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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学说认为，目之白睛属肺，为气轮，但目与

肺之关系，并不仅限于白睛。《证治准绳·七窍门·五

轮》[1]8首言：“大抵目窍于肝，生于肾，用于心，运于

肺，藏于脾”，而《审视瑶函·目为至宝论》在收录此

篇时则将其改为“润于肺”，提出“目润于肺”的观

点[2]24。肺主气，朝百脉，将气血津液上输于目，润

泽睛珠，二者观点各有侧重。一者强调肺之协调气

机、宣发上行的助运功能；一者强调气血津液对睛

珠的润泽作用。笔者拟从精气血津液的上承与有

序运行出发，论述肺于眼目之“运行”与“润泽”的

机制功用，探析“目运于肺”与“目润于肺”两种观

点的内涵及临床意义，以期对临床眼病从肺论治有

所裨益。

1 目运于肺——肺气宣发，协调气机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肺者，气之本” [3]16，肺

主一身之气，推动精微敷布周身，调节气机。肺气充

沛，宣降相和，脏腑经络之气升降出入协调通畅，精

血津液随气上濡于目，则睛充目明，可视万物。目运

于肺，一从气机调节而言，二从精气血津液运行而

论，二者各有所司，相辅相成。

肺于目之“运”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过宣发运动

使气上行至眼目；二是通过治节协调，使全身及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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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血津液运行有序。《灵枢·大惑论》[4]139曰：“五

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居上焦，

精、血、津液的上承主要依赖于气。《素问·五藏生

成论》[3]17曰：“诸气者，皆属于肺。”气机之调节，虽

为肺之宣降、脾胃之升清降浊、肝之疏泄、肾之纳气

及三焦之通行诸气共同协调完成，然正如《素问·灵

兰秘典论》[3]13所言：“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全身气机的协调有序依赖于肺的治理调节。通过肺

