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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象思维的《黄帝内经》治法治则探析


李静　文颖娟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４６）

摘　要：《黄帝内经》作为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运用了象思维等方法，对人体生理病理及治法治则

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通过对《黄帝内经》象思维的研究，发现其对中医的治法治则亦是功不唐捐，通过使用

这种传统而朴素的象思维，有益于从中医的方式思考、认识、处理疾病，有益于临床处方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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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
础。受社会背景以及人文环境的影响，《黄帝内

经》在人类长期的实践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

模式。《黄帝内经》思维模式是从人体自身完整性

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中体现的，象思维亦

是从中体现［１］。而且从中医理论至中医临床，象

思维模式始终贯穿于其中，学习象思维模式对于

理解中医思维模式、学习中医思考方法、构建中医

思维框架至关重要。

１　象思维的概念
象思维是基于客观事物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

现象，以物象或者意象（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

号）作为工具，运用联想、比喻、象征、直觉、推类等

方法，以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感受及意义，把握对

象世界的普遍联系甚至本原之象的一种思维方

式［２］。象思维以物象作为基础，从意象出发，类推

事物规律，将宇宙自然的规律看成是合一的、相应

的、类似的、互动的，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

象思维在《黄帝内经》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渗透于

中医理论建构与临床应用的各个方面。象思维也

是中华古老文明的特色，是传统中医最常用的、质

朴的思维方式之一。

２　《黄帝内经》象思维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

在《黄帝内经》中，象思维通过阴阳、五行、官

职名称等意象与物象，将人体的生理病理的特性

清晰地表达，为以后根据其特性选取治法方药埋

下了深深的伏笔。

２．１　《黄帝内经》象思维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黄
帝内经》对人体的生理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中，象

思维的应用使其对人体的生理的描述生动而活灵

活现，在各个篇章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其对人体阴

阳气和五脏方面的描述。

２．１．１　阴阳之气　站在阴阳学说的角度，是阴阳
二气运动变化产生了物质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变

化。将其类比于人体，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生命

进程也是由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所控制，并且人

体的生命状况也是时刻受自然界的阴阳二气运动

变化所影响的。是故人的生命活动能否正常运

行，不但与人体自身的内部阴阳运动的平衡状态

相关，还与大自然中的阴阳运动平衡状态密切相

关［３］。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有：“阳气者，一

日而主外，平旦人气（即阳气）生，日中而阳气隆，

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段文字将人体阳

气的运动与自然界日出日落的太阳运动相类比，

以表达一天之中阳气的动态变化过程，形象地说

明了人体运动与自然界的统一。再比如《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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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通天论》中有：“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

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

卫外者也。”这段文字将人体与阳气的关系比作自

然界和太阳的关系，表达阳气在人体中的主宰地

位，说明了阳气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有阳气则生，

无阳气则死［４］。”因此，固护一身之阳气，无论对日

常保健还是诊疗治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２．１．２　五脏之功能　对于脏腑生理功能的认识，
传统中医也大多采以象思维作为推论。比如《灵

兰秘典论》中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膀胱者，……气化则能出矣”，将人体五脏六腑与

