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璜《续名医类案》中辑录了朱丹溪、李士材、张路玉、

黄履素、薛立斋、付青主等名医治疗痰证病案 30 多

例, 理法方药俱备, 对治疗和研究痰证 (病)有很高参

考价值。

从预防角度论述: 张景岳指出痰为水谷津液所

化, 可以随去随生, 攻伐伤害元气是“但知目前, 不知

日后。”提出治痰关键在于“使之不生”, 并提出了温

肾补土等法以化瘀散结。

古代医家关于痰证的精辟论述, 虽渊源于《内

经》等古典医籍, 但都从各方面补充和发展了中医痰

证学说, 为我们今天论痰治痰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

验。

(收稿日期: 2000201210)

从“精气学说”略论肾之精气阴阳

史丽萍
(天津中医学院　300193)

董　娟　　田艳萍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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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之精气阴阳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 也

是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之难点, 各版各类教材说法不

一, 尚有含混不清之嫌。故本文就此试从古代“精气

学说”谈起, 对其内涵略作剖析, 不妥之处敬请同道

雅正。

1　精与气的含义

1. 1　精气学说中的精与气

精气学说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 它对中医理

论的形成影响较大, 以管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

家提出了精气学说, 于是精与气的概念便由此而生。

《管子·内业》说:“精也者, 气之精者也。”即精属气

的范畴, 且为气中的精华部分, 这是精的一个含义。

同时,《管子·心术下》又说:“一气能变曰精。”说明

气是能够运动变化的精, 精与气乃同一种物质, 这是

精的另一含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精即气, 气即精,

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物质。如《庄子·知北游》:“通天

下一气耳。”王充在《论衡·言毒》中也指出:“万物之

生, 皆禀元气。”既然世界是由气构成的, 那么作为世

界万物之一的人, 无疑也是由气构成的, 如《素问·

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王充在《论

衡·论死》中也云:“气之生人, 尤水之为冰也, 水凝

为冰, 气凝为人。”而《淮南子·精神训》说:“烦气为

虫, 精气为人。”此处之“精气”与“烦气”相对, 精气无

疑是指气之精华部分, 与精的第一个含义相同, 这也

正是人从本质上有别于其它物类之处, 成为万物之

精灵。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谓:“天覆地载, 万

物悉备, 莫贵于人”。而“精气”一词, 除此含义外, 还

指“气”和“精”, 有《易传·系辞上》为证:“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 故不

违。”总之, 精气学说中的精即精气, 含义有二, 一是

指气, 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物质; 二是专指气之精华部

分, 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1. 2　中医学中的精与气

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中医接受了古

代精气学说的物质观, 认为人是由精气等物质构成

的, 并对精气学进行了发挥, 形成了中医学中具有特

色的精气学说:

1. 2. 1 精的含义　精即精气, 是有形可见的精微物

质。它有多种含义: 1)指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物质, 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夫精者, 身之

本也。”《灵枢·本神》云:“生之来, 谓之精。”同时也

包括体内一切有形的精微物质, 如周学海《读医随笔

·气血精神论》说:“精有四: 曰精也, 血也, 津也, 液

也。”2)指生殖之精, 也称为先天之精, 是由父母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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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而成, 是构成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 如《灵枢·

