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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晡潮热，又称阳明潮热，即下午

3～5

时（申

时）热势较高，多见于阳明腑实证，亦见它病

[1]

。 关于

日晡潮热，医家有许多认识，正如《伤寒论》第

193

条“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又如陈修园注释

“盖阳明旺于申酉”。 在中医教材里，把日晡潮热的

机理解释为阳明经气旺于申时， 正邪斗争剧烈；而

按照子午流注学说，人十二条经脉分别对应一天中

的十二时辰，每个时辰血气流注一条经脉，周而复

始，如环无端。 脏腑气血流注从寅时肺经开始，申时

应该是膀胱经气旺盛之时，两者明显相互矛盾。 试

从《黄帝内经》与《伤寒论》六经概念的区别入手说

明之。

1

《黄帝内经》“六经”的解释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黄帝内经》在阴阳学

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阴三阳学说，使阴阳量化

更加细致， 同时也密切了脏腑经络气血的关系，构

建了天地人合一的整体观。 三阴三阳是太阴、少阴、

厥阴、太阳、少阳、阳明的简称，其源于阴阳学说，但

又不囿于传统阴阳的分类法。

[2]

其中《灵枢·经脉》把

经脉分为三阴三阳，即现在所称的六经（阳明经脉、

太阳经脉、少阳经脉、太阴经脉、少阴经脉、厥阴经

脉的总称）。 人体手足各六条经脉起到运行气血营

养全身、联络脏腑肢节官窍、沟通表里上下的作用，

故称经脉“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而《素问·热论》则以此六经将外感热病的发展变化

加以归类，来说明热病变化的一般规律，称为六经

病，提出每日传经之说，并确定循经分证治则。

2

《伤寒论》“六经”的解释

仲景《伤寒论》原文并未出现“六经”之说，用六

经来阐释伤寒病证， 是后世医家朱肱等人的认识。

他强调“治伤寒需先识经络”，因此把伤寒病证分别

对应足六经的经络病变，提出了六经辨证，一直延

续至今。 然而仲景脉证归纳为 “辨某某病脉证并

治”，并不是“辨某某经病脉证并治”，况且伤寒病证

中许多症状并不能仅仅用经络系统解释，而要用脏

腑理论或者气血阴阳理论等来解释，所以《伤寒论》

中“六经”实际上是包括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要素

在内的六大症候群， 用来对伤寒病症进行分类，分

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

六病，而六经辨证更确切说为三阴三阳辨证。 三阴

三阳辨证，是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本，综合人体

正气与外感邪气，对外感疾病发生、发展过程进行

分析综合，涵盖病时、病性、病位等多方面因素，并

以此为准确立处方的辨证体系。

首先看病时，《伤寒论》 中三阴三阳六经各有

“欲解”之时，说明伤寒病症与时辰有着特定的联系。

把一天分为三阴三阳六时， 三阳主昼而三阴主夜，

少阳为初始之阳，太阳为最盛之阳，阳明为末了之

阳，其分别对应了日出、日中、日西

;

太阴为初始之

阴，少阴为最盛之阴，厥阴为末了之阴，分别对应了

合夜、夜半、平旦。

[3]

所以少阳病易发于上午，阳明病

易发于下午，以此类推。 清代医家张隐庵的“日晡而

阳气衰，阳明之所主也”，这也为阳明腑实证在日晡

时间出现潮热做出解释。

从“日晡潮热”谈六经的内涵和外延

袁丽丽 郭春阳 王静雅 贾永森

（华北理工大学中医学院，河北唐山

063000

）

摘 要 日晡潮热即下午

3～5

时（申时）热势较高，教材解释是由于阳明经气旺于申时；而按照子午流注学说申时应

是膀胱经气旺盛之时。 鉴于两者矛盾之处，从《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中六经概念的不同出发，得出《黄帝内经》所谓六经

为六条经脉的总称，《伤寒论》之六经为三阴三阳六病，分别指代外感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 而所谓阳明经气旺于申时混

