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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惊属 于 肝

王长荣 (福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医部 厦门 6 3 100 5 )

关键词
:七情 ;惊 ;肝

(中医基础理论》将七情中的
“

惊
”

与
“

恐
”

一

起归属于肾
,

由来已久
,

似已成为不可变更的公

论
。

然笔者近遍阅《内经》诸篇
,

未有找到惊之属

于肾的明确论述
,

却有惊之属于肝的多处言词
。

结合临床
,

细加分析
,

中基理论将惊归属于肾既

缺少文献依据
,

又缺乏充足的理由
,

更与临床所

符甚少
。

而若将
“

惊
”

归属于肝
,

则不仅有文献上

的根据
,

且在理论和 临床上都具有较强的说服

力
。

故本文试就
“

惊属 于肝
”

作一分析
,

抛砖引

玉
,

以求正于同道
。

1 《内经》有关惊与肝关系的论述

《素问
·

金匾真言论》 : “

东方青色
,

入通于肝
,

开窍于 目
,

藏精于肝
,

其病发惊骇
。 ”

《素问
·

阴阳

别论》 : “

二阳一阴发病
,

主惊骇背痛
,

善隐善欠
,

名曰风厥
。 ”

(素间
·

阳明脉解篇 )
: “

足阳 明之脉

病
,

恶人与火
,

闻木音则惕然而惊 … … 土恶木

也
。 ”

(素间
·

举痛论》 : “

惊则气乱… …惊则心无所

倚
,

神无所归
,

虑无所定
,

故气乱矣
。 ”

《素问
·

痹

论》
: “

肝痹者
,

夜寐则惊
。 ”

《素问
·

大奇论》
: “

肝脉

鹜暴
,

有所惊骇
,

脉不至若痞
,

不治自已
。 ” “

肝雍
,

两肤满
,

卧则惊
,

不得小便 … … 肾肝 … … 并小弦

欲惊
。 ”

(素问
·

脉解篇》
: “

阳 明所谓 … … 甚则厥
,

恶人与火
,

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
,

阳气与阴气相

薄
,

水火相恶
,

故惕然而惊也
。 ”

(素问
·

六元正纪

大论》
: “

少阳所至为惊躁瞥昧暴病
。 ”

《素问
·

至真

要大论》 : “
阳明之复

,

清气大举… …甚则入肝
,

惊

骇筋挛… …惊者平之
。 ”

《灵枢
·

经脉》
: “

胃足阳明

之脉 … … 病至
,

恶人与火
,

闻木音则惕然而惊
,

心

动
” 。

2 对惊属肝的分析

( 1) 肝病出现惊
:

(内经 )原文已明确地阐述

肝病会出现惊或惊骇的症状
。

在此
,

惊有两种含

义
:

①惊与风相合时
,

有震动
、

动摇之意
,

临床以

四肢抖动
、

震颤
,

甚则抽搐为主要特征
,

如小儿有

急
、

慢惊风之疾
。

此因肝主动主筋
,

肝有余则生

惊也
。

②有惊惕不安
、

心悸不宁
、

不得安卧之义
,

虽属心证
,

却由肝疾影响于心引起
,

此因肝气主

升
,

肝气有余则易上犯于心
,

而生惊骇之症
。

若

其人心气素虚
,

则肝气犯心之机更多
,

惊骇就会

频繁发生且症状更重
。

阳明胃经之病发生
“

惕然而惊
” ,

在 (内经》中

有三处
,

乃由
“

土恶木
” ,

亦即木乘土所致
,

说明此

惊并不是阳明胃之病
,

而是由肝疾所引起
。

( 2) 惊能伤肝
:

惊在七情中与其他六情有别
,

其他六情皆由自生
,

而惊却被动而发
,

必有强烈

的客观因素之刺激而突然发生
。

这种因素往往

使人的气机一下子发生紊乱
,

亦即
“

惊则气乱
” ,

可出现
“

心无所倚
,

神无所归
,

虑无所定
”

的心神

紊乱的症象
。

然人的气机的正常运行
,

主要赖于

肝的疏泄条达
,

调畅气机
,

使各脏腑的功能活动

能正常进行
。

故气之紊乱主要是肝的调畅气机

功能的紊乱
。

惊能伤肝即是指此而言
。

心神紊

乱的症状实由肝气紊乱继发而成
,

病在心
,

而 因

在肝
。

总之
,

肝病现惊
,

惊可伤肝
,

在病理上 已无可

置疑地说明了惊与肝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

在生

理上
,

因惊是被动的不自知而发
,

所以它不象喜

怒忧思悲恐那样属于人主动性的感情表现
,

故探

讨生理上与肝的联系已无实际意义
。

3 惊为肾志之质疑

( 1)
“

惊则气乱
” ,

鲜有肾与气乱有密切关系

之说
。

( 2) 惊的病理表现
,

如惊风
、

惊厥等似与肾无

直接联系
。

若从五行学说肾为肝之母
、

肝肾同

源的理论来解释
,

则属 于间接性的联系
,

不如肝

之直接
。

惊悸与心的关系较大
,

与肾的关系也只

能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

( 3) 中医基础理论从惊与恐相类的角度将它

们同归于 肾之情志
,

认为惊为不自知
,

事出突发
,

恐为自知
,

类似胆怯
。

笔者认为
,

惊与恐虽有相

似之处
,

但却有很多区别所在
,

如惊未必有恐
,

恐

未必因惊而起
,

惊且还有其他表现
,

因此从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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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虚气流滞

