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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气神理论是构成中医学的基石,心是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而心与神明的关系,随
着时代的进步,二者关联逐渐模糊,通过对精气神理论的还原,能够进一步阐述心与神明的关系。 对于古人

而言,神的本义是关于可观测到但却无法解释其来源现象的内在运转原理的集合体,古人从观测自然、人体

之神得到了水地学说,发展到精气学说,再发展到精气神理论,精是组成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气是精实现

变化转归的动力,神是精气功能的终极体现,而心在体主血、主脉,血脉恰恰是精气输布流转的具象化表现,
因此,从精气神运转的角度来看,心与神明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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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气神理论脱身于精气学说,古代精气学说认

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精气构成的,精气是

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极细微物质,其中精

气概念一致,或称为气、精、精气,宇宙万物皆为精

气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1] 。 而精气神理论认为精

是组成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气是精实现变化转归

的动力,神是精气功能即生命功能的终极体现,对
于精、气有着调控作用[1] ,这里的精、气有了不同的

概念。 《素问·灵兰秘典论》 载:“心者,君主之官

也,神明出焉”; 《素问·痿论》 载: “ 心主身之血

脉”;五脏六腑各司其职,其中心是五脏中一个最重

要的器官,具有主宰一身上下、统管五脏六腑的特

殊职能,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心主血脉和心主神

明。 古人认为心与神明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但随

着时代的进步,观测手段的不断发展,部分中医对

于此关系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本文基于对精气神理

论的还原,进一步阐述心与神明的关系。

1　 精气神理论

1. 1　 从神的本义到人体之神　
1. 1. 1　 从自然到神　 神的本义是无法解释的可观

测现象的内在原理,是古人发现未知事物并求知的

中间过程,在商周时期把“申” 作为“神”。 “申” 的

古字形是天空中闪电的形象描绘。 后来“申”加上

“示”分化出“神”字。 金文的左边的示字,是一个供

台、祭台,表形[2] ;古人对于神的概念,最初是出于

对自然的初步认识以及敬畏,其观测到“闪电” “云

雾”,结合古代著作中对于神的理解,《孟子·尽心

下》载:“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易传·说卦传》
载:“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素问·天元纪

大论》中提到“阴阳不测谓之神”,神在当时指代无

法解释的可观测现象的内在原理,比如闪电、云雾、
生殖、繁衍、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神代表着古人对

于宇宙内在奥妙的追求。
1. 1. 2　 从自然之神到知识体系　 随着观测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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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古人通过观测这些现象,得出总结,如 《 易

传·系辞传下》中提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效仿

自然,总结规律得到了八卦,并以八卦卜算,预测事

物发展;古代哲学家通过观测男女繁衍、自然万物

生长,认为水和地是构成一切的基础,得到了水地

学说,现代中医基础理论认为精气学说源于水地学

说,并从水地学说演化出了精的概念,继而有了精

气学说;而阴阳学说及五行学说也同样源于自然现

象,如阴的本义为背阳,阳的本义为向阳,五行更是

直接赋予自然界中事物的性质,阴阳、五行学说将

精气运动的变化规律,分为阴阳、五行两种运转体

系,古人通过观测神而得到了新的理论基础,并将

阴阳、五行用以解释所观测到的现象[3-4] ,以上均是

对于神的进一步揣测与解析,也代表着古人对于世

间万物的形成与发展有了相对成熟的思考体系。
1. 1. 3　 从知识体系到中医学　 医学与当时的先进

思想巧妙结合,精气、阴阳、五行与生命高效结合,
并运用于解释人体现象。 古代医家认为,人体与宇

宙同样都是由精气组建而成,人体与宇宙精气运转

规律都遵循阴阳、五行两种方式运转,《素问·宝命

全形论》中记载“天地覆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
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

子”,其中基于精气学说提到了人与宇宙、人与万物

之间的关系,而由神到人体之神,其观测的范围从

宇宙缩小到了生命本身,其中不同的是人体之神代

表着对于生命内在奥妙的追求。 人体之神就是中

医之神,现代中医基础理论中认为中医中的神有广

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神指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或

其总体现;狭义的神指人体的意识、思维、情感等精

神活动[5] 。 狭义是由精神这个词转换而来,广义更

贴近神的本义,中医通过观测生命本身,以望闻问

切观察异常的外在表现,总结其表现得到不同的

病、症、证,通过多种辨证体系,反应了人体内在精

气变化,并将精气变化进一步细化,原本基于精气

学说,精气二者并无差异,而到了中医体系中,将精

气进一步分化,其中精为精气的物质层面,气为精

气的运转层面,亦可称为气机,动静分而论之,更贴

合所观测到的生命现象,并通过导引、针砭、药石

等,恢复人体内在精气秩序,从而使外在病、症、证
消失,以达到治疗目的。
1. 2　 精气神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1. 2. 1　 人体内在精气变化决定了生命外在表现　
《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记载:“夫五运阴阳者,天地

