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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 从五行到五脏相关

邓铁涛 ，郑 　洪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摘要］ 　五行学说对中医学有深刻的影响 ，体现了传统医学重视联系 、整体的特点 ，但五行学说本身有局限
性 ，不能全面地反映事物间的普遍联系 。中医以五脏配属五行 ，吸收了五行学说的精华 ；又根据脏腑学说的
理论 ，在实践中超越了五行的限制 。因此 ，中医的理论可名为“五脏相关学说” 。在中医理论现代化中 ，可以
将五脏之间的影响归纳为促进 、抑制和协同 ３种关系 ，从多种角度来阐明中医的整体性与联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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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行的起源和历史沿革
　 　谈中医离不开五行 ，谈中国传统文化也离不开
五行 。

在人类的知识演化进程中 ，先秦时期伟大的思
想家们创造了五行学说 。 先人们藉五行来归类万
物 ，规划世界 ，为文化的积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
框架 。

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 ，学术界做过很多的研究 。
从理论上来看 ，五行学说的要义有二 ，一是以“五”为
基准的分类归纳法 ，并从具体事物抽象出“金 、木 、
水 、火 、土”五类为代表 ；二是五“类”之间的关系律 ，
主要是相生和相克 ，反映了事物间“利”与“害”两种
基本关系 。

经常有人会将五行学说与古代西方四元素说相

比较 。四元素说探究事物的构成 ，从中可以看出以
后西方注重分析 、还原论的学术走向 ；而五行学说虽
然也有构成的内容 ，但更出色的是以特性归类的思
维和对“关系”的把握 ，它为中国带来比类析物 、重视
宏观和系统关系协调的学术传统 。 世间事物无穷 ，
归类则可限定 ，因此四元素说已随着物质科技的发

展而消逝 ，而五行学说到今天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
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形成的初期 ，曾深深得益

于五行学说 ，从而为人体内 、外环境建立了一种以五
行为中介的体系 。它囊括自然方面的空间 、时间 、星
辰 、数字 、气候 、颜色 、声音 、味道 、气味 ，人类生存必
须食用的粮食 、蔬菜 、果品 、牲畜 … … 但整个重心在
于人体脏器 、肢体 、五官等结构 ，还有人的情绪 、发出
的声音 、排出的液体 ，以及疾病的症状分类等等 。这
种体系 ，将自然 、社会与人体整合于一体 ，并通过
“类”之间的五行关系模式相互作用 ，成为中医整体
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过 ，尽管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相当
完整的 ，甚至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 ，但是并不完
美 。因为从思想领域到应用领域 ，在公式体系与实
际事物之间 ，差别极大 ，并非照搬即可致用 。其难点
在于 ：一是事物配五行的法则有否唯一性 ；二是五行
生克关系模式过于简单 ，不足以全面反映复杂事物
的复杂联系 。为此 ，中医学在应用五行学说时一直
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 。

中医作为应用科学 ，早期运用了五行学说来整
理实践经验 ，将经验上升为理论 。 但是医学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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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理论之间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差异 。例如以脏
为生命的功能主体 ，根据“脏者 ，藏精气而不泻 ，故满
而不能实 ；腑者 ，传化物而不藏 ，故实而不能满”的定
义 ，腹腔内正好有五个脏器 ，因此很自然地可与五行
相配 ，但在具体相配方式上出现了争议 。

五脏配五行 ，在古代的祭礼中已经出现 。 枟吕氏
春秋枠记载古时祭祀 ，以春配脾 ，夏配肺 ，秋配肝 ，冬
配肾 ，在夏秋之间则配心 。 这一配法与现在中医所
用的不同 ，但它是按照五行的配属逻辑得出的 。 在
五行学说形成过程中 ，四方 、四季与五行配属都是比
较早定形的 ，是五行体系中带有逻辑起点意义的基
本范畴 ，其配属关系如表 １ 。

表 1 　四方 、四季与五行的配属关系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of direction ，season and five elements

木 火 土 金 水

五季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方（方向） 东 南 中 西 北

五方（方位） 左 上 中 右 下

其中方位与方向的相配 ，是先秦时作图的习惯 ，
以南为上 ，以北为下 ，相应地左为东 ，右为西 。

根据这一逻辑 ，将五脏在人体中的解剖位置（上
下左右）相对照 ，于是有枟吕氏春秋枠等书记载的五行
五脏配法 ：

肝位右 →西 →秋 →金
脾位左 →东 →春 →木
心居中 →中 →长夏 →土
肾位下 →北 →冬 →水
肺位上 →南 →夏 →火
而现在中医所用的肝木 、心火 、脾土 、肺金 、肾水

