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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藏象冶二字首载于叶素问窑六节藏象论曳遥 张景

岳对藏象的解释是野象袁形象也遥 藏居于内袁形见于

外袁故曰藏象冶遥 现代的解释是院藏渊音脏冤袁是指藏于

体内的内脏袁包括五脏渊肝尧心尧脾尧肺尧肾冤尧六腑

渊胆尧胃尧小肠尧大肠尧膀胱尧三焦冤和奇恒之腑渊脑尧
髓尧骨尧脉尧胆尧女子胞冤曰象袁是指表现于外的生理尧
病理现象及与自然界相通应的事物和现象遥 藏象学

说袁就是通过对人体生理尧病理现象的观察袁研究人

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尧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

学说袁其实质是中医对人体内脏解剖尧生理和病理

的认识遥 叶中医基础理论曳[1]认为中医的脏腑野不仅仅

是形态学结构的脏器袁而是在其形态学结构的基础

上袁赋予了某些特殊机能的生理病理学系统冶遥
中医系统论是关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

律的学说遥 它以经典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为基础袁
运用现代系统科学进行发掘和发展袁形成作为中医

学与系统科学交叉的专门理论袁为发展医学系统论

奠定基础遥 经典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至少有以下重

要内容 [2]院第一袁整体观和整体观指导下的全人调

节曰 第二袁 联系观和联系观指导下的矛盾调节曰第
三袁稳态观和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曰第四袁动态

观和动态观指导下的自主调节遥 系统论思想是中医

学术的思想精髓袁是中医特色的实质和核心袁研究

和发展中医系统论袁 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思想基

础袁也是系统科学在人体领域应用研究的需要遥
1 野五藏冶属于系统论的系统

系统论的系统概念是一个一般科学概念遥 系统论

所讲的系统袁是指包含着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并有确

定性能的整体遥藏象学说以五藏为中心袁通过经络系统

野内属于脏腑袁外络于肢节冶袁将六腑尧五体尧五官尧九窍尧

四肢百骸等全身脏腑形体官窍联结成有机整体遥 五脏

包括肝尧心尧脾尧肺尧肾袁通过经络与六腑相表里袁开窍于

五官袁其华在体袁主精神尧情志尧体液袁通过阴阳五行在

生理上相互促进或功能上相互制约袁形成一个整体遥
2 野五藏冶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遥 系统的整

体性指出系统整体的属性尧功能尧行为原则上区别

于系统各要素的属性尧功能尧行为或其相加和袁呈现

了各要素所没有的新特性袁这种新特性不可还原为

各要素的特性来说明袁其性质功能和运动规律只有

在整体上才能显示出来[3]遥 藏象学说的主要特点是

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袁主要体现在以五脏为中心

的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以及五脏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性两个方面遥 五脏之间袁结构上不可分割袁功能上相

互为用袁代谢上相互联系袁病理上相互影响遥 五脏袁
代表人体的五个生理系统袁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

可以包括在这五个系统中遥 具体联结的系统结构

有院肝系统渊肝-胆-筋-目-爪冤袁心系统渊心-小肠-
脉-舌-面冤袁脾系统渊脾-胃-肉-口-唇冤袁肺系统渊肺-
大肠-皮-鼻-毛冤袁肾系统渊肾-膀胱-骨髓-耳-发冤遥
3 野五藏冶系统的功能性

叶素问窑五藏别论曳说院野所谓五脏者袁藏精气而

不泻也袁故满而不能实遥 冶五脏的共同生理特性是化

生和贮藏精气遥 五脏系统的功能见表 1遥
4 野五藏冶系统的层次性

人体所划分的五个系统之间有生克关系遥 形成

既分工又合作袁并与外界环境相通的整体状态遥 中医

的野五藏冶系统也存在着不同的方面和层次遥 在疾病

状态下袁五藏系统功能失调袁产生病理变化袁病变部

位即是五脏系统病位[4]遥 五脏的病变过程袁存在层次

摘 要 中医系统论是关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律的学说遥 而藏象学说是以脏腑的形态和生理病理为研究目

标的中医学基本理论遥 系统论为中医学认识五藏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袁从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尧功能性尧层次性尧联系性

对中医野五藏冶的概念和本质进行更准确尧更透彻地剖析袁对中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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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5]遥 叶内经曳的五脏病传变

