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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补营气即补阴到补营阴即补气


———明代新安医家汪机《营卫论》的启示

方舟　黄辉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

摘　要：新安固本培元派代表的医家汪机融合了李东垣和朱丹溪的思想，在《营卫论》中提出了“营卫一气”

学说，认为人参、黄芪补气即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补营即补阴的论断，得出参芪有气血阴阳双补之功。那

么，若认为补阴即补营阴、补营阴即补营气，以补阴药为主，是否也能达到阴阳双补的目的？本文从补营阴即补

肺气、肾气、心气、肝气四个方面，论证了补阴即补气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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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新安医家汪机是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开创
者［１］，其《石山医案·营卫论》明确指出了人参、黄

芪具有气血阴阳双补作用，为固本培元治法学说

奠定了理论依据［１］。《营卫论》从营卫阴阳关系出

发，抓住《黄帝内经》“营气”一词大作文章，得出

“营兼血气”“阴阳一气”的结论，认为“人参、黄芪

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

也”。那么由此出发，可不可以反过来这样说，“诸

如熟地、黄精之类滋阴养阴药亦补营阴，补营阴即

补营、补营即补气”呢？

１　汪机所谓“补营”实与“补脾”相通
中医“营卫”概念源自《黄帝内经》。《素问·

痹论》有云：“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谷之

悍气也。”《灵枢·营卫生会》篇曰：“谷入于胃，以

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

卫。”营卫均来源于水谷之气，均由脾胃运化的水

谷精微之气所化生，所以营卫与脾胃的关系最为

密切，只是清浊不同、内外之异、精悍有别。而人

身的阴虚阳虚，在汪机看来，都可以通过补营气来

解决，而卫气不存在补的问题。他以朱丹溪“阳常

有余”“阳虚则暴绝死矣”观点为依据，认为卫气不

存在盈亏的问题，此水谷之悍气“疾不受诸邪，

此则阳常有余，无益于补者也”；而“（入于脉中之

营气）即所谓阴气，此即所谓阴气不能无盈虚也，

不能不待于补也”。这就意味着，在补虚治法上排

除了卫气与脾的关系，只存在补营与补脾相通。

汪机《石山医案·营卫论》以人参、黄芪为例

来说明，“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众所周

知，人参、黄芪均归脾经，均有补中益气之效，也证

明汪机所谓“补营”实与“补脾”相通。《神农本草

经·草部上品》曰：“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

脏。”“黄芪，味甘，微温……补虚小儿百病。”宋代

《证类本草》亦载人参可主补五脏、黄芪补充了“补

丈夫虚损，五劳羸瘦……益气，利阴气”的记载。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补充了“（人参）治

男妇一切虚症，发热自汗……劳倦内伤……胎前

产后诸病”的记载，引用了宋金张元素《珍珠囊》

“黄芪甘温纯阳，其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也；益

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的论述。参芪可补

脾胃而化生气血，从而达到阴阳双补的作用，既有

本草记载的支持，也是医界的共识。

汪机（１４６３～１５３９）为明代中期人，大约一个
世纪后，另一位明代新安医家罗周彦辨分先天、后

天元气，提出了元阴元阳说［２］。其中后天元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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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有关病因病机、辨治方药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

