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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一元论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

中医学认识世界和生命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清

代著名医家郑钦安为钦安医学的创始人，其学术思

想深受气一元论的影响。笔者研读其著作，分析气

一元论对钦安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从而更好

地把握郑氏的学术思想及理解当代扶阳学派的学术

观点。

1 气一元论

气一元论是从元气来解释宇宙的生成与性质的

学说，属古代哲学本体论的范畴，与阴阳学说、五行

学说共同构成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基本内容[1]。气

一元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气的不同形态，世

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根源于气。

1.1  气一元论的形成  气一元论萌生于先秦，成熟于

战国及秦汉，并历经后世贤哲不断充实，发展成为对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2]。《庄子·大

宗师》曰：“游夫天地之一气”，认为天地之间为气所

充满；生命也是气聚合而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

则为生，散则为死”  （《庄子·知北游》）。先秦道家

的另一重要著作《鹖冠子·泰录》曰：“天地成于元

气，万物成于天地”，正式提出“元气”之说，认为元

气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易传·系辞》曰：“精气

为物，游魂为变”，提出了精气化生万物的观点。东

汉时期，《白虎通义·天地》提出：“地者，元气之所生，

万物之祖也”；王充在《论衡·谈天》曰：“元气未分，

浑沌为一。……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认为元气是化

生天地万物的本原。宋代张载提出“虚空即气”“太

虚即气”的命题，建立了比较明确的气一元论。明清

时期的王廷相、王夫之、毛一智和戴震等进一步发挥

张载的学说，把气一元论哲学逐渐完善。

1.2  气一元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1.2.1  气是宇宙的本原  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宇宙的

本原，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天地万物都是由

气构成[3]。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气是极精微而又无

形的物质，弥漫、渗透、充满于整个宇宙时空而无处

不在，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气聚则形存，气散则

形亡”。“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天地万

物都是由气构成，人体也不例外，故《素问·宝命全

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

人”，《难经·八难》曰：“气者，人之根本也”。人体的

生长壮老已，皆本于气之盛衰。

1.2.2  气是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的中介  气是极细微的

物质，弥漫于天地之间，充塞于整个宇宙，贯通于万

物之中。气本为一，分为阴阳，又是阴阳二气的矛盾

统一体。阴阳二气交感相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通过气这一中介，天地、万物、人形成一个整体，互相

联系，互相感应。天地人三才一体，统一于气。

1.2.3    气在不断地运动与变化  气一元论认为气运

动不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中发生

的一切变化都是气运动的结果。《素问·六微旨大

论》：“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

薄，成败之所由也。”气的运动变化形式表现为上下、

升降、出入、动静、聚散。升降出入是气的运动的主

要形式，“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素问·六微旨大论》）。聚散则是形和气的相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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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气聚而成形，形散而为气。天地万物总是处