配法 ，在汉代才出现 。 这种配法的逻辑反而缺乏确
定性 ，通常只是认为 ，它与五行的特性有关 。 枟尚书枠
说 ：“水曰润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 ，土爰
稼穑 。”［１］

中医将五脏的功能与五行的各自特性相对

应 ，从而找到配合点 ，形成了新配法 。
五行与五脏配法的不同 ，成为汉代古文经学与

今文经学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 。而正如经学大师郑
玄所说的 ，后一配法是中医所必须遵循的法则 ，否则
临床不能奏效 。当然顾颉刚先生曾考证 ，将心配土
改为心配火是王莽为篡位而对“五德始终说”进行的
改造 。即便如此 ，对其他各行的配属也是一个创新 。
医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现成的 、直观的 、以位置为依据
的配法不用 ？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配法不能很
好地反映五脏的功能 ，这可以说是中医对五行配属

法则的突破 ，或者说是灵活应用 。
相生相克是五行学说表达各行之间利害关系的

抽象模式 。它们从“五材”的角度不难理解 ，如金能
克木 、木能生火等 ，但类推于其他配属时 ，就有必要
具体讨论生和克的内涵 。如东汉王充曾质疑说 ：“水
胜火 ，鼠何不逐马 ？金胜木 ，鸡何不啄兔 ？”［２］

有人认

为 ，五行相生相克应该主要理解为体现各行的协同
作用 ，即“欲为之用 ，故令相贼害 。贼害 ，相成也 。故
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 ，人用万物作万事 。不能相制 ，
不能相使 ；不相贼害 ，不成为用 。 金不贼木 ，木不成
用 ；火不烁金 ，金不成器 。 故诸物相贼相利”［３］ 。 这
种理解虽然也被王充批评 ，但现在看来也有合理
之处 。

中医最早的经典枟黄帝内经枠以五脏相配五行 ，
其相生相克就不存在王充所说“一人之身 ，胸怀五
藏 ，自相贼也”之类的疑问 。 例如相生 ，枟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枠说 ：“心生血 ，血生脾 … … 肾生骨髓 ，髓生
肝 … … ”［４］

所以五脏相生不是心脏生出脾脏 ，而是指
五脏之间的气血精髓等的濡养关系 ；相克 ，如枟素问·
宝命全形论枠说 ：“木得金而伐 ，火得水而灭 ，土得木
而达 ，金得火而缺 ，水得土而绝 。 万物尽然 ，不可胜
竭 。”［５］

主要是指在病理状态下 ，各脏之间相助以恢
复常态的作用 。正如清代医家黄元御在枟四圣心源枠
所说 ：“其相生相克 ，皆以气而不以质也 ，成质则不能
生克矣 。”［６］

所以 ，五脏相生相克主要是从五脏精气
和功能的角度 ，阐明彼此之间相互长养又相互制约
的道理 。这与当时社会政治中以“五德始终”的生克
来说明王朝取代与更替有明显的不同 ，同时也是根
据中医具体内容来丰富五行学说内涵的体现 。

由此可见 ，中医学在一开始运用五行学说之时 ，
已经作了合理的诠释和调整 。 而在其后的发展中 ，
更在具体应用上增添了不少内容 。

例如 ，归纳总结了乘侮 、胜复理论 。
枟素问枠中的枟天元纪大论枠 、枟五运行大论枠 、枟六

微旨大论枠 、枟气交变大论枠 、枟五常政大论枠 、枟六元正
纪大论枠和枟至真要大论枠七篇大论 ，阐述了运气学说
的原理 。其中 ，归纳出时令之气有“亢”（又称“太过”
或“有余”）和“不及”两种情况 。时令均与五行相配 ，
亢与不及就为哲学上抽象 、静态的“行”注入了动态 、
量化的因素 。 枟素问·六节脏象论枠 ：“未至而至 ，此谓
太过 ，则薄所不胜 ，而乘所胜也 … … 至而不至 ，此谓
不及 ，则所胜妄行 ，而所生受病 ，所不胜薄之也
… … ”［７］ 枟素问·五运行大论枠说 ：“气有余 ，则制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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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而侮所不胜 ；其不及 ，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 ，己所
胜轻而侮之 。”［８］