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
明之府也,可不通乎”,可见当时具体的人体内部精

气运转规律被划分为阴阳五行,如人体内在精气能

按照阴阳平衡、内在五气运转不息的规律运行,生
命各项功能也能正常发挥,神明得养,内外通透,则
无病无邪,中医古籍中不少文字是通过精气及具体

的阴阳五气来表述与病、症、证的因果关系,如《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

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景岳全书·论调

气》中提到“夫百病皆生于气,正以气之为用,无所

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脾胃论·脾胃胜衰

论》中提到“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

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 患者的病、症、证是生

命功能即人体之神受损的表现,通过病、症、证即能

推断人体内在精气之虚实偏盛及精气之阴阳、五行

是否调和。
1. 2. 2　 外感与内伤均与精气相关　 精气变动会引

发疾病,中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不外乎外感与

内伤,《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提到“夫上古圣人之

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
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中探讨的是疾病

的预防需要避免正气虚弱,则无内邪丛生、贼风外

扰。 《素问·金匮真言论》言“天有八风,经有五风,
何谓? 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
气发病”,描述了在正气不敌外邪,天之八风对于人

体五脏经络的侵入,引起发病,可见人体之精气会

受到自然异常精气的影响。 故《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载:“故天之邪气,感而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
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灵

枢·百病始生》载:“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

暑,清湿喜怒……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

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四圣心源》载:“六气五

行,皆备于人身。 内伤者,病于人气之偏,外感者,
因天地之气偏,而人气感之”。 从精气的角度分析,
如何避免自身精气的异常状态,并避免受外在极端

环境的影响,是避免疾病发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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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精气变化与情志 　 《素问·上古天真论》
言:“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外不劳形

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
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情志包括七情、五
志,其中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

变化,是人体对外界环境或内源性刺激所产生的正

常的情绪反应,五志是心志喜、肝志怒、肺志忧、脾
志思、肾志恐,《素问·宣明五气》提到“精气并于心

则喜,并于肺则悲……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
藏意,肾藏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记载“人

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将神、思维、相
关情绪变化对应五脏,且五脏对应五气,对应精气

中五气,生克制化,可见五脏精气会引起情志变化,
呆病、肝积[6] 、肺积[7] 、癥瘕[8]等均可因相关脏腑功

能过盛或过衰引起情志异常。 《素问·举痛论》载: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

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

气耗,思则气结”,可见情志还与气机相关联,情志

极端化会引起气的变化,脏腑气机不顺,致使脏腑

功能失调,如狂病、癫病、百合病、郁病等,《丹溪心

法》载:“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而不得升,
当降而不得降”,便是情志致病。 《素问·玉版论

要》中提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张景

岳在《类经》注“神即生化之理,不息之机也。 五气

循环,不愆其序,是为神转不回。 若却而回复,则逆

其常侯而不能运转,乃失生气之机也”,这是五气生

克制化异常、气机升降循环往复失常引起脏腑精气

异常,继而影响神及情志,可见情志与脏腑精气、人
体之神变化密切相关。
1. 2. 4　 精气变化与养神　 精气所构成的即是人体

之神,相较于精气,人体之神的概念更能够涵盖生

命功能,因此中医学对于神的调养极为重视,并视

为最终目标,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整篇都是提

倡顺应天时恬静养神,《素问·上古天真论》 提出

“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疏五过论》 提到

“精神内伤,身必败亡”,而在其他著作中也同样提

到了对于养神的重要性,《保生要录·养神气门》中

提及“故心不挠者神不疲,神不疲则黑不乱,气不乱

则身泰寿延矣”,《医学心悟》中提到“人之有生,惟
精与神。 精神不敝,四体长春”,《景岳全书·治形

论》中提到“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

宅”,所以对于神的养护不能脱离精气本身,需要先

从形入手,以医疗手段恢复内在精气的正常运转,
调理内在的阴阳五气,使精气充沛,滋养形体,才能

使精神内守,治病于未病,人体之神才能和谐稳固,
不受外来精气侵扰。
2　 心主神明

　 　 心主神明的说法自《黄帝内经》而始,心为君主

之位,神居于心中,依附于心之形,而随着近现代科

学探究方法的逐步增加,部分中医学家认为神应该

藏于脑,基于对大脑功能的探索以及反推,逐渐打

破了心主神的垄断地位,然而人体之神并不是单一

的指神志、情志、意识、思维,而是精气功能,即生命

功能的最终体现,外感、内因为病皆是源于精气变

动影响人体之神。 笔者基于精气神理论,从以下三

点阐述心与神的关系。
2. 1　 心为神之府 　 “神明”二字由“神”与“明”组

成,《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指出“照临四方曰明”,
《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对于明的理解如下“故主明