当时社会的官场之名称相类比，阐明了五脏六腑

各自的生理功能以及地位，同时，将其与官吏系统

类比，也从一定的角度表达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和

谐统一的整体［５］。《素问·五脏生成》还指出“五

脏之象，可以类推”。即是指五脏虽然隐而不见，

但是其气象性用，仍然可以以物类推，如肝象木而

曲直等等，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推断［６］。《素问

·金匮真言论》也以取象方法，提出了“五脏应四

时，各有收受”，细致地阐述了五脏之象与草木、牲

畜、谷物、星象、五音、数字等万物之象的对应，以

便人们通过五脏生理特色对其疾病认知。

《黄帝内经》采用取象比类的方法，依据五行

学说，形成了中医人体观特色的肝、心、脾、肺、肾

这五大生理病理系统，通过其与五行的联系，生克

制化，以维持人体各脏腑动态平衡，保证人体生命

活动进行有序。因此我们认为，五行、五脏配属说

是《黄帝内经》最具典型意义的象数模型，通过它

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为日后根据这些脏腑辨

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７］。

２．２　《黄帝内经》象思维对人体病理的认识　通
过象思维方法，《黄帝内经》不但对人体生理有着

生动的描述，对其病理的描述亦是精彩万分。如

《素问·五脏生成篇》还指出，“见色青如草兹者

死，黄如枳实者死，……白如豕膏者生，黑如鸟羽

者生……”，以草兹、枳实、
$

、羦血、鸡冠、豕膏、鸟

羽等物比作五种面色，并对这五种病例面色所主

疾病的预后做出了论述。再如《素问·脉要精微

论》指出，人体之脉象“浑浑革革至如泉涌，病进而

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以泉水涌动及琴

弦等物象类比，描绘了人体的病理之脉的形象，以

及其生死预后。通过象思维的描述，人体的病理

表现跃然于纸，为临床选取相应治法提供了依据。

３　象思维对治法治则的认识
通过象思维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奠基了

其对治法方药的选择，尤其是治法方面。“方从法

出，法随证立”［８］，故《黄帝内经》着重对治法治则

进行了描述。而对于治法治则，《黄帝内经》常将

其与治国或兵法相类比，如《灵枢·师传》以治家

治国与治病作类比，指出治国与治病“未有逆而能

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说明了能否按照疾病的

规律施治是临床治疗成败的关键点。《灵枢·逆

顺》则以兵法类比作治法，指出“兵法曰：无迎逢逢

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説説之热，无

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通过类比提出在病邪亢盛时不可急于用针，应该

待其势稍退，方可刺之的治疗策略［２］。象思维在

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还为治疗外邪、三焦疾病以及

六经气化疾病等方面提供了依据。

３．１　以象思维治疗外邪　《素问·至真要大论》
指出，“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

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

之，以苦发之；……寒淫于内，……以苦坚之。”这

段文字以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外邪之

气的偏胜与人体外邪相类比，说明了外邪的治疗

法则。如风邪胜于体内，就是“风淫于内”，治疗的

时候，主治君药要用辛凉药，辅助臣药要用苦味

药，佐使药要用甘味药和辛味药，这就是在治疗

“风淫于内”病症时，君臣佐使药物的组方运用之

法则。这是由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说明的，比如

“风淫于内，治以辛凉”，按五行与五气五味相配

属，风属木、辛属金，金克木，辛凉与风木乃相克关

系，所以“风淫于内，治以辛凉”。实际上这也是病

症的属性与药物的属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用以分

析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五行属性和君臣佐使的组方

原则，以方便在临床发挥应用。

３．２　以象思维治疗三焦病症　《灵枢·营卫生
会》指出“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这段文

字利用了取象比类的手法，形象概括了三焦的主

要功能，据此，清代著名医家吴塘也以象思维对应

给予其治疗之法。“上焦如雾”，以雾这一物象作

比，形容上焦布散水谷精气的生理活动，就像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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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腾运动一样，故吴塘在《温病条辨·治病法论》

提出了“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主张使用轻清之

品，以疏达、宣畅上焦疾患，如羽之轻扬一般；“中

焦如沤”，则以沤物浸渍这一过程形容中焦腐熟水

谷，化生精微的生理活动，由于此过程是一个不断

循环，生化不息的过程，故吴塘认为“治中焦如衡，

非平不安”，主张使用升降相调，补泻同施等法以

调节脾胃平衡，犹如秤杆，当取平衡；“下焦如渎”，

指下焦排泄水液、糟粕的这一过程，如同沟渠水道

流通一般，故吴塘在提出了“治下焦如权，非重不

沉”，认为治疗下焦疾病应当使用厚重之品，以此

为秤锤之重，沉入下焦，以疗下疾。

３．３　以象思维治疗六经气化　受古代哲学影响，
《黄帝内经》中充斥着大量五运六气相关内容，以

自然界的变化和人体的变化相应，以指导临床治

疗。从六经气化而论，太阳属寒水，故以水的循环

角度理解太阳经病，则其为水的蒸腾上升过程出

现障碍，如地气不能上为云，故用发汗之法；而太

阳腑病则为水的下降过程障碍，如水气不能由云

变为雨下降，故使用通阳化气利水之法。故据此

有学者认为，治太阳病其实就如同治水［９］。

４　后世医家运用象思维指导治疗的发挥
后世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象思维，类比创造

了很多治法治则。比如 “釜底抽薪法”，受日常生

活中炉火正旺，抽掉炉火底部柴薪，火势自减的启

示，提倡在治疗火热上炎证时，宜使用寒凉攻下法

治疗，以泻火邪，大便一通，火热自随之下行，上炎

之火立刻顿消。又如“增水行舟法”，受水能行舟

之启发，在治疗阴虚证，津亏肠燥、大便秘结时，提

倡采用滋补阴液的方法，使肠液增多，大便自然通

顺。再如“逆流挽舟”法，将脾胃之清气类比为舟

叶，因暑湿热三气之不解，反而由表入里，以至于

下痢不止、里急后重者，正如同逆水行舟一般不进

则退，故欲使舟叶前行，必应大力挽之。故治以人

参等药匡扶正气，以驱其邪。与之类似的还有“提

壶揭盖法”“导龙入海法”等亦是后世运用类比思

维所创立的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通过运用象思维，形象

生动地表达了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从而为

选取治法治则甚至方药奠定了基础，这种运用象

思维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方式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传统而朴素的思维方式，是中医独特鲜

明而充满智慧的思维方法，充斥于中医学各个角

落，尤其是其对治法治则的影响，巧妙而灵活地使

用自然之法，可达四两拨千斤之效，可谓是功德不

朽。因此，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学习使

用这种中医的思维方式，以便于直达问题本质，可

能收货意想不到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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