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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中医学中，中医蕴含的知识文化众多，古往今来，产

生了很多的中医学著作，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其中阳气尤为重要，历代医家也多有叙述。

但多以脏腑辨证为主。而笔者着重论述阳气与阳经在人体的

重要性，强调“内调阳气，外条阳经”，为扶阳理论做出一

点贡献。

2�什么是阳气和阳经

阳气是生命的根本，也可以说生命就是一团阳气，养生

需要养阳，治病需要养阳，只有对阳气的意义充分了解和掌

握之后，才会准确地进行疾病的治疗和养生。阳气与人们的

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用药治病等都离不开

阳气，只有养好阳气才可以更健康、更长寿。

什么是阳气和阳经，从中医人体静脉进行分析，人体静

脉分为阴和阳，阴阳相互缠绕，与人体的每个穴位息息相关，

此次我们所研究的是阳经和阳气。在中医上经络中内属于脏

的跟脏有直接关系的经称之为阴经，而与脏对应的腑有密切

联系，在中医上称之为络 ���。阳经又称之为阳脉，经脉中属

阳者，包括手足三阳经、督脉、阳维脉、阳蹻脉等，在《素

问·调经论》中指出：“形有余则泻其阳经”，太阳经是阳

气旺盛的意思，其位于人体的最表层，感受到外邪之后，是

最先发病的经脉，少阳经则是说阳气减弱，其位于人体的半表、

半里，在太阳与阳明之间，也是太阳与阳明两经之间的枢纽。

阳明经是阳气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在太阳和少阳两经阳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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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疾病的治疗中，以往都是采用西医药治疗，但是西医药治疗中，长时间使用某些药物，患者会产生耐药性，进而治疗效果
下降，而中医治疗中，采用的药物，不会对患者产生耐药性等，治疗效果虽慢，但是效果显著。近几年中医在世界各地推
行，中医药治疗的效果也得到认可。因此，中医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和意义也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医治疗，
选择中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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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继续发展，是两阳和明的简称，在太阳和少阳的里面。