五行乘侮的命名 ，就由此而来 。 乘
有“乘胜”之义 ，指太过的情况下对所胜的克伐 ；侮则
指本来受克的一方由于量的增多 ，反过来欺凌所克 。
这些就使五行的相克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 。

胜复理论也叫亢害承制理论 。 胜即相胜 ，复即
报复 。意谓如某运气化强盛 ，克伐太过（即相乘） ，会
招致被克者之子起而克制它 ，以报母仇 ，便为复 ，也
叫子复母仇 。如金运太过 ，过乘木气（相胜） ，木郁而
生火 ，火能克金 ，即为复 。 胜复的一般规律是 ，凡先
有相胜 ，后必有所报复 。 这可以说是对动态五行结
构局部平衡维持的分析 。

太过 、不及等概念可与疾病的寒热 、虚实等状态
相对应 ，因此乘侮 、胜复等理论使五行学说在医学上
的解释能力大为增强 。晋唐至宋代的中医理论一直
较广泛地应用这种具有医学特色的五行学说 。这段
时期 ，传统文化中的命相学也广为流行 ，命相学对五
行也有繁复的应用 ，如根据五行与四时相应形成一
套五行休囚 、长生墓绝理论 ，这些机械的法则对中医
学影响不大 。因此可以说中医的五行学说与命相学
中的五行 ，其内涵与走向都是不同的 。

金元医家的争鸣及明清医学理论的创新 ，是中
医学术的又一次大发展 。这一时期中医脏腑学说日
益成熟和深化 ，对各脏的功能有新的阐发 ，为认识脏
与脏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角度 。 为适应这些发展 ，
中医五行学说又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例如五行互藏 、
五行颠倒等新理论 。

五行互藏由明代张景岳提出 ，意谓五行之中 ，每
一行兼具其他行的属性 。其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至
枟黄帝内经枠 。 枟素问·阴阳别论枠说 ：“凡阳有五 ，五五
二十五阳 。”张景岳则指出 ：“五脏之气无不相渗 ，故
五脏中皆有神气 ，皆有肺气 ，皆有胃气 ，皆有肝气 ，皆
有肾气 ，… …各有互相倚伏之妙 。”［９］ （枟景岳全书枠卷
三十八）指出生理上五脏功能相互影响 ，难以截然区
分 。明代医家赵献可也从病理上提出五行之中各有
五行 ，如说 ：“以火言之 ，有水中之火 ，有土中之火 ，有
金中之火 ，有木中之火 。”［１０］ （枟医贯 ·论五行各有
五枠）具体而言 ，五行中心属火 ，但随着临床医学的深
化 ，人们知道火不独与心有关 ，还有“肾中相火” 、“脾
土中火” 、“肝火内炽”和“肺金气虚 ，火乘虚而现”等
不同情况 ，说明火可见于各脏 。其他各行 、各脏也可
作相似的类推 。所以五行互藏的提出 ，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五行与五脏单一固定配属 ，不能全面反映

各脏功能的缺陷 。
五行颠倒 ，最早源于道教的丹道之术 。 道教认

为修道能逆转五行生克之序 ，超越自然规律的束缚
而成仙 。道教此说仅用于修仙 ，不针对常人 。 但医
家从中得到启发 ，将五行颠倒引入到五脏关系中来 。
清代医家陈士铎提出一系列“五行颠倒”关系 ，包括
“生中有克” 、“克中有生” 、“不全生” 、“不全克” 、“不
敢生” 、“不敢克”等 ，他还主要讨论五脏关系中的特
例 。另一医家程芝田则明确地认为生克顺序是可逆
的 ，他说 ：“金能生水 ，又能克水 ，气滞则血凝也 。 水
能生木 ，又能克木 ，水多则木腐也 。 木能生火 ，又能
克火 ，木郁则火遏也 。 火能生土 ，又能克土 ，火烁则
土燥也 。土能生金 ，又能克金 ，土裂则金销也 。”“虽
金可克木 ，亦可以生水以养木 ；木可克土 ，亦可以生
火以培土 。 土可克水 ，亦可以生金以资水 ；水可克
火 ，亦可以生木以壮火 。火可克金 ，亦可以生土以化
金 。”［１１］ （枟医法心传·颠倒五行论枠）程芝田将这些认
识规律化 ，而不仅仅作为特例看待 ，他还从五脏关系
上进行了具体说明 。