”

黄世敬 尹颖辉 指导
:

王永炎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 0 0 0 2 9 )

关键词
: 虚气流滞 ; 病机 ; 治法 ; 文献整理

“

虚气流滞
”

观是王永炎教授依据相关的

中医理论并结合亲身的多年临床实践提出
’

的
。

笔者通过临床实践学 习
,

深 深体会到临

证中把握住虚气流滞的病理变化
,

对 治疗具

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

本文 就虚气流滞的含

义
、

病机及治法
、

应用
,

试作初步的探讨
。

1 虚气流滞的含义

虚气流滞是指 由于元气亏虚
,

气血相失
,

气血津液运行失常
,

从而导致气滞
、

血癖
、

痰

凝
、

经络阻滞的病理过程
。

费伯雄首先提出

了
“

虚气
”

的概念
,

他在 《医醇腾义 ) 中说
: “

操

烦太过
,

营血大亏
,

虚气无归
,

横逆胀痛
。 ”

阐

明了营血亏虚
,

虚气不行
,

而致气滞胀痛的病

机
。

气血的运行
,

犹如江河之流水
,

气血充盛

则运行不息
,

气血 亏损则运行不 畅而迟滞
。

《血证论 》云
: “

平人之 血
,

畅行脉络
,

充达肌

肤
,

流通无滞
。 ”

《医方集解 ) 则明确指出
: “

气

与血犹水也
,

盛则流畅
,

虚则鲜有不滞者
。 ”

可

见虚则气血运行不畅
,

滞而为患
。

故 (医门八

法》谓
: “

人之气血
,

止能不足
,

不能有余
,

其胀

满凝结
,

为痞块为瘤为瘦者
,

滞也
。

皆似实而

实虚者也
。 ”

1
.

1 虚气流滞强调 气血相失

虚气流滞所 以言
“

虚气
”

者
,

强调气衰不

足
,

难以与血相匹配
,

以致气血相失而血气离

居
。

即 《素问
·

调经论篇》所云
: “

有者为实
,

无

者为虚
,

故气并则无血
,

血并则无气
,

今气血

相失
,

故为虚焉
。 ”

又曰
: “

血气以并
,

阴阳相

倾
,

气乱于卫
,

血逆于经
,

血气离居
,

一实一

虚
。 ”

若气衰不足
,

血气离居
,

则可形成
“

有血

而无气
” ,

血无气则不行
,

于是阻滞而为痕血
。

如 (医林改错 》所云
: “

元气既虚
,

必不达于血

管
,

血管无气
,

必停留而癖
。 ”

若气虚不足 以

布
,

则又可发生
“

归并
” ,

使虚者更虚
。

或并于

上而为下虚
,

或并于下而为上虚
,

或并于左而

右虚
,

或并于右而左虚
。

挥铁樵于 《伤寒论研

究 )中指出
: “

凡健全之体
,

上下表里
,

左右如

一
,

不是则为病
,

病则有偏胜
,

故上胜者下必

虚 ;气并于右者
,

左不遂
。 ”

《医林改错 》言 : “

元

气藏于气管 之内
,

分布周身
,

左右各得其半
,

人行坐转动
,

全仗元气… … 已有气亏之症
,

因

不痛不痒
,

有空虚之隙
,

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

… … 归并于左
,

则右半身无气… … 归并于右
,

则左半身无气
。 ”

现代研究发现血液灌流中
“

盗血
”

现象的存在
,

亦可认为是气血归并的

一个佐证
。

1
.

2 虚 气流滞强调 因虚而流滞

所以言
“

虚气
”

者
,

不仅含有气虚之义
,

而

更强调其为致病之因
,

即因虚其气而为流滞
。

首先
,

虚则气滞
,

如 (医论三十篇 )所云
: “

气不

恐有一定相似上把惊同样归属于恐所属的肾
,

似

有牵强之虞
。

4 惊从肝治

(内经 》提出“

惊者平之
”

这样一个治疗法则
,

对临床具有指导意义
。

平者
,

平息
、

镇降之意
,

在

中医的治法中惟有平肝法才称为
“

平
” 。

联系惊

的临床表现
,

平肝熄风镇惊法用以治疗惊风
,

平

肝镇心宁神法用以治疗惊惕不安及失眠
,

其中常

用的一些重镇药多具有这种功能
。 “

惊者平之
”

更进一步从治法上证明了惊属于肝的正确性及

其合理的内涵
。

(收稿 日期
: 1 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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