在形与气的不断的相互转化中。

气一元论思想作为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应用

于中医学领域，成为中医学的气一元论，用来解释人

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防治。例如《素问·举痛论》

曰：“百病生于气也”，“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

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医权初编》）。

2 钦安医学概述

郑钦安（1804—1911），名寿全，四川邛州人。

郑氏早年即学医于学识渊博的双流名医刘止唐。他

沉潜于传统文化，精研《易经》《黄帝内经》《伤寒论》

等经典著作。他对《周易》《内经》《伤寒》有颇多见

解，积七十余年之所思所见，著《医理真传》《医法圆

通》《伤寒恒论》。后人将此三本书合而为一，名曰

《郑钦安医学三书》，成为扶阳学派的奠基之作，也是

研究钦安学术思想的主要文献。

郑钦安的弟子及私淑者众多，包括嫡传弟子卢

氏一门（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私淑者包括范中

林、唐步棋、吴佩衡、祝味菊、李可等。郑氏善于用姜

附桂等辛热药物治疗阳虚虚损证，被人们尊称为“郑

火神”[4]3。

钦安医学，临证之际以阴阳为纲，尤为重视阳

气，认为阳气是生命的根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损伤

人体之阳气。尤其对于阳虚证及阴火证的识别和治

疗有独特的经验。《医理真传·卷四·钦安用药金针篇》

曰：“无论一切上、中、下部诸病，不问男女老幼，但见

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

不渴，即渴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

疼，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

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郑氏深受气一元

论的影响，在其著作中体现了独特的以气为本的人

体生理观、病理观及疾病观。 

3 气一元论对钦安医学的影响

3.1  天人一气观  气一元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源，

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人为万物之灵，是自

然的产物，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因此，钦

安认为天地之真气与人身之真气本同一气，《医法圆

通·卷四·食气篇》曰：“天地即我身，我身即万物之

身。万物、我身、天地，原本一气也……天人一气之

道，借草木之真气以胜邪。”《医理真传·卷一·乾坤

大旨篇》亦曰：“人禀天地之正气而生。” 

天地人均统一于气，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属性。

因此，人的生命现象必然受到天地自然界规律的影

响。郑氏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的生理功能活动随

着四季寒热温凉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医理真

传·卷四》曰：“夫冬月寒令，天地之气寒，人生之气

亦寒，潜藏是天地自然之机，人身同然。”[4]210天地万

物本同一气，天人相应也。

3.2  真气为立命之本  气是构成人体的本原，亦是

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郑氏在《医法圆

通·卷二·中风篇》曰：“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

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医法圆通·卷四·拙见解

篇》：“夫人生立命，本乾元一气，落于坤宫，二气合

一，化生六子，分布上中下，虽各有定位，却是死机，

全凭这一团真气运行，周流不已。”郑氏处处都强调

了一元真气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医法圆通·卷四·食

气篇》曰：“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有此先

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

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

3.3  六气为一气  郑氏对《伤寒论》有很深的研究，

他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著《伤寒恒论》。《医法圆

通·卷四·一气分为六气图说篇》曰：“一元真气，分

为六气，六气即六经也。气机自下而上，自内而外，

真气布满周身，布护一定不易……仲景分配六经，标

出六经提纲病情，为认邪之法；又立出六经主方，为

治邪之法。”《伤寒论》以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为法，然

而，郑氏认为“六经仍是一经，五行分为五气，五气

仍是一气。揭太阳以言气之始，论厥阴以言气之终，

昼夜循环，周而复始，病也者，病此气也”（《医法圆

通·卷三·万病一气说篇》）。一元真气自内而外布

护六经，遂分为六气，其实仍为一元真气耳。

3.4  万病一气观  郑氏认为疾病虽有千万种，然而

都源于气。《医理真传·卷四·切脉约言篇》曰：“未

明得千万病形，都是这一个气字之盛衰为之。”《医

理真传·卷一·论气血盛衰篇》曰：“气有余便是火，

火旺者阴必亏……气不足便是寒，寒胜者阳必衰。”

郑氏所论阴虚乃因有余之气化火伤阴所致，阳虚乃

因气不足寒盛所致；无论阳虚阴虚，都是因一气之盛

衰所致。

郑钦安继承了《内经》的“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观点，认为一元真气布

护周身，真气旺则人健，真气衰则人病。故《医法圆

通·卷二·中风篇》曰：“人身原凭一气包罗，无损无

伤，外邪由何而得入，内伤邪何有而得出。……真气

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郑氏认为机体

发病皆因为人体感受内外之邪之后，导致天地之真

气被阻隔，使之不能与人身之真气相合，从而发病。

《医法圆通·卷四·食气篇》曰：“邪气之来，无论外

邪内邪，皆是阻隔天地之真气，不与人身之真气相

合，身即不安，故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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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疾病的诊断，通过望诊，观察面色之有神无

