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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火神派及其现代的发展

● 何绍奇


　　关键词　君火　相火　营卫　阴火　中医火神派

１　火为生命的动力、热能
的源泉

　　人体体温的恒定与火的温煦、
营卫开启汗孔、调节体温的作用有

关。人身之火有二：即相火与君

火。何谓君火？君火指神志之火，

是心神活动的内在动力。《素问·

灵兰秘典》：“心者，君主之官，神明

出焉”。《灵枢·邪客》：“心者，五

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心

为君主之官，在五行中属火。火主

动，性热而温煦。相火活性很强，

能够促进、温煦、激发脏腑生化，是

脏腑功能活动的内在动力。相火

无定位，亦无定体，随所寄脏腑而

发挥作用，参与脏腑“裨补造化”之

一功，使生命生生不息。其中，肾

中命门之火是相火之源，而三焦为

相火之用。相火发于命门，游行三

焦，恒寄于肝胆、心包、脾胃诸脏腑

之间，其病理性之火，“亦随脏而

见”（《医灯续焰》）。《内经》说：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天运当

以日光明”，人之君火当亦明于上，

则相火宣行君火之令，而守位察

命。故《医宗金鉴》曰：“君火……

君主一身之火。相火……宣布一

身之火”。君火用无形，赖相火之

行乃施，相火辅助君火用事，君火

旺则相火旺，君火衰则相火亦衰。

君火对相火有调控作用，能够激发

或裨补衰弱的相火，也可抑制过亢

的相火，使相火处于动而有常的平

恒状态。君火通过调控相火之功、

之行以及相火量度、强度而参与脏

腑组织的功能活动，以适应体内外

环境的变化。君火对相火的调节

作用常无形迹可征，有如神明，故

有“君道惟神，其用在虚，相道惟

力，其用在实”之说。君火为相火

统帅，相火为君火之根基。

君相之火间相通，互相资生，

互相制约，彼此协调，一上一下，互

相配合，共同温煦脏腑，推动机体

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火分君相实

际上强调君火对相火的调控作用。

君火既然是神志之火，相火受

君火调控，则易受七情扰动。“心，

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

相火易动。人心听命于道心，神不

安而欲火妄起，相火随之妄动，煎

熬真阴，为五脏之贼”。“心神扰

动，君火妄起，相火制之亦难。”君

相之火动而有节，则助本脏之气生

化之用，若动不和而妄起，则少火

成为有害之“壮火”、“邪火”。人

体脏腑与脑等内脏功能活动是体

内产热的主要来源。君相火作为

体内一种活性很强的物质在三焦

脏腑间游行生化，参与机体的新陈

代谢，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

和热能的主要来源。对于体内产

热和散热间的平衡调节，体温的恒

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君相火

功能紊乱，常导致热量过度产生或

调节失常而导致发热。

２　营卫与君相火关系
气行有常是火动有节的保证。

故戴元礼说：“气属阳，动作火”。

气郁则火郁，“以捍卫冲和不息之谓

气，扰乱妄动常即谓火”君水汐神春

冬冰，营平汐君冰丰冬神气。君相

之火宣行，通过营卫流布发挥作用，

赖营卫气顺为度。营卫外护于体

表，固密温煦腠理，复行于里，参与

脏腑生化，周流一身，脉内脉外，营

卫相随，阴阳已和。若七情交攻，气

机乖戾失常，则抑遏为郁，君相之火

亦郁遏不行。

人身阳气之源为君相之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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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阴气之源为血与水。“君火之