汪机补营补脾、阴阳双补的观点。他认为先天元

气禀受于父母而肇生生命，先天元阴元阳分别附

藏于肾水和命门；而后天元气禀受母体元气，化生

营血卫气，附藏于脾胃之中；先后天元气均属于

“天赋自然之真”，但均离不开脾胃谷气的充养。

当元气空虚而百病生，先后天皆可损伤，此时可以

培元益气，宜用甘温、甘寒。其创制的补水益元

汤、补阴益元汤、益火复真汤、益元冲和汤等都是

甘温、甘寒之药物补营阴、补脾气。显而易见这是

发展了汪机阴阳双补的观点。

２　吴澄理脾阴说回应了“补营阴即补气”的命题
理脾阴是清代新安医家吴澄在其著作《不居

集》中的重要学说，其实也为补阴即补气提供了治

则治法的思路。他认为脾虚有阴阳之分，阳虚当

温运，阴虚当融化。“然虚损之人多阴火所灼，津

液不足，筋脉皮骨无所养，而精神亦见羸弱，百症

从生焉。”吴澄指出，咳、热、痰、血是虚损疾病的四

大症状，易兼有脾气脾阴的损伤，养阴太过容易滋

腻，健脾过于温燥容易助虚热，故其《不居集》中提

到，补脾阴要用“忠厚和平之品，补土生金，润燥合

一，两不相碍。”忠厚滋补之品，养脾阴，滋营阴，生

化有源，脾气得充，散精于肺，补益肺气，即补土生

金，阴阳双补。

在《不居集》理脾阴九方中，多以甘平之味合

以血肉有情之品，其九方中就有六方如此。中和

理阴汤以益气健脾之品与燕窝相配；理脾阴正方

中参以紫河车；资成汤以雄健猪肚一具，取其清汤

（利于脾胃运化）煎药；培土养阴汤以养血健脾之

品与猪腰（猪肾）一具同煎；保金汤取猪肺清汤煎

服；味补汤则更为突出，方中燕窝、海参，淡火肉、

馒鱼皆血肉之品。血肉有情之品可补营阴的不

足，可使脾厚，脾厚则脾气旺盛，这从补脾阴到生

脾气。

追溯起来，理脾阴说也可以从《内经》的论述

中找到依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中央生

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

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其性静兼，其德为濡……

其政为谧，其令云雨。”这不仅证明甘润之品可以

滋养脾阴，补充营阴，来生脾气和肺气，为临床补

脾阴用药提供基础；也说明脾特性为湿，此处的

“湿”是可以使其发挥正常功能的“德性”，而非

“湿邪”，其充足才有可能发挥脾可生营的作用，为

吴澄的理脾阴学说奠定了基础。

吴澄用理脾阴药特点有若脾虚血少，需要补

血者，不用当归、川芎辛香之类，以免再伤脾阴，如

畅郁汤治疗肝脾血虚用白芍；理脾益营汤治疗脾

虚血少用制首乌、黑料豆、山药，不用辛燥之白术，

而用山药、薏苡仁、莲子、扁豆、老米等；升补和中

汤治疗清阳不升、清气下陷证，其中没有用到升

麻、柴胡等升提之药，也是用了山药（入脾、肺二

经）、扁豆、老米等甘淡之品。这就印证了《内经·

刺法论》篇：“欲令脾实……宜甘宜淡”。甘味则使

脾盛，脾盛则“滋化源”，自身得以水谷精微濡养，

脾气得生。

其实医圣张仲景也有理脾阴思想的端倪，其

《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脾约证

论曰：“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

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

金元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方论》中解释说：“脾

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

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其脾为

约。”麻子仁丸方中有麻子仁、杏仁，质润多脂，润

可治燥；面蜂蜜和芍药两者入脾经，酸甘可以化

阴，可使营气上升，精气散发。清代医家尤在泾在

《伤寒贯珠集·阳明篇下》解说“麻仁、杏仁所以令

脾厚”，脾阴充足为生营气夯实基础。《灵枢·本

神》提出“脾藏营”，认为脾具有贮藏营血的功能。

从阴阳的角度而言，营血为“阴”，脾阴以“营血”形

式存在，是有形之物。脾阴足，可以濡滋润其本身

即脾盛，也在脾脏阳气的蒸腾温化作用下产生气，

这样脾气散精，就可以为胃行气津液。

汪机《营卫论》是针对当时“忌用参芪”之时弊

而提出的，据其门人程廷彝在《病用参芪论》记载：

“遍试诸医，历尝诸药，非发散太多，则降泄之多，

非伤于刚燥，则损于柔润，胃气之存有几希矣”，及

至汪机诊治，“不得不用参芪救其胃气”，引起了他

对参芪的深刻感悟。他分析人参、黄芪气血阴阳

双补作用时说：“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

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

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弱，以

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唯补阳，而亦补阴。”按照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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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逻辑，反过来说，熟地性微温，非补气补阳而