则下安,以此养生为寿……主不明……以此养生为

殃”,心为君主主宰其余十一宫,君主明则精气得以

施布于脏腑,其中提到主明是养生的前提,是精气

得以正常输布的前提,精气输布有序,则精气多多

益善,精气输布失序,则精气瘀阻于内反而为害,
《灵枢·本神》载:“心藏脉,脉舍神”,血是精气输布

的载体,脉是血液循行的通道,而心主血脉,心为精

气输布提供了车辆及驰道,心为精气运转的核心,
基于精气与神的关系,所以说心是神的府邸。
2. 2　 血为精气之车,脉为精气之道　 《素问·六节

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其充在血脉”,心主

神明主要是依托于心主血脉,血脉承载了精气的输

布,《诸病源候论》中记载:“凡荣卫大虚,腑脏伤损,
血脉空竭,因而恚怒失节,惊忿过度,暴气逆溢,致
令腠理开张,血脉流散也,故九窍出血”,可见血为

病与情志变化密切相关,血脉空虚,脏腑失养,会引

起情志变化,情志极端变化下引起气机逆乱,甚至

引起血行脉外,九窍出血,其中可以明确的是,血与

血中负载的精是维持脏腑功能的两大必要物质,且
气为血之帅,气机正常运转是血正确循行脉中的必

要条件,所以气、血、精、脉是维持脏腑功能的重要

基础,《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提到“主不明则十二

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其中主是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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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脉,道闭塞则血不通,血不通则形失养,形失养

则神无所依靠,而《素问·八正神明论》载:“故养神

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衰盛。 血气者,人之

神”,《医宗必读》中提到:“气血者,人之所赖以生者

也”,明确指出气血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景岳全书》
中提到“人有阴阳,即为血气。 阳主气,故气全则神

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 人生所赖惟斯而已”
“而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脾为五

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不从精血,何以使之灌

溉? 然则精血即形也。 形即精血也……,故凡欲治

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张
介宾认为,形、脏腑及精血三者联系密切,形依赖脏

腑运转、脏腑运转依赖精血,《灵枢·营卫生会》云:
“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张志聪《黄帝内经

灵枢集注》注云:“营卫者,水谷之精气也。 血者,中
焦之精汁奉心神而化赤,神气之所化也。 血与营卫

皆生于精,故异名同类焉”,水谷之精气形成营气,
血承载营气,所以血是精气的载体,《素问·

 

脉要精

微论》载:“夫脉者,血之府也”,《灵枢·决气》 载:
“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素问·三部九候

论》载:“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灵

枢·小针解》中提到“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所
以血脉的通调对于疾病的诊疗尤为重要,《灵枢·
经脉》云:“脉道以通,血气乃行”,可见脉是精气的

通道,血通过脉濡养脏腑,充养形体,最终形成人

体,充养人体之神。 故病影响血、脉之时,神志、情
志改变相较于其他病证更为明显,因为其影响整体

血脉中的精气流转,进一步影响整体脏腑功能,造
成的人体之神变化相较其他更为显著;而心主血

脉,相较于其他脏腑更能代表精气神三者,故心与

神密不可分。

3　 结　 　 语

　 　 中医学遵从整体观念,而神是一个整体,将人

体所有的精气变化都囊括其中,所谓见微知著、司
外揣内都是从生命外在表现推导精气变化,所以对

于心主神明应该有更细微的认识,并不能单以养心

安神,而应将调神作为治疗的最终目的,在治疗中,
养神应从以下几个点入手,首先使精气有源,顾护

脾胃、肺腑,得天地之五气、五味充养精气,然后通

调血脉,使精气得以濡养脏腑、机体,调畅气机,通
交心肾,阴阳五行升降循环往复有序,调养情志,使
之平和宽厚,恬然自得,如此才得养神真意。 结合

以上对于精气神、心主神明的探讨,笔者认为相较

于基于原本的以对症为主的治疗模式,在治疗中应

该更加注重养神,应该以调节血、气、脉三者的和谐

为切入点,以充足的精气供养脏腑,维持脏腑功能

稳定,以达到神的稳定,从而提高整体疗效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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