决气》所说:“两神相搏, 合而成形, 常先身生, 是谓

精。”3) 指脏腑之精, 如《素问·五脏别论》说:“五脏

者藏精气而不泻, 故满而不能实。”《素问·金匮真言

论》说:“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 开窍于目, 藏精于肝,

南方赤色, 入通于心, 开窍于舌, 藏精于心⋯⋯”。

精气亦指正气, 指人体具有抗病防病能力的一

种物质而言。正如《素问·通评虚实论》所谓:“邪气

盛则实, 精气夺则虚。”又如张景岳在《类经·疾病

类》所诠释的那样:“邪气有微甚, 故邪盛则实; 正气

有强弱, 故精夺则虚”。

1. 2. 2 气的含义　在精气学说的影响下, 中医学形

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它接受了精气学说

对生命起源的认识, 认为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

活动的基本物质, 是无形可见的、不断运动的精微物

质, 既是人体的组成成分, 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

力。并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又派生出许多具体的、不

同层次的气的概念。如由先天之气、水谷之气和吸入

自然界的清气组成的一身之气, 是含义最广的气, 其

次还有宗气、元气、营气和卫气, 以及脏腑之气、经络

之气等各层次的气。除此之外, 中医学中“气”还有多

种含义, 如四气、邪气、正气等与构成和维持人体的

基本物质之气有别, 且内容繁杂, 此处不再一一论

述。

2　肾精与肾气

由于中医学中的精与气概念不同, 所以肾精与

肾气的概念也不同。肾精即肾中精气, 是肾中所藏的

有形的精微物质, 属脏腑之精的范畴。如《素问·六

节藏象论》所说:“肾者, 主蛰, 封藏之本, 精之处”。肾

所藏之精, 一为先天之精, 二为后天之精。先天之精

又称为生殖之精, 是构成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 带有

遗传信息, 成为人体生育繁殖的基本物质。如《灵枢

·经脉》所说:“人始生, 先成精。”《景岳全书·小儿

补肾论》说:“精合而形始成, 此形即精也, 精即形

也。”后天之精主要来源于饮食水谷, 它不断地滋养

补充先天之精, 与先天之精共同储藏于肾中即构成

肾精, 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与生殖功能。若肾精不

足, 则小儿生长发育迟缓, 出现“五迟”、“五软”等病

症; 青年人则会出现生殖功能异常, 如女子经闭不

孕, 男子精少不育等; 中年人则会出现早衰, 如发脱

齿摇、腰膝酸软、健忘耳鸣等。对肾气的论述, 在《黄

帝内经》中远较对肾精的论述多而且详。肾气属脏腑

之气的一部分, 由肾精所化生, 即《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所说:“精化为气。”精足则气充, 就可发挥其推

动、固摄、营养、气化、温煦和防御的生理功能。肾气,

一则可摄肾精, 使肾精发挥其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

与生殖功能, 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女子

七岁, 肾气盛, 齿更, 发长; 二七而天癸至, 任脉通, 太

冲脉盛, 月事以时下, 故有子; 三七, 肾气平均, 故真

牙生而长极, ”“丈夫八岁, 肾气实, 发长, 齿更; 二八,

肾气盛, 天癸至, 精气溢泻, 阴阳和, 故能有子; 三八,

肾气平均, 筋骨劲强, 故真牙生而长极。”二则可摄纳

肺吸入的清气, 保持呼吸的深度, 与肺配合共同完成

人体的呼吸运动, 如《类证治裁·喘症》说:“肺为气

之主, 肾为气之根, 肺主出气, 肾主纳气, 阴阳相交,

呼吸乃和”, 三则可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 以司“水

脏”主水之职。若肾气不足常可出现肾不纳气虚喘,

水液代谢失调之水肿、小便失常等, 以及肾不摄精之

遗精、早泄等。由此可见, 肾精与肾气虽为一种物质

的两种不同存在形式, 但其功能各异, 为此仲景特为

肾气不足之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或小便频数等

而设金匮肾气丸, 以补肾气之不足。宋氏钱乙细究其

方, 在此基础上, 去掉附子、肉桂, 易名为六味地黄

丸, 专治小儿“肾怯失, 囟门不合, 神不足, 目中白睛

多, 面齿恍白等”肾精不足之证, 为补益肾精之名方。

从二方之药物组成可以看出, 六味补精, 而加桂、附

二味即成补肾气之方, 即精可化气之妙。也正如《医

宗金鉴》所言:“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

一, 意不在补火, 而在微微生火, 即生肾气也。”

3　肾之阴阳

阴阳一词最早是指日光的向背, 以后逐渐用于

解释自然现象, 如周幽王二年 (公元前 780 年) 伯阳

父说:“阳伏而不能出, 阴迫而不能蒸, 于是有地震”。

中医最早用阴阳, 可上溯到《史记·扁仓列传》中的

“入虢之诊”文中有“阳缓而阴急”、闻病之阳, 论得其

阴, 闻病之阴, 论得其阳”。到《黄帝内经》时代阴阳己

经成为“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素问·宝命

全形论》中就明确指出:“人生有形, 不离阴阳。”并已

经广泛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各

个方面。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用阴阳来说明脏腑:

“故背为阳, 阳中之阳, 心也; 背为阳, 阳中之阴, 肺

也; 腹为阴, 阴中之阴, 肾也; 腹为阴, 阴中之阳, 肝

也; 腹为阴, 阴中之至阴, 脾也。”但其中并没有对五

脏阴阳具体的论述, 因而也无肾阴、肾阳二词。但按

照《黄帝内经》对事物阴阳属性的划分, 肾精与肾气

相比, 肾精有形, 以藏为贵, 肾气无形, 以动为常,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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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精属阴, 肾气属阳。如前所述补益肾精之六味地黄