下，阴精承之，相火之下，水气承

之”。君相火以营卫为使。君火入

于脉中，资生营气，泌津液化血。

相火走于脉外，资生卫气，以津液

用事。火与精血津液等物质既相

生相养又相制，君相火妄动亦可因

阴亏血少而妄动。

“血气已和，营卫已通，精神乃

具”（《灵枢·天年》），营卫是神志

活动的物质基础。营气相对于卫

气而言精专柔清，随血行到达效应

组织发挥作用。而卫气与营气一

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在脉中运行，

其速度不受脉管血行速度的制约，

这与卫气的悍滑疾特性有关。

《素问·气穴》曰：“孙络三百六十

五穴会，以通营卫”，“节之交，三百

六十五会，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

卫气虽不在脉管中运行，但仍是循

经的，与营气相随，“卫气先行皮

肤，先育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

平，营气已满，而经脉大盛”，营卫

在络脉脑穴（节）中汇聚交靖气化，

引起效应组织的变化。营卫在脉

管内外的状态、作用与神经体液因

子的作用状态和方式极其相似。

营卫的作用体现了神经体液因子

对机体各系统生理功能的调节作

用。心神通过脉内外运行的营卫

之气对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进行调

节。营卫畅流不滞是心神正常的

先决条件，也是君火宣行发挥调控

相火作用的基础。心神通过营卫

之气运行周身而发挥调节作用，故

《内经》曰：“因于寒、欲如运枢，起

居如惊，神气乃浮”，这是神所主营

卫阳气卫外抗邪的作用。神健则

营卫气血和调，卫外抗邪能力亦

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营卫

相谐行于经脉内外，作为传递感觉

信息的载体，内至脏腑，外至肌表。

营卫虚衰，常导致心神“任物”功能

减退，肌肤的感觉异常，《素问·逆

调论》“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

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血

运行顺，营卫通利，有助于脏腑的

生理活动，情乱其神，则心神不安，

七情动神，首先影响的即是营卫气

行，故《素问·举痛论》：“百病皆

生于气，……喜则气和志达，营卫

通利，故气缓。悲则心系急；肺布

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

在中，故气消。寒则腠理闭，气不

行，故气收，热则腠理开，营卫通，

汗大泄，故气泄……”。最终脏腑

气血应之而乱，使脏腑气血阴精受

损，君相之火亦失涵养制约而妄

动。“营卫和则神安”，否则，“精

神不进，志意不治”，“营卫不可复

收”，而病不愈。

丹溪云：“火内阴而外阳，主乎

动”，又云：“火为造化生息之机，不

能不动，第不可妄动。”可见，火以

恒动为常，为顺。火不可妄动，但

又不可不动。故君相火必须以疏

通泄畅为先决条件。火是气的动

力和温煦作用的源泉，“少火生

气”。但火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火

之动，赖气之行。气之行即营卫在

发热中的意义。发热是人体产热

与散热间失衡的表现。发热之因

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营卫失和是

导致发热的中间环节。卫气能温

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汗孔的开

合。同时，“卫行脉外者，其气交感

于脉中，营行脉内者，其气交感于

脉外，阳津阴液，交相感触，而又合

之以大气，谷精渐以变化，温度籍

以保存”（《中国医药汇海》）。营

卫二者相互协调，才能维持汗孔的

正常开合，体温的恒定。营卫气化

是体内能量的来源之一，在体温调

控中有重要意义。君相之火参与

内脏的新陈代谢活动，是体内产热

的主要来源，而机体的主要散热途

径是汗孔的排汗，君相之火通过营

卫之气的流布开启膜理汗孔达到

体内产热和散热间的平衡。否则，

营卫失常往往是腠理玄府不通，开

合失度，热量不得泄越，而引起发

热。《内经》所论发热尤其重视营

卫病机，如《灵枢·痈疽》“营卫稽

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涩而不行，不

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

行，故热”。又曰“上焦不通利，则

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

气不得泄越，故外热”。“孙络三百

六十五穴会，……以通营卫，营卫

稽留，卫散营溢，气竭血著，外为发

热，内为少气。”无论是湿邪、寒邪

还是瘀血痰浊均可影响营卫之气

而发热。至于内伤之发热，亦不离

乎营卫一环。《诸病源候论》指出

“夫患热者，皆由血气有虚实，……

营卫不调，致令阴阳痞塞。……阴

气虚，阳气实，故身体五脏皆生热。

《内经》论“阴虚生内热”的病机系

“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

熏胸中，故内热”，营卫非谷不化，

营卫之流通赖胃土之资。谷气不

盛，营卫虚馁。谷气不行，营卫出

入升降失宜，上焦营卫不行，下焦

营卫不通利，清浊相干，气行紊乱，

腠理玄府闭郁不得宣泄，火郁不行

热生，体温调节失常而发热。是皆

不离乎营卫。

３　气虚发热的内在机制
东垣提出的“阴火”概念，历代

医家有所争议。东垣引《素问·调

经论》：“病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

居，阴阳喜怒”。

阴火因“生于阴者”而得名，此

“阴火”之“阴”当作“内伤”之义，

即指内伤之火。然此火又系何火？

东垣指出“心火者，阴火也”，“夫

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涩，七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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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故也”，此系神志不安引起的君

