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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伤寒论》六经辩证体系中六经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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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伤寒论》作为第一本明确辨证论治方法的医学巨著，其六经辨证思维缜密严谨，当今时移势易，我们可以借助生理学内容理解六经

辨证中六经的具体内涵。本文探讨了《伤寒论》六经辩证体系中六经的生理功能，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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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采用六经辨证方法判断疾病的位置、性

质、转化趋势、运动方向，通过疾病的外在表现，运用六种维度去

理解人体的变化，之后制定出调整人体、应对病邪的战术，这就是

最早系统提出的辨证论治[1]。”由此可知，人体的功能完全可以由六

经概括。而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老子云：“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阴阳由道而生，是宇宙的核心组成，

也是根本规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我们存在是因为

阴阳的交互，而想要长久地延续下去，就需要阴阳的和谐共处，“孤

阴不生，独阳不长[3]。”故将六经按照阴阳，三阴三阳相互对应，分

为三组，每组阴阳两经为同一功能的不同侧重，不同状态。 

一、太阳经与少阴经 
太阳经与少阴经主要对应血液循环系统。手少阴心经主心，为

血液循环的核心，为全身供血；足少阴肾经主肾，肾在生理学中的

主要功能是滤血，内涵大量小动脉；足太阳膀胱经走身体的整个背

部主身体最表层，通过控制皮肤小血管的血量来调节寒热；手太阳

小肠经代表了小肠的一部分功能，小肠因为是吸收器官，周围分布

丰富的血管，在这个角度来说，小肠归于太阳经。太阳经和少阴经

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控制身体的水液代谢，“肾者水脏，主津

液[4]。”心衰病人的典型症状就是水肿，津血同源；膀胱的任务就是

承接肾脏过滤的水分；小肠内有大量的分泌腺，分泌液体，也是主

水的一种表现。由于同气相求，阳经易产生功能亢进的疾病，例如

膀胱经受邪就容易全身发热；阴经易发生虚损性疾病，例如“少阴

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5]。”膀胱与小肠都与外界相通，肾与心

深藏体内，这也是阴阳经划分的原因之一。人体中一个重要的平衡

就是心肾相交，心火与肾水相济，身体才能平衡，但是火性主升，

水性趋下，想让心肾相交必须要脾的运转，脾就如同身体内的螺旋

桨不断转动，让身体内各种功能配合在一起，所以心肾相交的动力

源于脾；小肠经很少单独为病，多为心火上炎时通过小肠经引导心

火从尿排除，也就是通过调理小肠，让心火从肾中排除。小肠与脾

在解剖概念里都是小肠，所以中医概念的脾为心肾相交提供动力，

中医概念里的小肠为心肾相交提供通道，心肾相交的中间环节都对

应道解剖学中的小肠。 

二、阳明经与太阴经 
阳明经与太阴对应物质交换，吸收能量、代谢废物，肺交换气

体，脾胃大肠交换固体液体，因大肠与胃与外界相通，故为阳明经，

值得注意的是解剖学中的脾与中医中的脾不同，中医中的脾是吸收

营养物质的器官，更接近解剖概念里的小肠。笔者认为六经概念是

功能概念，小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和丰富血管产生的水液代谢功能被

拆分成了两个系统，所以足太阴脾和手太阳小肠经都对应解剖概念

里的小肠。足阳明经为胃，体阳而用阴，此经在六经之中气血最为

充盛，故胃经的疾病最易化热，和生理学中胃的功能基本一致，急

性疾病多由于胃蠕动过快，胃酸分泌过多，而表现为胃功能抑制的

疾病，多是由于慢性反复性疾病的消耗，并且原因多有脾阳不足导

致。大肠经的功能也与生理学的大肠对应，而大肠与肺相表里，主

要由于肺属金，主降，肺金指的是金属汞，汞的密度大，聚合型强，

非常贴合大肠的生理功能，稳定的向下排便，所以大肠和肺虽距离

远，但功能性质一致，故为一系，相表里。 

三、少阳经与厥阴经 
少阳、厥阴对应连接维系，大致对应结蹄组织，内分泌系统，

主管体内的信息交流、粘合和解决身体内部冲突，“天之道，损有

余而补不足[6]。”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世界向着混乱的方向发展，

为了维系自身有序存在，需要花费很多能量，这一组主要功能为维

持身体秩序，所以当这部分出现问题，身体症状多为无序“厥阴病，

以阴阳错杂，寒热错杂为其病变特点[7]。”少阳主沟通联络，主要代

表为内分泌系统和淋巴管，厥阴主守卫战斗作用，代表为免疫系统

和肝脏，而胆汁可以制约胃酸，有制衡的寓意，在中医理论中它的

制衡作用非常大，我们常常用胆子大来形容勇敢，胆可以解决人体

机能的自我对抗，消除纠结的情绪从而做出决断，而身体的功能也

是如此，当不同功能相互对抗时，需要胆来解决。在中医的理论中

肝脏为将军之官，肝经就是身体内部能量冲突时相互对决的场所，

肝经还有调和身体机能的作用，抑强扶弱维持秩序，胆经的作用就

是判定身体内部冲突的结果，赏罚分明，公正公平，所以主权衡。

以上的这些能力类似于身体内部的负反馈机制，没有明确的解剖学

归类。以上对应也能说明六经辨证符合现代医学的科学内涵。正像

王冰所说：“不谋而遐尔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使，神明之府也。”在分析六经作用时

要时刻把我阴阳的概念，比如肾为阴阳之府，内含元阴元阳，所以

在少阴病中，也会出现热象；比如前文提到肺金对应金属汞的性质，

金属汞在沉降聚合的同时还具有高挥发性，与肺的宣发肃降对应。

阴阳是身体的根本，也是我们在考虑六经功能是时的根本，对中医

理论的认识一旦固化僵硬就无法理解阴阳的转化，我们一直处在变

动中，人有生老病死，宇宙也一样，也许今天的六经功能已经与两

千年前有了些许出入，但通过曾经方法来学习如何看待当今的世

界，是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秘诀，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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