从逻辑上说 ，“五行互藏”与 “五行颠倒”动摇了
早期五行学说的两个基本法则 ，即五脏与五行的单
一对应性和五行生克的有序性 。尽管它在形式上仍
然采用五行 ，但其内涵已经有本质上的不同 。

进入近现代 ，随着西风东渐 ，中国的社会文化背
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近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理性精
神对传统学术思维带来了剧烈冲击 ，五行学说首当
其冲 。 １９２３ 年 ，梁启超在枟东方杂志枠发表名作枟阴
阳五行说之来历枠 ，提出 ：“阴阳五行说 ，为二千年来
迷信之大本营 … … （五行说）将宇宙间无量于数之物
象事理 ，皆硬分为五类 ，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 。
此种诡异之组织 ，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 ，且支
配全国人之行事 。嘻 ，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 ，皆此种
观念之产物 ！”［１２］

随后古史辨派史学家对五行学说

源流进行研究 ，清理了笼罩在五行之上的神秘色彩 。
中医界也随之掀起了关于阴阳五行理论存废以及中

医发展方向的论争 ，章太炎 、陆渊雷 、恽铁樵等著名
医家纷纷提出要废弃或改造中医五行学说 。

建国后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 ，学术界对五行学说
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 ，即认为五行学说既有体现世
界的物质性和普遍联系的一面 ，也有机械僵化的一
面 ，是朴素的机械唯物论 。同时还认为 ，中医学对五
行的运用是主要发展了其合理性的一面 。但是五行
学说固有的缺陷 ，仍然屡次引发争议 ，并往往成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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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中医论调的主要攻击点 。
总结中医五行学说的发展史 ，可以得出几点

印象 ：
五行学说是早期认识事物构成与关系的简明工

具 ，古代凭此构建了关于自然与人体的有序图景 ，然
而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世界的面貌 ；

五行学说有助于早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但
它已逐渐落后于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后世的多
种补充和修正 ，并没有真正改变五行学说的性质 ；

明清以来脏腑学说成为中医学术的主流 。五行
虽与五脏相配 ，但由于不能有效地反映对脏腑功能
与脏腑间关系的新认识 ，其指导作用逐渐抽象化 ，让
位于阴阳 、气血 、经络等具体医学理论 。

2 　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
　 　五行学说的缺陷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 。
作为五行核心范畴的金 、木 、水 、火 、土这 “五

材” ，是古代就日常生活最常用的物质进行的简单归
类 ，不必与现代科学对照就知道其并不完备 。 虽然
后来“五材”抽象为五类特性 ，摆脱了“物”的制约 ，增
强了其解释能力 ，但每逢进入应用领域与具体事物
发生配属 ，总是难免招致争议 。 因为有些事物根本
不能用“五”来限定 ，例如畜类众多 ，何以一定要挑选
五畜来配属五行 ？ 在恰好能用五来分类的事物中 ，
也不容易找到必然的配法 ，比如五脏配五行就出现
过今 、古文经学之争 。

在五行关系方面 ，相生与相克在抽象的哲理足
以概括事物间的基本关系 。 但其不足之处有二 ：一
是限定了生与克的单一对象与方向 ，即使对“五材”
来说这种单一性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如土固生金 ，何
尝不生木 ？木克土 ，金其实也克土 ；水与火之间 ，谁
克谁要视多寡而定等） ；不足之二 ，在具体的复杂的
事物关系中 ，其利 、害的界限是往往模糊的 ，甚至是
共存的 ，这就不好说谁生谁或谁克谁了 。 这种情况
下根据五行的配属强行推定其生克关系 ，虽然多数
能找到符合解释的事例 ，但必然不是真实情况的全
部 。五脏关系就是如此 。

五行学说当然有其长处 ，现代中医教材仍然保
留五行学说就是基于其历史原因和合理因素 。但任
何事物作为一个整体 ，其长处与短处是并存不分的 。
如果不作根本性的改造 ，想光利用其长处 ，避开其短
处是不可能的 。五行学说的缺陷已经成为长期以来
中医教学中令人困扰的问题 。教材中的五行学说不

得不从最基本的五材概念关系说起 ，这已经较难令
现代的初学者接受 ；到了实践中再费力地向学生说
明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增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 。