淆了六经经脉与三阴三阳六病的概念，有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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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性及病位，三阳病代表正气旺盛、抵御

病邪能力强、邪气实，病情多表现为亢奋状态，因而

三阳病多为实证、热证；太阳见于外感疾病早期，为

三阳之表，多血少气，阳明病见于外感疾病极期，为

三阳之里多气多血， 少阳介于太阳与阳明之间，为

三阳之半表半里，少血多气。 三阴病表示正气衰弱、

抵御病邪能力弱、病邪未除，病情多表现为虚弱状

态，因而三阴病多为虚证、寒证。 对于三阴病之病位

表里分属，现代医家有不同观点，马文辉等

[3]

认为太

阴病为三阴之里，少阴病为三阴之半表半里，厥阴

病为三阴之表； 胡希恕则认为太阴病为三阴之里，

厥阴病为三阴之半表半里，少阴病为三阴之表

[4]

。

3

六经在《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的区别与联系

3.1

区别

3.1.1

《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六经比较 《黄帝

内经》中的六经实为太阳经脉、阳明经脉、少阳经

脉、太阴经脉、少阴经脉、厥阴经脉六条经脉的总

称， 六经总领十二经脉及其所属的脏腑的生理功

能，其范围小，属生理性概念；《伤寒论》中六经实为

三阴三阳六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

为外感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范围大，远远突破

了六条经脉的循行部位及经脉的作用，为病理性概

念

[5]

。

3.1.2

《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六经”病比较

《黄帝内经》中的六经病与《伤寒论》“六经”病都属

于病理性概念，《素问·热论》中的六经病，以经络循

行为基础，提出每日传经之说，“伤寒一日，巨阳受

之，故头项痛，腰脊强。 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

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 三日

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

耳聋……四日太阴受之， 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

腹满而嗌干。 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

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

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而《伤寒论》中扬弃这

种说法，认为疾病的传变主要取决于人体的正气与

邪气的盛衰，并提出了表里传、越经传、直中等传变

方式。 三阴三阳“六经”病有不同的提纲表现。 “太阳

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

实也”“少阳之为病， 口苦咽干目眩也”“太阴之为

病，腹满而痛，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满痛”“少阴

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

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

不止。 ”从《伤寒论》“六经”病提纲与《素问·热论》中

六经病表现对比来看，太阳、太阴二者表现基本相

同，分别为“头项强痛，腰脊强”和“腹满”，阳明、少

阳、少阴三者疾病表现部分相同，而厥阴病表现却

大相径庭。

关于《素问·热论》六经病病机的认识，清代柯

琴在《伤寒论翼·六经正义》云：“夫热病之六经，专

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 ”

而《伤寒论》“六经”病中三阳病多为实热，三阴病多

属虚寒。 可见《伤寒论》不仅适用于外感病，同样适

用于杂病。

治法方面，《素问·热论》 提出 “治之各通其藏

脉”，“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

而已”， 但是仅有汗泄之法， 并无温补之法；《伤寒

论》八法兼具并且首创了理法方药俱全的辨证论治

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在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原文中得以体现。

3.2

联系 《伤寒论》六经辨证、三阴三阳辨证是在

《黄帝内经》阴阳学说、经络学说的背景下形成的，

在《伤寒论》“六经”病中，许多条文运用到了经络理

论知识，反映了所属经络循行部位的病变，如太阳

病的“项背强 ”、阳明病的面赤、目痛、鼻干。 又

如《伤寒论》第

8

条经文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

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 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

明，使经不传则愈。 ”此处的经即经络之意。 另外，

《伤寒论》 中三阴三阳六病的传变顺序也是借鉴并

发展了《素问·热论》“三二一”传经方式，如太阳之

邪飞渡少阴、少阴病阳气来复时阴病出阳转而出现

太阳表证等。 可以说，《素问·热论》六经分证，是《伤

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

由上述内容可知日晡潮热解释为阳明经气旺

于申时有失妥当，解释为三阴三阳之阳明旺于申时

更为确切，一个“经”字去掉与否意义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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