规律袁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五脏

层次关系[6]遥 叶素问窑皮部论曳说院
野百病之始生也袁必先于皮毛曰邪
中之则腠理开袁 开则入客于络

脉曰留而不去袁传入于经曰留而不

去袁传入于腑遥冶五藏层次理论在

临床中经常被应用袁五藏之间通

过经络相互联系袁在生理上密切

相关而又协调平衡袁因而袁某一

脏腑的病变袁常常影响到他脏而

发生传变遥 例如心气血功能失

常袁可以导致肺气郁滞袁宣降失

司袁而见咳喘不得平卧遥
5 野五藏冶系统的联系性

五藏有各自的生理机能和

病理变化袁 五藏之间的关系更

应注重五藏精气阴阳及其生理

机能之间的相互制约尧 相互为

用尧相互滋生尧相互协调遥 五藏

之间的关系见表 2遥
恽铁樵在他的 叶群经见智

录曳中说袁中医的五脏是野四时之

五脏袁而非血肉之五脏遥 冶联系到

系统理论袁更准确地讲袁以五藏为

中心的各子系统袁是天尧地尧人相

统一的五藏遥 五藏符合系统整体

的属性尧功能尧行为袁具有系统所

具有的整体性尧功能性尧层次性尧
联系性遥 因此袁运用系统论的性

质和原理对中医野五藏冶的概念和

本质进行更准确尧更透彻地剖析袁
对中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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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脏的功能

肝

五脏

在体合筋袁其华在爪袁开窍于目袁在志
为怒袁在液为泪袁与春气相通应

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

主疏泄袁主藏血 刚藏袁升发

生理机能 生理特性

心
在体合脉袁其华在面袁开窍于舌袁在志
为喜袁在液为汗袁与夏气相通应

主血脉袁藏神 阳藏袁主通明

脾 主运化袁主统血 主升袁喜燥恶湿
在体合肉袁其华在唇袁开窍于口袁在志
为思袁在液为涎袁与长夏之气相通应

肺
主气司呼吸袁 主行
水袁朝百脉袁主治节

华盖袁娇脏袁宣降
在体合皮袁其华在毛袁开窍于鼻袁在志
为悲袁在液为涕袁与秋气相通应

肾
藏精袁主生长发育
生殖与藏腑气化袁
主水袁主纳气

主蛰守位
在体合骨袁生髓袁其华在发袁开窍于耳
及二阴袁在志为恐袁在液为唾袁与冬气
相通应

表 2 五脏之间的关系

心与肺
肺的主气尧 司呼吸的功能异常可以
影响心的行血功能曰心行血异常袁亦
可影响肺的宣发和肃降

病理方面

心主血和肺主气袁心主
行血和肺主呼吸之间
的关系

血液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心气的
推动和肺气的辅助曰正常的血液
循环又能维持肺主气功能的正
常进行

功能方面 生理方面

心与脾 主要病机表现为心脾两虚
心主行血袁 脾主统血袁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主要表现在血液的生成和运行
方面

心与肝
心主行血袁 肝主藏血曰
心主神志袁肝主疏泄

心与肝的联系在于血液运行和
精神尧意识思维活动的调节方面

主要病机表现有心肝血虚尧 心肝阴
虚和心肝火旺等

心与肾
心五行属火袁位居于上
而属阳曰 肾在五行属
水袁位居于下而属阴

心肾两脏不仅要在生理功能上相
互联系袁 而且要从阴阳水火升降
方面保持平衡院 心火必须下降于
肾袁 肾水必须上济于心袁 即达到
野心肾相交冶尧野水火既济冶的状态

两脏相互影响的病机表现有心肾不
交渊水火失济冤尧水气凌心

肺与肾
肺主气袁司呼吸及通调
水道袁肾主水及纳气

体现在水液代谢和呼吸运动两
个方面遥 水液代谢中袁肺为野水之
上源冶袁肾为水之脏曰呼吸方面袁
肾主纳气袁肺主呼气袁肺为气之
主袁肾为气之根

肺肾之间阴液相互资生表现在水液
代谢尧呼吸障碍及阴液亏虚

肝与脾
肝主疏泄及藏血袁脾主
运化及统血

主要表现在肝的疏泄和脾的运
化以及血的生成尧贮藏及运行两
个方面

两脏相互影响的病机表现有肝脾不
和尧脾不统血导致肝血不足袁脾胃湿
热所致黄疸等

脾与肾
脾主运化及升清袁肾主
水及纳气

脾为后天之本袁肾为先天之本遥 脾
阳根于肾阳袁 脾肾两脏在生理上
相互资助袁相互促进

主要病机表现有脾肾阳虚尧 水湿内
停之证

肝与肾

肝主藏血袁肾主藏精袁精
血互生袁 故肝肾之间关
系极为密切袁有野肝肾同
源冶尧野乙癸同源冶之说

主要表现在精血同源尧藏泄互用
以及阴阳互滋互制等方面

两脏间的相互影响亦表现在以上方
面袁 如肾精亏损致肝血不足尧野水不
涵木冶

肺与脾
肺主宣发及通调水道袁
脾主运化及升清

主要体现在气的生成和津液的
输布代谢两个方面

肺与脾相互影响袁表现在气的生成不
足和水液代谢失常两方面遥脾气虚可
致肺气不足袁 脾虚生痰可以碍肺袁所
谓野脾为生痰之源袁肺为贮痰之器冶是
两脏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的体现

肺与肝
肺主气袁肝主疏泄主要
在气机调节方面

肺降而肝升袁是全身气机调畅的
重要环节

两脏相互影响的病机表现主要有肝
火犯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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