当然 ，简单提倡废弃五行学说 ，等于将合理的一
面也抛弃 ，这更不可取 。按照科学哲学的观点 ，知识
的进化不能破而不立 ，应该在针对同一问题上 ，有能
够容纳更多新发现 、解释能力更强并更好指导实践
的新理论 ，才能取而代之 。这里我们提出 ：以五脏相
关学说包容并取代五行 。

五脏相关学说是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 ，克服其
理论的机械性 ，并综合脏象 、阴阳 、气血 、经络等理
论 ，全面反映人体五脏系统的功能及彼此关联作用
的学说 。

五行学说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三方面 ：一是五大
类别的特性 ；二是五大类别之间的关联性 ；三是人体
与外界相关性 。五脏相关学说覆盖了五行学说的基
本范畴 ，不同之处在于 ，五行学说以“五行”为中介作
推导 ，而五脏相关学说以“五脏”为中心来说明 。
2畅1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组合体
２畅１畅１ 　五脏功能是连属人体的中心 　 五行学说应
用于人体其实就是以五脏为中心的 。五行配人体有
脏 、腑 、体 、液 、窍 、声 、神 、志等种类 ，涉及肉体与情志
等各个方面 ，而五脏是这张配属表的核心 ，其他全部
是由五脏派生出来的下位概念 。 也就是说 ，腑 、体 、
液 、窍 、声 、神 、志等多是随所属之脏来配五行的 ，其
生克也是以五脏为中介的 。

五脏相关学说同样认为人体以五脏为中心 ，连
属脏 、腑 、体 、液 、窍 、声 、神 、志等范畴 。但前面说过 ，
五脏之所以为五 ，是因为根据脏的定义在腹腔内恰
有五者 ，至于其他范畴不一定界定为五 ，配属也不必
固定 。如腑可有六 ，它与五脏的关系是由经络等确
定的 ，与五行无关 ；情志可有七 ，但都由心所主 ，病理
上则与肝关系密切 ；窍可有九 ，与五脏关系各有不
同 ，如耳并不是只与肾相关 ，还与肝在生理 、病理上
相关联 … …

要之 ，五脏相关学说认为 ，五脏与全身器官之间
的配属关系是多方位和多渠道的 ，是长期实践观察
的结晶 ，还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 ，它不依赖于某一
理论的推导 。
２畅１畅２ 　五脏功能各有特性 　 五行学说以五行之性
来类推五脏之性 ，而中医脏腑学说对五脏功能的认
识 ，更多地从其功能所主 、阴阳属性和气血运化等进
行分析 ，有很多超出或不符合五行之性的地方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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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必须以五脏相关学说来归纳 。
如肺脏 ，生理功能主气 ，司呼吸 ；主宣发肃降 ，通

调水道 。在五行中肺属金 ，金曰从革 ，有收敛 、肃杀
之义 。肺的功能中 ，与金的肃杀直接对应的是肃降 。
肃降即肺气向下通降 ，但肺同时还主向上升宣 ，升宣
与肃降在生理情况下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使气道通
畅 、呼吸调匀 ，体内外气体得以正常交换 ，二者不可
分割 。因此仅从金的特点而只认识肺的肃降是不完
整的 。

又如肾脏 ，五行属水 ，水曰润下 ，但中医认为肾
中亦有元阳 ，或曰命门之火 ，是温煦人体的动力之
源 。仅从水的特性来认识肾是完全不够的 。

如果还局限于五行学说 ，有关五脏功能的认识
就难以整合 。五行学说和脏腑学说貌合神离 ，并行
共存而又方枘圆凿 ，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不圆洽 。
2畅2 　五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

人体是一个整体 ，相互存在紧密的联系 ，这是中
医整体观的基本论点 。无论五行学说还是五脏相关
学说 ，都是表达这种整体观的理论模式 。 区别在于
表达的方式 、方法和内容都不相同 。
２畅２畅１ 　联系模式 　 五行学说中相生与相克是对事
物关系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概括 。五脏相关学说继承
这一认识 ，认为五脏之间是促进和抑制的关系 。 而
五脏之间还有不少相互作用是难以用利或害来界定

的 ，例如多脏在共同完成人体某一功能时发挥互补
的作用等 。因此 ，五脏相关学说认为五脏之间存在
促进 、抑制和协同三种作用模式 。

促进作用 ，指一脏在某种生理功能中或某种病
理状态下对另一脏发生的滋生和长养等作用 。它包
含了五行关系中的相生 ，也包括历代医家总结的反
相生 、隔相生等内容 。