何？味甘又补阴，同样不唯补阴而亦补阳。清代

另一位新安医家罗浩在《医经余论·续脾胃论》中

就指出：“今人知白术、二陈为扶土之品，启知熟

地、麦冬亦培土之药耶。”肯定了熟地补脾阴而培

土之气的作用。

３　补营阴亦即补五脏之气
营卫来源于水谷之精气，其生成要通过一系

列的脏腑气化活动，如脾胃的消化运输，心脾的气

化输布，然后分别营养人体各部，而且营卫作用的

发挥也离不开肝的疏导、肺的通调和肾的收纳，五

脏阴阳与营之阴阳密切相关。汪机《营卫论》认为

“营中亦自有阴阳焉，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者

是也。”所以“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

之阴。”

３．１　补营阴即补肺气　《灵枢·营卫生会》篇有
“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之论，前述吴澄理脾阴方可

使脾土厚、脾气旺，发挥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的作

用，肺得到营养支持，恢复宣发的作用，即升提肺

气是也。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脾胃》中有胃阴

虚、不饥不纳的案例“钱，胃虚少纳，土不生金，音

低气馁，当与清补。麦冬、生扁豆、玉竹、生甘草、

桑叶、大沙参。”阳土喜柔，偏恶刚燥，缺乏胃阴，则

纳谷不香，肺金缺乏胃土的滋养则肺气不足，故方

药选用了一些甘凉濡润来滋补胃阴以生肺气。

清代唐宗海《血证论·总论》曰：“设水阴不

足，津液枯竭，上则痿咳，无水以济之。下则闭结，

制节不达于下也。外蒸则热，水阴不能濡于肌肤

也。凡此之证，皆以生水为治法，故清燥救肺汤生

津以补肺气。”在咳血篇之“虚咳”中曰：“肺为娇

脏，无论外感内伤，但一伤其津液，则阴虚火动，肺

中被刑，金失清肃下降之令，其气上逆，咳嗽痰血，

变为肺痿重病……盖肺金火甚，则煎熬水液成痰，

水液伤，则肺叶不能腴润下垂……肺叶焦举，不能

制节，故气逆为咳。”久咳伤津，津伤则阴虚火旺，

则动血耗气，所以方用清燥救肺汤甘凉滋润，以补

胃阴而生肺金。肺燥通过滋养胃阴来补营阴，通

过胃游溢精气到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肺得津液

滋润濡养，恢复其宣发肃降功能，不仅可以宣达卫

气于表，又能调畅气机止咳。这是水化气最好的

体现，也可以为临床肺痿、肺痨久咳伤津伤气病证

提供用药思路。

３．２　补营阴即补肾气　明代张景岳临证多补阴
以扶元气为主，在《类经附翼·真阴论》曰：“治病

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

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景岳全书·虚损》曰：

“无论阴阳，凡病至极，皆所必至，总由真阴之败

耳。”人之阳气有赖于真阴的滋养，滋阴涵阳，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张景岳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是从阴阳

