体内部

饮食物化生精气血津液及产物代谢的过程，如《素

问·经脉别论》所描述：“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水

精四布，五精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

常也。”

《黄帝内经》将过往属于自然科学和哲学范畴

的“气化”理论系统应用于医学，使之成为解释天地

四时五行运动与人体生命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概

念。天人之气相应以及人体内部五脏之气的功能合

作，体现出了医学“气化”理论中整体和部分、整体

和整体交互感应及整体恒动的特性。

2 《金匮要略》气化之“法”探析
2.1 气的概念 《金匮要略》对 气的描述主要分为

3 大类。分别为正气、不足之正气和邪气。

《说文·气部》云：“气，云气也，象形。”[5]可见，气

的初始概念指的是云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

“云”“雨”等自然现象都是由气“化”而成的外在现

象，物质和能量通过“气化”这一过程而得以再分

布。今体“气”字可看作三条横线，上为天之气，下为

地之气，中为人与万物之气。天地人由气的交感聚

散而生化，气化掌管着由无到有、由生至灭的过程

及形态的变化，是万物形成和变化的普遍法则与基

本规律所在。

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黄帝内经》称

之为“真气”，《难经》称“原气”，《金匮要略》称“元

真”。无论元气、真气、原气还是元真，其内涵都是同

一的，都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人体指先天之气[6]。

《灵枢·决气》篇中有言：“人有精、气、津、液、血、脉，

余意以为一气而，今乃辨为六名。”是指精、气、津、

液、血、脉都是气所化生的，他们各自承担不同的功

能活动并共同维持人体的健康状态。《金匮要略》对

气的描述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为正气，如正气、大

气、六腑气、五脏气、心火气、心气、金气、肝气、肾

气、脾气、胃气、中焦气、阴气、阳气、血气、谷气、呼

气、经络营卫气；第二为不足之正气，如上气、短气、

脱气、少气、劳气、奔豚气、虚寒乏气；第三为邪气，

如邪气、客气、风气、水气、寒气、痰气、冲气、浊气[7]。

2.2 气化具有阴阳属性 《金匮要略》继承《黄帝内

经》阴阳气化理论，有所发挥，该书专论杂病，但结

合诸多病证对 阴阳气化理论进行应用，则更显得生

动而具体，也可以说《黄帝内经》阴阳气化学说重在

理论阐释。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提

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 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

称厥阳”，是通过对 阴阳的气化属性来进行阐述的。

又如《金匮要略》中所言“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

一转，其气乃散”，只有气化之阴阳运动有序，气的

运行转化才能顺畅，人体的生命活动也才能够进行。

阴阳是气的不同运动形式，体现了气化的方向

性，主要表现为升、降、出、入及聚、散等方式。《素

问·阴阳别论》言：“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

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阴

阳之去、至说明了气的出、入，出入具体描述了人体

与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方式和人体汗、溲、便

等产物代谢的方式。“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阳

升阴降，则人体内部的物质与能量气化敷布如常，

否则气机运转失常则会“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张介宾有言：“阳动而散，故化气；阴凝而静，故成

形。”动而散者为阳，静而凝者为阴，气化之聚散描

述了物质与能量、有形与无形在人体内相互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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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过程。阴阳还是气化过程中的征象及气化的结