抑制作用 ，指一脏在某种生理功能中或某种病
理状态下对另一脏产生的抑压和制约等作用 。它包
含五行关系中的相克 、乘侮等内容 。

协同作用 ，指两脏或多脏在完成人体某一生理
功能 ，或者在造成与逆转某一病理状态的过程中 ，共
同发挥作用 。中医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 ，有些生理活动往往需要几个脏腑的配合才
能进行 。例如消化 、水液代谢 、血液流通等 ，其中任
一个脏腑的病变都有可能影响协同作用的其他

脏腑 。
２畅２畅２ 　联系渠道 　在五脏配五行的理论中 ，五脏生
克的依据就是五行有生克 ，是一种代入公式求解性

的应用 。但五脏相关学说认为 ，脏与脏的关联是通
过具体的渠道实现的 ，了解其渠道才能有效地应用
于临床 。这些渠道 ，均与五脏功能或经络有关 ，通过
气 、血 、津 、精等精微物质来发生作用 。

以心与脾的关系为例 ，可以从三个渠道来体现 。
其一 ，血的生成与运行 。 心主血 ，脾统血 ，且脾为气
血化生之源 。其二 ，气的关系 。心主血脉 ，血行脉中
时动力来自宗气 ，宗气的充沛则赖于脾气充盛 。 其
三 ，痰与瘀 ，这是从病理而言 。 脾为生痰之源 ，痰浊
阻滞胸阳 ，则可闭涩心脉 ，因痰致瘀 。痰瘀相关是心
脾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的体现 。
２畅２畅３ 　联系特点 　 这是指脏与脏在相互作用时的
主动与被动关系 。五行生克框架中的生克顺序是固
定的 ，古人用母子 、我克 、克我等术语表示生克中的
主动与被动角色 。这种固定顺序过于机械 。五脏相
关学说认为 ，在脏与脏相互作用时 ，何者处于主动地
位 ，既与各脏的功能特点有关 ，也与作用的渠道
有关 。

例如在生理状态下 ，先天之本肾与后天之本脾 ，
常在阴阳气血的滋养方面处于主动地位 ，供给各脏
动力和养分 。以肝而言 ，对肾来说就处于被濡养的
被动地位 。但在病理状态下 ，肝则常常有扰乱他脏
的趋向 ，如冲心 、犯肺和侵犯脾胃等 ，因此被古人称
为“五脏之贼” ，这时又处于影响的主动地位 。
2畅3 　五脏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不完全对应的联系

五行学说在古代理论中是沟通天人的中介 。通
过它 ，五时 、五气 、五味 、五谷 、五畜 、五音等都与五脏
发生作用 ，成为病因理论和药性理论的组成部分 。

实际上 ，人体与外界存在联系是中医整体论的
基本观点 ，这在引入五行学说之前已经形成 ，并非五
行学说的推论 。五行学说将各种零散的观察知识整
理成体系 ，对理论构建有积极作用 ，但它所建立的关
系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

一方面 ，为适应五行 ，将四季分为五 ，将六气中
的火与暑相合 ，甚至将种类众多的谷类 、畜类等仅选
五种来配属 ，这都是不顾实际的做法 ，在今天看来并
不可取 。

另一方面 ，外界事物与五脏的一一对应关系并
不必然 。例如春天不见得必然肝脏病流行 ，而肝脏
病也不见得于春天才发病 ；心配属夏但心痹胸痛却
高发于秋冬寒冷之时 。此外 ，像“病在肝 ，愈于夏 ，夏
不愈 ，甚于秋 ，秋不死 ，持于冬 ，起于春 … … ”［１３］

等以

五行生克为基础的预后推论 ，也是不能机械套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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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配五脏古代也有不同配法 ，有学者研究枟黄帝内
经枠谈五味与五脏都是一组对一脏的论述方式 ，并非
一一对应（中药药性理论中的五味已经不是以味道
为基础 ，而是以功能为依据 ，实际上成为五脏系统的
派生物 ，因此与五脏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

当然这绝不是说原来按五行的配属肯定就不

对 。以五行为中介将五脏与外界相联系的体系中 ，
包含了大量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资料 ，很多是有实
践佐证的 。例如脏腑功能与四时气象 、四时阴阳节
律的影响有一定规律 ，五音影响情志和五脏功能也
有客观依据 ，只是其对应性未必那么惟一 。 五脏相
关学说要在继承这些资料的基础上 ，重新分析和确
立其关系性及影响规律 。

