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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生气通天论》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经典论述之一，学

界对其理论和临床价值已有较为深入认识，但其中尚有若干存

疑和值得商榷之处，使该篇的理论和临床意义未能完全展现。
笔者通过句读、行文和含义上对这些存疑的条文进行训诂，挖

掘出其中的临床施治思路，兹述如下。
1 按照周期性和时序性选择施治时机

本条治则出自“苍天之气……此因时之序。故圣人抟精

神，服天气而通神明”一句。本句在字义、行文和释义上均存

在商榷之处。
在字义上，句中的“抟”传统作“专一”解[1]，但考《说

文》训为“圜”[2]，为“天体”之义，与圆、环相通。段玉裁

引《吕氏春秋》注云：“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

圜周复集，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3]，与后文“服天气”相

应；“服”的含义，当前学界作“顺从”解[1]，但《说文》中

“服”训为“用”，为“可施行也”[2]。笔者认为按《说文》更

符合文意。句中的“天气”，当前学界作“自然界阴阳之气的

变化”解 [1]，然而本句前文已明确点出“此因时之序”，故

“时之序”是本质，“天气”是表现。在行文上，“抟精神”
是具体方法，“服天气”是原则，“通神明”是目的和结果，

句中行文倒装，应为“服天气(以)抟精神而通神明”，其中

“抟”和“通”是使动用法。故本句应解为：故圣人用时之序

使精神圆通调畅，而令神明通达。
本句的重点在于“时之序”，即四时的周期性和时序性。

四时是阴阳变化的具体时间表现，有一岁的四时，也有一天之

四时。此外，四时并非并列的，而是有既定的次序，不能随意

变更。从本质上说，“时之序”泛指周期性和时序性，其本质

是阴阳随时间变化的特性。人气的“时之序”与天气相应，是

维护健康的首要条件。因此无论在养生保健和疾病诊治上，都

应找到相应的“时之序”，以确定干预和治疗时机。在《素问·
八正神明论》中的“方”、“圆”针刺法；以及《素问·刺疟

论》中，按照疟的起伏规律，在疟发之先而刺的方法，都明确

地体现了这个治则。此外，中医学尤其重视“治未病”，“未”
是“治未病”的内涵所在，“治”是围绕着“未”展开的，因

而按“时之序”去确定“治”的时机，是“治未病”的最基本

思路。
2 扶助阳气畅行升达于外

本条治则出自“阳气者，若天与日……是故阳因而上卫外

者也”。本句在句读和释义上存在商榷之处。
当前学界将本句断为“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1]，

认为本句是对阳气特性的说明。但在明代名医张介宾将本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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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断句，作“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4]笔者认为本句句

读应从张介宾，不断句。在句义上，“而”是“因”的宾语，

指代前句“阳气者，若天与日……则折寿而不彰”；“上卫外”
不断句，“上”与“卫外”除了说明阳气的两个特性之外，更

重要的是指出了这两个特性之间的关系，即“上”是“卫外”
的前提条件，没有“上”这个条件，就不能实现“卫外”，正

因如此才使本句成为一个临床治则。仲景通脉四逆汤中用葱

白，东垣升阳散火汤中用葛根，都是运用本思路的典范。
本治则说明，阳气的畅行升达于外是阳气发挥其温煦机体

和卫外御邪功能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

基本条件，在制定相关临床措施和方案时，必须要先保证满足

本条件，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3 从机体各层面的相互关系中选择治疗切入点和多疗法配合

本条治则出自“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

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

故。”“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

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二句。
学界对此二句多作为原文的总结性陈述，仅作随文释义的

今译，尚欠缺对其行文及临床意义的进一步挖掘，对此笔者认

为应基于原文行文分析上对此二句的含义进行解读，其关键在

于对“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和“骨正筋柔，气血

以流，腠理以密”的行文方式的解读。
首先，作为并列式行文理解，此二句都是对人体健康的机

体生理状态进行说明，具体而言包含了筋、脉、骨、髓、气、
血、腠理等方面。其次，作为递进式行文理解，此二句中的每

个分句中，前一句是后一句的条件，后一句是前一句的结果，

反之亦然，互为条件和结果，相辅相成。如“骨正筋柔”是

“气血以流”的条件[5]，反之亦然；“气血以流”与“腠理以

密”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关系。再次，从实践的角度上看，

“陈阴阳”是“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筋脉和

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是“陈阴阳”的具体表现和实践方

法。“谨和五味”是具体实践方法，“骨正筋柔，气血以流，

腠理以密”是其结果，且又可以使机体不会对五味产生明显的

偏嗜和好恶。这也充分了上条论断。
在临床实践上，针对筋、脉、骨、髓、气、血、腠理等不

同层面的保健和治疗，可以有食物、药物、中医特色疗法等多

种措施和技术。如中医药外治疗法经皮给药治在局部，但作用

在全身；治虽在体表，而作用在内在脏腑，其作用的途径是经

由皮部络脉来实现的[6]。这些疗法各有其最适宜的环节和目标

点，这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从机

体各层面的相互关系中选择治疗切入点和多疗法配合，是中

医学对临床的一个基本原则和要求，也是取得良好临床效果

的必要前提。如对于筋伤类疾病，在诊断准确的前提下，以

某一种方法为主结合其他方法综合治疗是筋伤治疗的一种较

好策略[7]。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是古代医家对健康认识和

临床经验的总结，为进一步挖掘经典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促进

中医临床效果的提高，除了要熟读经典之外，还需要重视研

读经典的方法。笔者通过对 《素问·生气通天论》 的若干在

句读、行文和含义上存疑的条文进行训诂，梳理出其中的临

床施治思路，以为制定治未病和疾病诊疗方案提供参考，冀

能促进中医临床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亦冀能为同行提供研读

经典方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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