的宣发肃降，呼吸匀畅，吐故纳新，从而使气机升降

出入运动协调。

故而，肺气充盛，气机和畅，则五脏六腑之气载

精血津液上注于目并有序运行，目得气之充、精之

涵、血之养、津之润、液之濡，故可目视精明，辨析万

物。若肺气不宣，抑或外邪犯肺，肺经蕴热，治节失

司，脏腑之气失和，眼内气血津液运行不畅，则目失

濡养，目视昏暗，或气血津液溢于脉外，而致眼内血

证、水肿等。故“目运于肺”，实则言肺之治节有度，

气机得畅，从而使目睛受承有源，濡养得序。

2 目润于肺——精血津液，气之所载

“目润于肺”可视为“目运于肺”之具体阐述。

润，即润泽滋养，改为“目润于肺”，表面上看似乎是

单独强调了肺主水对于眼目水液代谢的重要性，实

则不然。《审视瑶函·目为至宝论》[2]23曰：“外有二

窍，以通其气，内包诸液，液出则为泪，中有神膏、神

水、神光。真血、真气、真精，皆滋目之液也。”因此，

“目润于肺”，并非单指津液之润泽，也包括了真精气

血的滋养。

2.1  真精充——眼目可生 《审视瑶函·目为至宝

论》[2]23曰：“真精者，乃先后二天元气所化之精汁，

先起于肾，次施于胆，而后及乎瞳神也。” 真精，特指

五脏六腑之精中轻清精微者，在肺的宣发与治节作

用下，升运滋养于目窍。目之生成和视功能的产生，

无不赖于精的濡养。精为气之母，为神之宅，能与

气、血、津液相互滋生，相互转化，所以在滋养目窍

的诸种物质中，以精为首要基础。《素问·脉要精微

论》[3]25曰：“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

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亦说明了真精

对于眼视功能的重要作用。

2.2  真气和——瞳神得养 《审视瑶函·目为至宝

论》[2]23曰：“真气者，即目经络中往来生用之气，

乃先天真一发生之元阳也。”真气，特指往来出入

于眼内经络脉道，具有生养作用之气。脏腑之气

中清阳精微部分，在肺的宣发作用下，升腾上达于

目，温养瞳神，故真气充盛则神光发越，目可视万

物辨五色。

2.3  真血旺——神光可发 《审视瑶函·目为至宝

论》[2]23曰：“真血者，即肝中升运于目，轻清之血，乃

滋目经络之血也。”真血，特指血液中之轻清精微者，

其向上运行至眼内经脉。目受血而能视，心主血，肝

藏血，肺朝百脉，推动真血上运于目，化为膏汁，濡养

神水。神水发源于三焦，乃“先天真一之精气所化”，

“即目上润泽之水”，类似于西医学的“房水”，具有维

持眼内组织、提供营养等作用。房水来源于睫状体，

流经前房为角膜及眼内组织提供营养物质后，又回归

至血液进入血循环，正是“真血滋养神水”的具体体

现。真血旺，神水充，瞳神得养，神光发越，可视万物。

2.4  津液布——睛珠得润 《灵枢·五癃津液别》[4]67

曰：“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津液上渗于目，

清者为津，在目外化为泪液，润泽目珠，保持白睛与黑

睛的润泽光滑；浊者为液，在目内化为神水、神膏，养

护瞳神。肺主行水，肺气通过其宣发肃降之力，推动

并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素问·经脉别论》[3]37

曰：“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肺

为水之上源，可将由脾传至的津液向上布散至头面，

润泽目窍。此外，肺为娇脏，在体合皮，外邪入侵，首

先犯肺；六淫之中，火、热、燥邪，均可导致灼液耗津，

使肺阴不足。一则津液亏虚，上润乏源，二则肺气受

损，宣降失调，上承乏力，皆可导致目睛失润。

真精、真气、真血，乃眼内经络脉道中精气血

的特称，“因其轻清上升于高而难得，故谓之真也”。

精、气、血、津液，上承于目，化为神膏、神水、神光，

对于目之生成、濡养及发挥正常的视功能均有重要

作用，《审视瑶函·目为至宝论》[2]23云：“凡此数者，

一有所损，目病生矣。”而这些精微物质得以上运升

腾于至高之处的眼位，得益于肺之宣发、治节有度，

气机升降有序，则目充眼明。故“目润于肺”，实则指

通过肺之“运”，精微上承，滋养睛珠，目得以润，强调

了精微物质对于眼目的重要作用。

3 肺之于目——治节为先，协调诸脏

如前文所述，肺之于目，一有协调气机、助气上

行之功，二有载精气血津液上达于目并有序运行以

润泽目珠之用。无论是“目运于肺”，还是“目润于

肺”，皆可涵盖两种作用，仅是所侧重点有不同，但亦

皆有所不足。

首先，虽肺之宣降、治节之功与气机调节至关重

要，然中医学更多认为精气上承之力首归于脾。《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3]7云：“清阳出上窍”，脾主升清，

可将精微物质上升输布于目，使目得清阳之气温养、

精微物质润泽。肺之宣发，向上向外，除可将气血津

液上输于头面诸窍，亦可外达于皮毛肌腠；脾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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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则主要是通过脾气的升动，将水谷精微和水液上