果，体现了气化的作用性。所谓“阳化气，阴成形”，

阳气温煦而推动人体功能活动，阴气柔静而生成人

体形质结构。

阴阳高度地概括了人体“气化”活动中各种对

立制约、相互转化的生理规律与机制，气的升、降、

出、入和聚、散等运动形式也是对 脏腑功能活动的

抽象概括。

2.3 气化具有五行属性 阴阳交互运动生成了五

行，五行是在阴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细化的产物，

更适合于描述物种的多样性及事物之间错综复 杂

的关系。《黄帝内经》对 古典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阐

释发挥，用木、火、土、金、水 5 种基本物质对 宇宙万

物进行划分，具有升发动摇之象的被归为木类，具

有炎上蒸热之象的归为火类，具有孕育承载之德的

归为土类，具有肃杀坚固之象的归为金类，具有润

下凛冽之象的归为水类。

由此进行演绎，春时大气温升而属木气，夏时

大气热浮而属火气，土属长夏而具中合之气，秋时

大气凉降而属金气，冬时大气沉藏而属水气。所以

《金匮要略》提到“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

以有五脏”。说明五脏与五行四时之气相通应。《素

问·六节藏象论篇》有言：“心者……通于夏气。肺

者……通于秋气。肾者……通于冬气。肝者…通于

春气。脾者……通于土气。”而五行之间具有的生克

乘侮关系成为了建立“五气”运动模式的基础，五脏

功能的“气化”活动故而也被纳入这个系统。“金、

水、木、火、土”五行之气顺次相生，是为了补充不

足，“金、木、土、水、火”逆次相克，是为了制其有余，

五行之气相生相克、相胜相复 ，五脏之气生化贯通、

循环出入，周而复 始以达到动态自稳。如《素问·六

节藏象论》提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

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

脏……”说明人体疾病的状态、五脏气化的异常与

其时的气候有关，主气的太过或不及会导致机体相

应的“气淫”或“气迫”。

五行之内又蕴含着阴阳，五脏形质结构为“体

阴”，五脏气化功能为“用阳”，两者互为源泉和基

础，若病属轻微则调和本脏体用阴阳即愈，若病证

复 杂，牵涉他脏，则需将五行“气化”观纳入整体进

行考虑。

2.4 《金匮要略》气化之健康观—五脏元真通畅 《金

匮要略》言：“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

风，中人多死。”说明若要人体健康安和，元真的充

盛是先决条件，它源于先天又赖于后天的培补，是

五脏保持正常生理功能的物质和能量基础[8]。如《素

问·平人气象论》所言：“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

也……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脏真濡于

脾，脾藏肌肉之气也……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

阳也…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其次，要保证五脏气化道路的通畅。“不令邪风

干忤经络”，需要“养慎”，注意在培养脏腑元气谨防

虚衰的同时，积极防御并驱逐外邪；注意异常的时

令运气：“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

至而太过。”影响人体气化状态的各种因素都有可

能成为病因。

调理疾病的过程中，要考虑脏腑之气随季节节

律波动的规律，因时而加减，如《金匮要略》中退五

藏虚热的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春夏秋冬四季药味

都有所增减。《金匮要略》对 人体健康、疾病、诊疗的

思考是建立在人体气化状态整体变化上的，唯有

阴阳升降出入有序，五行生克制化有常，人体气化

与天时运气相应，才能真正达到“五脏元真通畅”的

目的。

2.5 《金匮要略》气化之诊疗观—司外揣内 “有诸

内，必形诸外”，中国古人运用独特的气化思维观，

将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外在显象进行关联。《金匮要

略》也将这一思维方式运用到疾病的诊疗中，医生

通过对 望、闻、问、切等方式得到的感官资料综合分

析，进而推断出患者内在脏腑的病变。

这些感官资料包括患者之声，如“病人语声寂

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

间病；语声啾啾然细长者，头中病”。患者之色，如

“问曰：病人有气色现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

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

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患者之脉，如

“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

里”。患者之证，如“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

烦而躁，其人阴肿。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

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肺水者，其

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

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肾水者，其腹大，

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

面反瘦”。

人体生理机能的运转有赖于气化状态的正常，

故而脏腑气化活动的失常就一定会影响到生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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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进行，并通过相应的“象”显现于外，这就为司

外揣内的疾病诊疗方法提供了依据。

3 《金匮要略》气化之“术”探析
人和草本均禀天地四时之气生，人体脏腑经络

之气化合天地自然气化规律，药物性味归经之气化

顺应人体气化规律，故治疗疾病可用药物的气味改

善人体气化状态[9]，纠正偏盛偏衰。下文将选取张仲

景书中五苓散、小建中汤、真武汤 3 首方剂，从具体

层面理解《金匮要略》“气化观”的应用。

3.1 五苓散 五苓散的效用在于通阳化气，而非单

纯利水，大凡膀胱腑阳不振，水气凝而不化所致诸

证，均可用五苓散。

《金匮要略》五苓散证其中一条条文曰：“假令

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

之。泽泻一两一分，猪苓三分，去皮；茯苓三分，白术

三分，桂二分，去皮。”

结合书中其他五苓散证条文，易得其主症为：

渴，热，小便不利及瘦。症状表现虽然繁多，病机却

皆为水蓄膀胱，津不化气。《素问·经脉别论》提及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而饮食所入的水液转化为

可供人体利用的精津，则需仰赖阳气的蒸腾气化功

能，“阳化气”，方能“水精四布，五精并行”。人体参

与水液代谢诸脏中，膀胱气化之功尤著，故《素问·

灵兰秘典论》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

化则能出矣。”对 于五苓散证，黄元御在《金匮悬解》

中言：“瘦人气弱，不能消水，水停木郁，风动根摇，

故脐下振悸。肺气不降，津液淫蒸，故涌吐涎沫。君

相失根，神魂旋转，故颠冒眩晕。”[10]方中重用君药泽

泻利水饮泻相火，水降火潜则利于膀胱气化功能的

恢复 ；茯苓升清排浊，猪苓淡渗利水，两者共同将下

焦水饮上引至脾而输于肺，敷布于膀胱排出体外；

桂枝辛甘升发肝气，白术苦温健脾除湿，共助肝脾

气升，相火潜降，膀胱气化恢复 ，水湿随汗出而解。

可见，五苓散诸药均能通利水道，最终目的是

为了恢复 人体脏腑的气化平衡。其运用机理实则受

到《黄帝内经》气化理论的影响，通过调整脏腑之气

的升降，令水湿重新分布而代谢正常。

3.2 小建中汤 《金匮要略》小建中汤证条文曰：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

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大枣十二枚；芍药六两；生姜二两；胶

饴一升。”