火妄动。由于“心不主令，相火代

之”，君火引起调控相火的作用功

能紊乱，相火失于调控而妄动，故

此“阴火”是内伤引起的君相火妄

动所致的“邪火”、“壮火”。由于

相火随脏腑所寄，其病亦随五脏而

见，故有肝火、肾火、心火等别指。

《内外伤辩惑论》曰：“惟阴火

独旺，上乘阳分，营卫失守，诸病生

焉”。《脾胃论》又云“脾证始得，

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

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

生寒热。此阴火上冲，脾胃之气下

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

不行，则无阳以护营卫，则不任风

寒”。其论皆不离乎营卫。东垣引

《难经·三十六难》说：“水去则营

散，谷消则卫亡，营散卫亡，神无所

依”，又云“血不可不养。卫不可不

温，血温卫和，得尽天年”，是皆注

重血中营卫耳。盖营卫之流通变

化责之胃土之资，少阳肝胆主枢，

故行升发之气于上焦，助中焦脾胃

以化营卫，至上焦心肺转输营卫于

肌表阳分，营卫布行，腠理玄府开

合有度，气血津液调和，火温气和，

体温恒定。“脾乃营之本，胃乃卫

之源”，若脾胃伤则不输其谷气，而

营卫不得受谷气充养，于是气日以

削。脾虚谷气不得升举以充上焦，

上焦主行营卫，谷气不充则卫虚营

竭，肌表营卫失和，汗孔开合失度

而发热，内之营卫之气虚，升降不

得，郁滞于血脉之中，相火亦不得

宣通，郁而不能泄越，“阴火得以乘

其土位”而发病，若日渐煎熬，血气

亏少，则心失所养。故王履《医经

溯徊集》曰：“胃不能纳而谷气衰

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

焦不行，上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

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两者之

间，故胃气热，……但气有郁则成

热耳”。水谷人胃，营出中焦，卫出

下焦，营卫因脾胃虚弱而虚滞于血

脉中，盖“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

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

生”，“诸阳气根于血脉之中”，故

东垣指出“火乘土位，……系阳气

衰弱不能生长”，“夫脾胃不足，皆

为血病。”而血脉内外营卫郁滞不

行，则君相之火亦不得宣行通畅，

遏伏脾土血脉中。脾虚气陷是导

致发热的内在原因，营卫失和则是

中间环节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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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８页）
表论文后引起了学界关注。其检

测法是：点燃线香或用测定仪靠近

井穴或背俞作来回移动以观察患

者感知热度的距离、时间和左右差

等，作为诊断虚实的依据，进而施

以针刺补泻以治疗疾病，其所用热

源与艾条不同，所用俞穴亦异，是

以“静态型俞穴”为主，且未提及灸

法得气之说。

４　电测法　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新兴的检测法。即用皮电测定仪，

通过电流在体表的检测，初步发现

了经穴具有较高的导电性—低电

阻，于是认为腧穴具有低阻抗特

性，即所谓良导点。近年来有人用

各种经穴测定仪于耳穴找敏感点

针刺诊治高血压、急性扁桃腺炎

等，有较好作用。《中华外科杂志》

１９６１年１期报道福建省立医院外

科治急性阑尾炎，用经穴测定仪在

鼻翼沟处发现敏感点后施针刺，有

较满意效果。虽然这种检测法目

前似有被冷落现象，但其继续研究

价值仍然存在。

以上是目前对动穴检测的四

种主要方法。应当说这些检测法

大多比较原始粗糙，精度不够，检

测设备工具指标方法有待进一步

提升其精准度，以期在临床诊断治

疗上发挥更大作用。至于其它声、

光、磁等物理、化学、生物检测法，

也有待探索与发现。

动穴检测定位，必然涉及腧穴

面积、数量及针刺深度角度等问

题，每一腧穴覆盖面、广度究竟多

大？目前尚无量化指标。但据临

床应用，则有点、片、线之异，所谓

点，则非常局限，如少商距拇指内

测爪甲角一分；所谓片，范围应较

大，如拔罐直径可有数公分；至于

“线”，则如用皮肤针，在经络线上

下叩刺，可达数十公分甚至更长。

至于动穴数量，因体表面积竟究有

限。假设以一体态魁梧成人的体

表面积为二平方米左右，每穴占

０５公分计算，那么将全身排满也
就几万之数，即已爆满，再多则针

插不进、水泼难入了。故应是有限

的。再是目前所说的腧穴定位，乃

指体表而言。其深部定位，究竟到

达何处，也须用解剖组织学名词准

确表述。因为表层定位不等于深

层次定位之故。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人认为力敏点适用针治，热敏点

适用灸法，各种检测治疗工具与适

应范围之间究竟有无特定联系，有

待观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