3 　五脏相关学说的特点
　 　为什么要提出五脏相关学说包容和取代五行 ？
其重要原因是有明显缺陷的五行思维已经影响了人

们对中医核心内容的理解 。现代社会对中医的各种
质疑与非议中 ，那些罔顾历史与现实的“废医”论当
然可以置之不理 ，不过其中也有合理要求 ，即希望中
医理论能够逻辑清楚 ，思维理性 ，理论自洽 。中医理
论现代化 ，并非一定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 ，但这几点
应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

五脏相关学说立足于中医理论的特点 ，既包含
五行学说和中医脏象学说的合理内容 ，又尽力吸取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认识 。其方法学特点是 ：

１）在实践的基础上保留“五”的配属系统 。人体
五脏系统的划分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 ，并非为配
属五行而分成五类 ，故五脏相关学说保留中医五脏
系统的结构 。

２）以系统和结构的观点认识五脏的相关性 。 五
脏相互联系 ，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观
点的体现 ，其联系的特点可以借助系统科学和结构
主义的认识来阐明 。

３）气血阴阳为五脏相关的信息单元和控制因
子 。五脏相关联的基础不是金 、木 、水 、火 、土的五行
属性 ，而是人体气血阴阳等物质与功能相互影响的
结果 。

４）证伪与证实相结合 ，以“症状 － 病机”的逻辑
认识五脏关系 。中医对五脏关系的认识 ，是从宏观

的症状中分析病机 ，从病机中得出脏与脏的相互影
响模式 。现代实验手段暂只能起参考作用 。

５）以文献和临床调研为依据 ，开展五脏相关研
究 。五脏相关学说中的脏与脏之间相关影响的关系
式 ，并非按五行生克公式推导 ，而应在文献中总结 ，
在实践中验证 ，并借用现代手段开展大规模调研来
逐一明确 ，最终整合成新的理论体系 。

如果说五行学说是演绎思维 ，那么五脏相关学
说重新回归观察 － 归纳思维 。 理论上 ，演绎逻辑比
归纳逻辑完美 ，但与其不合实际地演绎 ，不如认认真
真地归纳 。

五脏相关学说保持了五脏配属结构 ，包容了五
行的关系模式 ，最大限度上保持中医理论的完整性 。
不过它打开了五行的封闭循环 ，形成了全面开放的
结构 ，里面还有大量内容要充实 。例如 ，理论方面五
脏相关取代五行后与中医其他学说如何协调有待进

一步完善 ，实践方面五脏与内外环境的联系在具体
生理和病理上如何体现有待逐个地总结 … …

中医理论的现代化 ，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全体
中医界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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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eory of Five Organs Correlation唱from
Five Elements to Five Organs Correlation

Deng Tietao ，Zheng Hong
（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 Guangzhou 51040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medicine ． It manifests the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ing diseases ．However ， it has its limitations
in that it fails to thoroughly reflect the general relations between substances ．To rectify this ，Chinese medicine correlates
five organs with five elements ， which not only maintains the essence of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but in practice
overcomes its limitations thank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Zang唱fu theory ．Thus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can be wound up
to “the theory of five organs correlation” ．To modernize the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we could categorize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five organs as those of generation ， restriction and cooperation so as to explore the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fe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 theory of five organs ； f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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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庆油田勘探工程的哲学思考 　王玉普
大型复杂技术项目的系统工程 　郭宝柱
大秦线开行 ２万吨重载组合列车 　耿志修
我国工程地质遥感技术应用特点与若干问题

卓宝熙

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 　苗东升
电沉积 Zn － Fe － SiO２ 复合镀层研究 　张英杰等

客运专线轨道不平顺功率谱分析 　陈秀方等
基于平衡记分卡的连锁经营企业绩效评价

　 　研究 　曹杰等
基于 RBF神经网络算法的连拱隧道围岩变形预测

方法研究 　肖智旺等
水平井压裂裂缝监测与分析 　刘建中等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多处损伤加筋板剩余强度

预测 　杨茂胜等
压力容器分析设计中基于“处理面”的等效线性化

方法 　尹益辉等
基于沃尔什特征的增强型 AdaBoost人脸快速检测

算法 　郭志波等
连轧张力公式的实验验证和分析 　张进之等
免疫进化机制及其在时序模式挖掘中的应用

研究 　杨炳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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