丸及补益肾气之肾气丸, 被历版教材分别归于补阴

剂与补阳剂之类, 成为后世补肾阴和补肾阳之代表

方即可为证。自明清命门学说的兴起, 不但强调了命

门在人体的重要性, 而且对肾精肾气的认识也有了

发展, 如张景岳在《类经附翼·真阴论》中说:“故物

之生也生于阳, 物之成也成于阴, 此所谓元阴元阳,

也曰真精真气。”“肾有精室, 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

即真阴之腑。精藏于此, 精即阴中之水也; 气化于此,

气即阴中之火也。”将肾之精与气以阴阳水火加以认

识, 肾阴又称为元阴、真阴、真水, 将肾阳又称为元

阳、真阳、真火。肾中精与气不但生理作用不同, 而且

其阴阳属性相反, 肾阴有阴之滋润、凝聚、寒凉等特

性, 肾阳有阳之温煦、推动、温暖特性, 为调节人体一

身阴阳的枢纽。肾阴与肾阳不足不仅可出现肾精与

肾气功能减退之证, 而且可出现“水衰”或“火衰”寒

热属性截然相反的证候, 即“阳虚则寒, 阴虚则热”明

显的寒热症状。论其治疗, 应逆其证候性质采取“阳

病治阴”或“阴病治阳”的方法, 即阴虚补阴, 阳虚补

阳, 此为常。但考虑到肾之阴阳的特殊关系, 应从景

岳“治水治火, 皆从肾气”之法, 即以补益肾精为主,

肾阴虚加滋阴之品, 肾阳虚加温阳之品。左归丸、右

归丸之类即是此义。因此, 肾阴肾阳不仅由肾精肾气

演化而来, 而且也是临床上有别于肾精与肾阴、肾气

与肾阳之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 中医学关于精与精气理论的形成显

然是受到了先秦精气学说的影响, 其基本内涵有很

大的相似性, 突出地反映在天人合一的生命缘生观

上。不过, 精气二字一旦进入中医学以后, 其含义和

范围就变得愈加广泛, 与原本的精气学说明显不同。

肾精、肾气, 肾阴、肾阳, 均属五脏生理基础的物质存

在形式。若用阴阳来概括的话, 肾精属肾之阴, 肾气

属肾之阳。但临床肾精不足、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

毕竟有别, 不容混淆; 而肾阴肾阳则是用来鉴别肾精

与肾阴、肾气与肾阳之证候属性的重要概念。

(收稿日期: 2001- 03- 21)

浅谈龚廷贤脾胃观点初探

苑淑凤　袁红霞
(天津中医学院　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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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益寿养元重在调理脾胃

龚氏论述衰老机理时, 非常重视后天脾胃的作

用, 指出:“凡年老之人, 当以养元气, 健脾胃为主”,

并认为饮食得当可以养生, 但若饮食不当, 则对养生

不利。“人知以饮食所以养生, 不知饮食失调亦以害

生”。在此理论指导下, 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调整脾胃

及饮食卫生的方法,“饮食无论四时, 常令温暖, 夏月

伏阴, 暖食尤宜; 不欲苦饱, 大饮则气乃暴逆; 不欲食

便卧及终日稳坐; 食后以手摩腹数百遍, 缓行数百步

谓之消化; 食饱不得速步走马, 登高涉险; 不欲夜食,

不欲极饮而食, 食不过饱; 不欲极渴而饮, 饮不过

多”。盖因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平素

不注意饮食卫生, 不能调理脾胃, 则可能造成“筋脉

横解, 气乃暴逆, 荣卫不行, 气血凝滞”的情况发生,

以致于“气血失常, 卒然不救”, 因而不能“以臻遐

龄”。

龚氏据此创建了多种益寿延年的处方, 多以健

脾益胃为主法, 故以“补益”立论, 其代表方如山药

粥、阳春白雪糕、延寿丹、八仙长寿丸等。谴方用药,

独具匠心, 充分体现了其益寿养元、调理脾胃的学术

思想。如龚氏认为: 阳春白雪糕“凡年老之人当以养

元气、健脾胃为主, 每日三餐, 不可缺此糕也, 王道之

品, 最益老人”, 药物为白茯苓 (去皮)、怀山药、芡实

仁、莲子肉 (去心皮)各四两, 共为细末, 陈仓米半斤,

糯米半斤, 白砂糖一斤半, 制成后男妇小儿任意取

食, 妙不可言。其中茯苓、芡实、莲 (下转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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