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解读曰：“此和阴阳，调

营卫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阴曰阳，阴阳和平，百

疾不生。若阳病不能与阴和，则阴以其寒独行，为里

急，为腹中痛，而实非阴之胜也；阴病不能与阳和，

则阳以其热独行，为手足烦热，为咽干口燥，而实非

阳之炽也……”[11]故此为阴阳不和之证，阴不得阳温

则不能濡润脏腑血脉，阳不得阴制则机体虚性亢

奋，此时急需以温药建其中土，恢复 阴津阳气的气

化及营卫的流通。如《灵枢·五味》曾提到“胃者，五

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

胃……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脾胃共同完

成对 饮食五味的消化功能，向全身输送营养物质，

提供能量。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对 此证阐述

道：“里急腹中痛，四肢酸疼，手足烦热，脾虚也；悸，

心虚也；衄，肝虚也。失精，肾虚也；咽干口燥，肺虚

也。”[12]可知《金匮要略》用此方所治之虚劳病证，已

涉五脏，且病及阴阳。若立中气，则阴阳相循，如环

无端，五脏皆得循环而受益。方中甘与辛合而生阳，

酸得甘助而生阴，阴阳相生，中气自立。

可见，小建中汤证为阴阳不相调和，五脏功能

失约，张仲景从升降化源之枢中土着手，以药物之

辛甘、酸甘合化人体阴津阳气，中极立，气化通，则

五脏皆得循环而益。

3.3 真武汤 真武汤方证以北方水位为主，冬季寒

水之气过盛则为寒淫之邪，素有肾阳气不足之人感

之，则两寒相并，如雪上加霜。此方通过温助中下焦

之阳，渗利水湿之邪，令阳复 水去，诸症自愈。

原文曰：“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

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

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

之。茯苓三两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切 白术二两 附

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柯琴[13]对 于方名的释义

有助于理解本方义理：“真武，主北方水也，坎为水，

而一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取此方名者，

所以治少阴水气为患也。”此方病理机制为阳虚水

泛，土湿木郁，是肾水之气太过的“流衍之象”，《素

问·五常政大论篇》据此描述道“流衍之纪，是谓封

藏，寒司物化，天地严凝……政过则化气大举，而埃

昏气交，大雨时降，邪伤肾也”。冬之气过于寒冷则

易损害心火而致心气虚，出现伤寒发热、心烦心悸、

手足逆冷、脏腑受寒等病症。寒邪过盛则会出现“胜

复 之作”，物极必反，导致土湿之气来复 ，土湿克制

水寒之气，气候上会出现天空昏蒙、大雨时降等异

常变化，此时寒湿并胜，会导致人体发生肿胀、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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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n the “gasification view”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angdi Neijing
ZHANG Yihe1，ZHAO Yan1，QU Huihua2

（１． Ｃ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2. Beij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ａ）

Abstract：To explore the “gasification view”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angdi Neijing.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historical survey and text analysis，the med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combined in the concept of
“gasification” in Huangdi Neijing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pre鄄Qin and two Han Dynasties are analyzed，to reveal the formation of
the “gasification view”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from three aspects in the tao，the rule and the skill. The pre鄄Qin and two Han
philosophy believed that “gasification” is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the law of movement. Ancient
medicine believed that human gasification followed the movement mode of yin鄄yang and five鄄elements in heaven and earth，which all
affected the concept of health，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prescription principle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Huangdi Neijing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asification theory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Key words：Huangdi Neijing；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gasification view；man and universe being closely related；yin鄄yang and five鄄
elements

水肿、咳嗽呕逆、腹泻如注等病症。此时天地与人体

均为阳热之气不足，严寒凝滞，水湿不化而泛溢之

象，方取“附子温癸水之寒，芍药清乙木之风，生姜

降浊而止呕，苓、术燥土而泄湿也[14]。”

可见，真武汤病证机制深合《黄帝内经》运气气

化相关内容，该方通过温阳散寒利水湿之法，解除

肾寒水之气太过之弊。

综上所述，文章从道、法、术 3 个层面探讨了

《黄帝内经》影响下的《金匮要略》“气化观”的形成。

首先在“道”的层面，秦汉时期哲学认为“气化”是宇

宙万物生成的原因和运动的法则，而在同时期“天

人相应”思想影响下的《黄帝内经》则认为人体“气

化”遵循天地四时阴阳、五行的运行方式。在对 气化

之“法”的探析中，得出气化活动遵循阴阳、五行运

行属性的结论，五脏元真通畅体现了《金匮要略》对

健康观的气化认识，司外揣内体现了《金匮要略》对

诊疗观的气化认识。基于以上，文章又以五苓散、小

建中汤和真武汤 3 首方剂为例，从具体层面理解了

《黄帝内经》对《金匮要略》应用“气化观”进行组 方

的影响。可见，《黄帝内经》对《金匮要略》“气化观”

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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