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学
术
探
讨
!

!肝体阴用阳"学说的发生学原理

"

!沈瑞雪"

!李如辉#

!!"$浙江中医药大学 #%%& 级硕士研究生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

摘要!!肝体阴用阳"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其发生学原理包括$体用范畴的移植应用%阴阳学说的介入以及相关肝脏理论的发

展&相关理论包括$五行配属%相火理论的影响%肝脏生理功能的把握'及肝病的治疗实践(

关键词!体用)肝)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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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体阴用阳%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以

$体用%($阴阳%等哲学范畴作为基础&还与肝脏理

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就$肝体阴用阳%理论的

发生学原理作一总结)

"!"体用#范畴的移植应用

作为某一时代的人&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当

时哲学思想或深或浅的影响&中医学家也不例

外*"+

) $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系统中的重要

范畴&成熟于宋明时期) 其中$体%的含义为物质实

体(形体"$用%的含义有两层'包括功能作用与属

性&即功用与性用两层含义)

$体用%广泛渗透入中医学是在明清时期&医家

不仅执$体用%以说明脏腑&其立法用药亦无不讲求

$体用%&且$肝体%($肝用%等概念的出现&为$肝体

阴用阳%理论的提出创造了直接条件) $肝体阴用

阳%说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文化背景并非偶然&可

以认为&$肝体阴用阳%为$体用%范畴移植应用于中

医学的范例之一)

#!阴阳学说的介入

在中医学中&阴阳是认识自然(认识人的生命活

动的核心理论) 阴阳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有着悠久的

历史&而阴阳的两点论认识源于道家哲学) ,易-系

辞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四十二章.云'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亦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

化之父母//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认为阴阳为

万物之本&而中医学中说明生理(病理(立法(用药

等&无不本于阴阳&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生之

本&本于阴阳)%可以看出阴阳学说对中医学影响之

深远) 在$体用%范畴渗透入中医之后&医家亦自觉

或不自觉地逐渐使用阴阳范畴与之结合&用以阐述

药性及脏腑&肝之$体用%亦不例外)

'!相关肝脏理论的发展

$肝体阴用阳%理论的提出&除受$体用%范畴(

阴阳学说的影响外&还与肝脏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内经.(,难经.及后世医家关于肝的生理(病理及

治疗等方面的论述无不为$肝体阴用阳%学说的创

生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石)

'$"!五行配属的影响

$肝体阴用阳%学说的发生&与,黄帝内经.中关

于肝的五行归属有一定的关系) ,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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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 ,素问-五

常政大论.云'$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其

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

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说明肝之五行归

属为木&具风木之性) ,临证指南医案.在提出$肝

体阴用阳%时亦说'$经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

酸&酸生肝&故肝为风木之脏)%肝喜条达(升发&恶

抑郁的性质都与其五行配属000木的性质息息相

关&而肝病易动风之性也和风在五行配属与肝同属

于木有关)

'$#!相火理论的影响

相火虽寄于肝肾二脏&但医家多认为肝常有余&

肾常不足&相火妄动及阳气之变动&多从肝之病变论

治) 肝内寄相火&需肾水涵之&方能相火守正) 肾水

不足则相火易亢&引动肝风) ,临证指南医案.提出

$肝体阴用阳%之说时亦云'$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

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表明

相火理论对$肝体阴用阳%说的影响)

'$'!肝脏生理功能的把握

'$'$"!肝之藏血功能!肝之藏血功能在,内经.中

就已有明确的论述&如,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

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提出了肝藏血的功能&

为后世$肝体阴用阳%之说奠定了基础)

'$'$#!肝之疏泄功能!中医文献中&$疏泄%一词

首见于,内经.) ,素问-五常政大论.在论述木运太

过时说'$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

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诉&其

变振拉摧拔//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

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脏肝脾)%此处云$土疏泄&苍气

达%可理解为脾土疏泄&肝木气达&并非指肝之疏泄

功能)

首次明确提出$肝司疏泄%论者当属朱丹溪)

他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说道'$主闭藏

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 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

于心) 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

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

疏泄矣) 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

从肝作为相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论述其司生殖

系统的疏泄功能)

清-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长刺节论.

说'$肝主疏泄) 肝气逆&故不得大小便也)%又,黄

帝内经灵枢集注-终始.说'$肝主疏泄) 喜溺者&肝

气下泄也)% 吴鞠通,温病条辨-原病篇.说'$肝病

小便先黄者&肝脉络阴器&又肝主疏泄) 肝病则失其

疏泄之职&故小便先黄也)%将司大小便归入肝主疏

泄功能) 还有一些医家将肝之疏泄功能与脾胃功能

相联系&何梦瑶,医碥-五脏生克说.说'$肝木疏泄

太过&则脾胃因之而气虚)% 陈修园在解释橘皮的功

用时说'$疏泄为肝之专长&唯其入肝&所以能利水

谷)%!,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神农本草经读-橘

皮.#

将疏泄与藏血并列为肝之两大功能&并将其与

肝之$体用$对应起来的见于,本草乘雅半偈.) 其

$椿樗%条下云'$肝以藏血为体&疏泄为用)% $小

麦%条下则说'$至若体失藏血之守&为漏为唾"用失

疏泄之令&为约为癃)%从另外一种角度诠释肝之

$体%($用%&即藏血为$体%(疏泄为$用%) 现在许

多中医理论论著正是从这个方面来论述$肝体阴用

阳%理论的)

'$K!肝病的治疗实践

,内经.在肝病的治疗上已经基本奠定了后世

肝病治疗的主要法则) ,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

之&用辛补之&酸泻之)%明确提出了甘缓(辛散(酸

收为治疗肝病之三法&成为后世治肝的基本法则&亦

成为$肝体%($肝用%提出的理论基础) 正如,临证

指南医案-痉厥.中说'$考,内经.治肝&不外辛以理

用&酸以治体&甘以缓急)%

,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

合临床及五脏疾病传变关系&对肝病的治法又有所

发展) ,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指

出'$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

之) 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此治肝补脾之要

妙也) 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 称肝病$补

用酸%&此与,内经.治肝三法中$用辛补之%论点不

同&给后世医家在解释此处不同观点时带来麻烦&从

而引入$体用%范畴&如明-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

!见,金匮玉函经二注-卷之一.#在解释此处二者之

异时便提出'$味之成者&为体"气之成者&为用&有

诸体而形诸用//偏于体不足者&必补酸以收之"偏

于用不足者&必补辛以散之) 故补体者&必泻其用"

补用者&即泻其体) 因知,内经.云辛补&为其用也"

仲景云酸补&为其体也)%从治疗肝病的补泻方面论

述了肝之$体%($用%)

综上所述&$肝体阴用阳%学说&是由$体用%范

畴的移植应用(阴阳学说的介入(相关肝脏理论的发

展及肝病的治疗实践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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