输心、肺及头目。二者皆起上升的作用，实为相辅相

成。眼科常用之补气类中药，亦多归肺、脾二经，取

其健脾益肺之功，如人参、党参、黄芪、白术，但仔细

辨别，则可发现这些药多以补脾气助其升清为主。笔

者认为，肺虽为气之本，但气之运动实为多脏腑共同

协调完成，于眼目而言，肺之协调气机使升降出入有

序的治节之功为首，宣发之力则需与脾之升清共同完

成。故而，目虽“运”于肺，但不可拘泥于肺。在临床

治疗中，若为治节失司，则应从肺论治，复其治节；若

为气不上承，应肺脾同补，以助其气上升。

其次，精气血津液虽得肺气之“运”，得以上注于

目，然精气血津液各有所源，非肺者一脏之功。精者，

肾之所藏，加之脾胃后天所化，合为人体之精。气者，

先天之元气、肺吸入之清气及脾胃运化之水谷之气，

合而为一身之气，输布至五脏六腑，是为脏腑之气。

血者，脾胃精微化生之营气、津液及肾精共同上贯心

脉，化赤为血。津液者，饮食水谷所化，脾胃之所生，

肾之所主。故笔者认为，五脏六腑皆可令目“润”，非

独肺也。在临床治疗中，目失润泽，当先明辨失润之

病机，辨证施治，补其不足，复其“润”目之源，同时

辅以补肺以复治节宣发之功，方能补其虚而达其所，

将所化生之精微物质有序上承至眼目，润泽睛珠。

4 目从肺治——气机和畅，眼润目明

现临床中眼病从肺论治，亦可分为“运”与“润”

两种治疗方法。

4.1  运——助肺宣发，复其治节 目失肺运，临床

常见于外邪伤肺，肺经郁热，气血瘀滞所致白睛溢

血、红赤等症，如金疳之症，可因外感燥热之邪，内

客肺经，肺气失宣，治节失司，气血瘀滞，即《证治准

绳·七窍门·五轮》[1]5所言：“血随气行，气若怫郁，

则火胜而血滞”，治宜泻肺清热，方予泻肺汤加减。

亦可见于年老体弱、久咳伤肺者，由于肺气不宣，治

节失司，眼内气血津液运行不畅，导致结膜或视网膜

水肿、眼内血管阻塞，常加入桔梗、防风、车前子等宣

肺利水药。若肺因气虚不上承，目失所养致视物昏

花，则少单从肺论治，多以肺脾同治。

4.2  润——养阴生津，润泽目珠 目失肺润，因肺

主行水，燥易伤肺，气血津液中，属津液与肺关系最

为密切，故现临床中多用于干眼症的治疗，真精气血

失润则运用较少。干眼症，又称角结膜干燥综合征，

中医将其归于“干涩昏花”“神水将枯”范畴。二者

皆首载于《证治准绳·七窍门》：“干涩昏花者，“目

自觉干涩不爽利，而视物昏花也……合眼养光良久，

则得泪略润，开则明爽，可见水少之故”[1]79 ；神水将

枯者，“视珠外神水干涩而不莹润”[1]86。干眼之症，

究其原因，可总结为泪液生成不足及泪液输布失调。

中医治疗干眼历史悠久，因肝开窍于目，在液为泪，

肾者主水，肝肾同源，故前人多从肝肾治干眼，主要

是通过滋养肝肾以养阴水、生津液。近年来，不少医

者提出肺对于目珠之润泽亦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干眼症最常见为肝肾阴虚证，其次为肺阴不足证[5]。

干眼从肺而治，一可通过补益肺气，复其治节，助其

宣降，使津液得以上承于目，少独用，多于养阴生津

方中加入桔梗载气上行；二是通过清热润燥、养阴生

津、滋养肺阴，使津液得复，目珠得润[6]。

5 结语

综前所述，肺之于目，一可助气上宣、调节气机，

二可助运精气血津液上至眼目并协调其在眼内有序

运行。“目运于肺”与“目润于肺”对临床眼科治疗

确有指导作用，但中医理论以整体观念为核心，无论

是生理或病理，都是五脏六腑共同作用的结果，临床

在治疗眼病过程中，既要注重某一脏腑特定的生理

作用，又不可忽视各脏腑间的协调合作。因五轮学

说认为白睛属肺，故眼病从肺论治多见于白睛疾患，

但气之上承、精气血津液于目内之有序运行、润泽目

珠皆离不开肺的宣发与治节。故而，临床治疗眼病

不可忽视补肺宣肺，复其治节。尤其是精气血不濡

睛珠，若仅从补其生化之源而治，忽视了主治节之

“相傅”，虽补其虚而上承无序，润而无章，非为良策。

至于当取何方何药，药量几何，方可升肺清宣之气、

复治节之功，则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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