神，判定气的盛衰；听患者发出的声音高低，判断气

的充盈与否；通过问诊患者的饮冷饮热，判断气的盛

衰；通过切脉之有力无力，判定气的虚实。《医理真

传·卷四·再解古脉说篇》曰：“望色以有神无神，定

气之盛衰；闻声以微厉，判气之盈缩；问病饮冷饮热，

知气之偏盛；切脉以有力无力，知气之虚实。以此推

求，万病都是一个气字，以盛衰两字判之便了。”总

之，疾病虽有千万种，但无非是气之盛衰而已。

在疾病的治疗上，郑氏认为万病生于一气，因此

对于疾病的治疗也就着眼于气机的调整，视病者气

之盛、衰、升、陷、滞、郁、脱、散，治以平、助、降、举、

行、解、固、敛。《医法圆通·卷三·万病一气说篇》

曰：“用药以治病，实以治气也。气之旺者宜平，气之

衰者宜助，气之升者宜降，气之陷者宜举。气之滞者

易行，气之郁者宜解，气之脱者宜固，气之散者宜敛。

知其气之平，知其气之变，用药不失宜，匡救不失道，

医之事毕矣。”例如，在《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诸症

中，症见“头面忽浮肿，色青白，身重欲寐，一闭目，觉

身飘扬无依者”，郑钦安认为是“少阴之真气发于上”

所致，治宜“潜阳”，是阳气潜藏而归根，方用潜阳丹，

砂仁、附子、龟版、炙甘草。此为“降”“敛”“固”气也。

一言以蔽之，“气机失调则百病丛生，治百病调气为

要”[5]。

3.5  阴阳合为一气  郑氏非常重视识阴阳。他在

《医理真传》的序言中，写道“医学一途，不难于用

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

《医理真传》卷一有两篇专门论述如何辨认阳虚证、

阴虚证及其治疗；卷二、卷三中列举了31条阳虚病

症、29条阴虚病症，并详加论证。“功夫全在阴阳上

打算耳。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6]

郑氏虽重视阴阳，然而受气一元论的影响，更强

调“阴阳合为一气”的思想。《医理真传·卷四·再

解古脉说篇》曰：“万病都是一个气字，以盛衰两字

判之便了。”《医法圆通·卷四·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辨解篇》曰：“阴者水也。阳者火也。水火互为其根，

合而为一，不可分为二也。”虽气分阴阳，但郑氏更加

强调阴阳合一之一元真气对生命具有主宰的作用，

《医理真传·卷一·气血两字作一卦解篇》曰：“人

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

命。”