阳气也是暖气、生长之气，也是真气，也是人们常说的元气，

《黄帝内经》：“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

由此说明阳气一是先天性的，在人体的肾里，主要来自父亲、

母亲，而是后天性的，主要从食物中吸收转化而来，所以阳

气分为先天和后天两部分。人们常说的元气大伤就是指的阳

气，阳气现在人体中有重要的作用，在黄帝内经中有“阳化

气、阴成形”之说，阳气是人体所需的能量，阴气形成身体，

没有阳气的身体则是躯壳，人也会死亡，所以在治病、养生中，

养阳气是根本。在中医治病中，重在扶正，次在祛邪，扶正可

以救命，祛邪可以治病，正气就是生命，而正气也是阳气，要

保命就要养阳气。治病的关键在扶阳通阳，让阳气健旺，阳气

一通，诸症就可以得到缓解。所以，不管是养生还是治病，阳

气、阳经都有重要的作用，扶阳正气，是中医疾病治疗的关键。

3�扶阳理论的起源

说到扶阳理论，历史很悠久，兴起于清朝，源于《黄帝

内经》，历代医家也有叙述。例如，《素问·生气通天论》

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

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阳气者，若天与日。是故阳因而上，

卫外者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作为中医万法之源的《内

经》，早已提出了阳气的重要性，为我们后世指明了方向。

到了明代，张景岳认为：“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

所关于造化之原，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天之大宝，

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李中梓认为：“在

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

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由化，与天之无日等矣，

欲保天年，其可得乎。”两位医学大家，都强调阳气在人体

的重要性，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到了清朝，郑钦安提出：

“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在人身体的重要性，

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等思想，终将扶阳派发扬光大 ���。

4�关于扶阳理论的看法

上述先师对扶阳的研究，都有很大的造诣，但在某些方

面，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加以阐明，以便后世更加重视和研究。

例如，生理上常说扶阳就是扶正气，阳气胜，正气旺，身体

康等说法，概念很笼统，不便理解。多在五脏或单一脏辨证

中提到，但也不详细，也没有提到影响到何种阳气。笔者认

为扶阳气，包括扶阳经和调卫气。肾携先天元阳，推动五脏

化生后天阳气，滋养卫气，布散周身。内行五脏，外行阳经，

储存于督脉，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阳气者，小可一脏一

腑主，大者五脏皆能主。再如，阳气是一棵大树。肾为阳之根，

肾以先天源阳，推动化生后天之阳。脾为阳之源，脾以生青

之力，生成阳气。肝为阳之干，肝以疏泄之力，疏发阳气。

心为阳之枝，心以血脉之力，温养阳气。肺为阳之叶，肺以

轩发速降之力。布散阳气。此乃五脏相通，血脉相连之意。

病理上：五脏虽然分别统领各自的系统，在影响阳气方

面是相同的。任何一脏阳虚，都能导致头晕目眩、恶寒肢冷、

自汗等症状。笔者认为五脏对全身的阳气，都有主宰作用，

任何一脏受病，都会导致阳气的生成、运行、散布等方面的

障碍。五脏以阳为用：阳入心，化心气，主血脉。阳入肝，

化肝气，主疏泄。阳入脾，化脾气，主生氢。阳入肺，化肺

气，主呼吸。阳入肾，化肾气，主纳气。五脏中任何一个脏

腑阳气受损，或者功能障碍，都能导致其余四脏功能障碍，

从而出现全身阳气不足的症状。总而言之，五脏辩症，出现

阳虚症状时，应该阐明是哪一脏功能障碍，导致阳气受损，

从而出现的症状。这样才能体现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5�经络和诊治

经络上：古人多以脏腑归经为主，没有强调阳经整体的

地位。所以，笔者提出把阳经单独纳入一个整体，来进行研

究（可见按摩与康复医学，纯阳经疗法，����年第 �卷第 ��

期）。例如，肾阳虚会出现腰膝酸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

头晕、舌淡苔白、脉陈细等全身方面的症状，并不单一出现

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畏寒肢冷。单一联系膀胱以及表里的经络

就不太客观了，也就是说小的疾病可以把足太阳膀胱经，联

系到六腑的膀胱和五脏得肾。但平时看待阳经要从整体考虑，

因为五脏六腑的内因、风寒六邪的外因，大多数的疾病都会

伤及到阳气，导致整体的阳经受损。

诊治上：五脏为人体阳气之根本。五脏内升阳气，外行

于六阳经之内，储存于督脉之中。五脏内伤于阳气，则外阳

经必损。六邪外伤于阳经，则内阳气必损。诊法以切脉查体

内之阳气，以触诊查体表之阳经，从而获取五脏之虚实。治法：

内以汤药，生阳气，通阳经，调五脏为主。外以推拿，通阳经，

生阳气，调五脏为主。其他诊治方法皆可用，但必须以调阳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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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为宗旨，否则再多也迷茫。清，卢铸之：“人身立命在于

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阳者，扶阳抑阴；

病在阴者，用阳化阴。”这和古人的思想相通，但古人多以

汤药为主。论文强调，阳气与阳经，多以外调为主。

6�阳气的理解

阳气者：内护其五脏，以保其功能。外护周深，以保其

形体。五脏行阳气则能调，失阳气则病。身体得阳气则：心

可以温四肢，肝可以顺筋脉，脾可以强肌肉，肾可以壮骨骼，

肺可以顾皮毛。失阳气则：心血不温，则四肢凉。肝气不疏，

则筋萎缩。脾失生清，则肌肉消瘦。肾气不足，骨软而颤。

肺气不顾，皮肤松弛，则汗易出，寒易入。头晕目眩、四肢

无力、畏寒肢冷等症，非一脏能主也。此乃阳气所伤，而五

脏都可主阳气。病因可求，制法可定，但过程必须详查，以

求其真理 ���。例如，阳气为一国之军队，当寒邪侵于四肢，

犹如贼兵攻打一座城市。这时邪气已经侵入皮肤经络，到处

流窜渗透。贼兵已经攻到城内，到处狂轰滥炸。五脏之温养

不能达到四肢。正常的物资和人员不能到达城内。去则，温

化寒，养消散。去则，物资毁，人员伤。应当先行洋气，驱

寒邪，再调五脏温养四肢。应当先派军队，打退贼兵，在派

人员和物资进入，实施救援和重建。古言，不为良相，愿为

良医，治国治病二理相通。

7�结语

总而言之，阳气与阳经十分重要。体现在人体的保健、

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养生等方面必须详查。古代医家

有以肾脏为主，治百病者。有以脾胃为主，治百病者。后世

还会有以心、肝、肺为主者，而治百病。此皆阳气之功也。明，

方以智：“天道以阳气为主，人身亦以阳气为主，阳统阴阳。”

这也强调了任何病因都与阳气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人提出

火热说、养阴说等观点。其内涵为去虚火，降虚热，真扶阳也。

清，吴佩衡：“壮火乃邪火，而非真火也。……邪热之壮火，

必须消灭，真阳之少火，则决不可损也。”这也强调了虚火

和真火的区别。人身阳气之重要，数千字不能穷尽，望有志

之士，共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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