互根互用的角度指出人体真阴真阳的关系，“阳常

有余、阴常不足”则是从阴阳对立制约的角度阐述

人体总体阴阳变化基于阴阳互根的基础［３］。所以

景岳提出了补阳的基本大法，即阴中求阳，以善用

熟地著称，素有张熟地之称。《景岳全书·本草

正》曰：“熟地黄，味甘微苦，味厚气薄，沉也，阴中

有阳……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专

补肾中元气，兼疗藏血之经。”熟地黄产于中州沃

土之乡，经过炮制后药性平和，禀至阴之德，善补

五脏之真阴，故为阴中求阳之上品。其“甘”应天

气之阳，阳气具有升浮之性，而味甘者具补、和、缓

之功，因而可补中［４］。熟地黄应土之气，味甘、厚，

补营阴，可治疗营虚血少证，又应天气之阳，其性

升浮，又可补阳，达阴阳双补之效。

熟地黄是补精血之要药，而营阴，是血液重要

的组成部分，两者关系密切，常称为营血，若直接

补血对营阴也是增益的作用。张景岳在《景岳全

书·传忠录》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从而

创立了左归丸、左归饮。虽然是补肾之方，但其中

有育阴以涵阳，加之肾气的蒸腾作用可生阳气。

唐宗海《血证论·总论》曰：“水即化气”“气

着于物”，意思就是水可生气、水可载气。又说：

“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

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

鼻尖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脐之下，蒸其

水使化为气。”尽管唐宗海所述肾为“水”宿之地，

其“水”的含义应该与《内经·上古天真论》篇所说

“肾主水”相符合，即“肾精”之意。但此“水”少不

了后天之精即脾胃运化的水谷产生的精微充养。

当脾胃运化产生水谷之精微时既可以上达到肺，

同时也可以到达下焦的肾，通过天（下转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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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林，正源于其独特的内涵与深厚的底蕴。中

医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前景，而中医的真正价值也

必将在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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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４页）阳和心火蒸腾转化为气，输送
全身。

３．３　补营阴即补心气　心主血脉，当心血不足脉
道无以充盈，阳气虚弱，血脉鼓动无力，则可见脉气

不相接，脉结代，心失所养，心动悸等阴阳两虚的症

候，治疗此证的代表方剂是仲景的炙甘草汤。方中

养血滋阴润燥之类占多数，清代伤寒学家柯琴分析

说：“生地黄为君，麦冬为臣，峻补真阴者，是已开

后学滋阴之路矣。”且《神农本草经·上经》谓麦冬

治“胃络脉绝，羸瘦短气”。麦冬养阴生津及补气

作用与气血津液关系一脉相承，津能生气，水谷精

微化生津液，布散全身，而有气化活动［５］。而麻仁、

阿胶味甘，可润经补血。可见心营充足是物质基

础，濡养心脏，化生心气，再配合人参、桂枝温通心

阳，可达到复脉定悸之效。

３．４　补营阴即补肝气　清代魏之《续名医类案
·胁痛》中治疗胁痛一病案：方某年三十，左胁有

块如?，按之坚硬，食下则胀痛甚不能侧卧。魏氏

认为：肝血足，肝叶得润可下垂。此病人因怒火伤

阴，其叶燥硬，故举而不下。左叶张则支腋不可侧

卧；右叶张则侵脘而不能容食。所以用药投以一贯

煎加减，即生熟地、沙参、麦冬、枸杞子、蒌仁米、川

楝子。本方配伍精良，用生熟地黄、枸杞子滋养肝

肾精血，补肾水生肝木，肝得阴血濡养，肝气得以条

达而升发；沙参、麦冬、蒌仁米滋养胃津，又滋水上

之源，养肺阴可以抑制肝气，养胃阴可以培土荣木，

肝阴充足，自可使肝气舒畅；加之川楝子可以行气，

顺应肝木条达之性，有补而不滞的作用。

４　结语
明代与汪机同时代的薛己曾提出“滋化源”学

说，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生化之源在于脾胃，土为

万物之母，非土不能生物，惟土旺则万物昌，人体诸

脏才能得到滋养。所以养阴补营之物经过脾胃的

运化，滋养其本身的同时提升精气，散发于各个脏

腑，是五脏营气充足。

汪机指出营有阴阳，“丹溪以补阴为主，故为补

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血气而然

也。”这些观点指导了汪机的临床用药，即用参芪补

营之气为主，补营气即补营阴，通过生营气来补阴，

从而达到气血阴阳双补的效果。但却没有讲明补

营阴可以生气，其侧重点仍是用甘温培补中气，忽

视补阴而生气的作用。笔者由此得到启发：既然营

中包含阴阳、通过补气可以达到补阴的效果，反过

来用养阴之品为主，通过补营阴以生阳气，也可达

到阴阳双补的功效。虽然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的，但

在临床上都可以为选方用药提供思路。阴阳两虚，

则看哪一方虚更甚，而灵活用药选方，从而更好的

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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