3.6  阳气为立命之根  郑钦安在辨证时以阴阳为纲，

列出“阴虚证”“阳虚证”诸条，其辨证结果或补阳，

或养阴，泾渭分明。然而，受气一元论的影响，郑氏

认为阳即气，气即阳也，阳气是人体生命的主宰。“故

经云：气不足便是寒。……阳者气也，阳气损于何处，

阴寒便生于何处。”[4]223又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

也，火也。”[4]457可见，郑氏所谓阳气即气也，气与阳

气是同一体。由于一元真气（真阳、元阳）为生命之

主宰，故郑氏在《医理真传·卷二》又曰：“子不知人

身所恃以立命者，其唯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

然不作。”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卷四·麻黄附子细辛

汤、四逆汤圆通应用法篇》指出四逆汤“此方功用颇

多，得其要者，一方可以治数百种病”。诸如“头脑

冷”“气喘痰鸣”“吐血困倦”“齿缝流血”“大便下血、

气短少神”“唇肿而赤、不渴”等。因其能“扶先天真

阳”，真阳旺则百病消。可见，郑氏更加重视阳气，视

阳气为人身立命之根本。

“阳气为立命之根”的思想对后世扶阳学派影响

很大，“阳主阴从观”即由此引申而出。因此，郑钦安

又被称为扶阳学派的鼻祖。当代扶阳学派的领军人

物卢崇汉在其著作《扶阳讲记》中明确提出：“凡是

对机体具有激发、推动作用之气，及脏腑经脉的功能

之气等皆属于阳气。”[7]可见卢氏所认为的阳气即是

人体之气，人体之气即是阳气。因此，钦安医学和扶

阳学派认为的“阳虚”即是气虚或者说是元气、真气

亏虚。很显然，这与目前中医学的主流认识有明显

的不同。按照“气分阴阳”的理论，气分为阴气、阳

气。阳气虚和气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阳气虚只是

气虚的一部分[8]。前者受气一元论的影响，认为“阴

阳一气”；后者在“一分为二”的阴阳观的指导下，认

为“气分阴阳”。这应是当今扶阳学派与主流的中医

学对于阴阳的认识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4 结语

扶阳学派在当今是一个有鲜明学术特色的医学

流派，以重视阳气，临证以广用重用姜附桂为特色。

然而，扶阳学派的“唯阳独尊”思想也备受争议。扶

阳学派创始人郑钦安，在气一元论思想的影响下，提

出了“天人一气”“真气为立命之本”“万病一气观”“阴

阳一气”“阳气为立命之根”等学术见解，并在临证

一以贯之。在此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当今的

扶阳学派。因此，了解钦安医学理论所蕴含的气一

元论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及把握其学术思想本质，

对于理解扶阳学派的学术思想亦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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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质性肺疾病（ILD）是一组以肺泡单位的炎

症和间质纤维化为基本病变的异质性非肿瘤和非

感染性肺部疾病的总称。ILD患者通常表现为气促、

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影像学显示为两肺弥漫分

布的多种形态病变，肺功能检查可见限制性通气功

能障碍和弥散功能下降，病理常累及肺实质和（或）

肺间质。2002年ATS/ERS将间质性肺疾病分为四

大类：（1）已知原因：与职业相关ILD、与环境相关

ILD、与药物相关ILD、与结缔组织病相关ILD、与

放射相关ILD ；（2）特发性间质性肺炎（IIPs）；（3）

肉芽肿病：如结节病和过敏性肺泡炎等；（4）其他

ILD ：LAM、PLCH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2013

年ATS/ERS更新了IIP的分类，增强了对ILD的认识。

但ILD的诊断及治疗仍十分困难，不同类型ILD治疗

用药各异，很多ILD患者对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

剂/细胞毒药物治疗不敏感。ILD病人大部分需要

长时间服药维持治疗，药物的副作用及不良反应时

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中医

学对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治独具优势，应用脏腑辨证

理论深入分析病机、确立治法，取得了良好的治疗

效果。

目前，中医学者多将间质性肺疾病归于“肺痹”

或“肺痿”范畴，认为痰阻、正虚、血瘀、毒滞为本病

的基本病机，痰、虚、瘀、毒痹阻经络伴随整个疾病发

生发展的过程。脏腑辨证，是在认识脏腑生理功能、

病理特点的基础上，将四诊收集的资料分析整合，从

而辨明疾病所在脏腑部位及其病性的辨证方法。每

个脏或腑都有独特的生理作用、病理特征，也有各自

不同的外在表现[1]。这些特点有利于医者明确疾病

的部位，最终明确地诊断疾病所属的“证”。对于间

质性肺疾病，证候的辨别更不应缺少病位的辨别，首

先应辨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病位、所属脏腑，其次

摘 要 间质性肺疾病（ILD）是一组以肺泡单位的炎症和间质纤维化为基本病变的异质性非肿瘤和非感染性肺部疾

病的总称。中医认为间质性肺疾病的病变部位主要在肺，与肝、脾相关联，随着疾病的进展，日久则及心、肾。本病在不同发

展阶段，可累及不同脏腑，造成不同外在表现，这些与脏腑间的相互作用关联密切。脏腑辨证，是在认识脏腑生理功能、病理

特点的基础上，将四诊收集的资料分析整合，从而辨明疾病所在脏腑部位及其病性的辨证方法。基于脏腑辨证认识ILD的病

机、发生发展规律，采取相应治则治法，使中医更好地用于ILD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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