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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医的经典《内经》里，清浊
是经常被使用的词语，几乎与寒

热、气血、阴阳一样属于基本概念，

是含义十分丰富的“元概念”。但

是，过去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

重视。

１　用清浊表示生理物质
的稀稠

　　《内经》说“浊气出于胃”，又
说“浊气归心”，认为十二经脉有清

浊不同的属性，是因为其中的血之

清浊不一样。生理状态下，清者为

营，浊者为卫。

《内经》作者认为，血液的清浊

是可以通过实验检验的，并不是理

论推测。《灵枢·经水》说：“八尺

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

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人体内

藏的坚脆，六腑的大小，储存多少

水谷，以及“脉之长短，血之清浊，

气之多少”，甚至十二经之中，各条

经脉血与气的比例，孰多孰少，“皆

有大数”，都是可以通过一定手段

检测获得。文中提到的“血之清

浊”是《内经》作者经常使用的学

术语言。

《素问·五脏别论》说六腑

“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六

腑里的“水谷浊物”就像泥沙俱下

的江河一样浑浊不清，与五脏储存

精微物质明显不同。

２　用清浊说明体液的阴
阳升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
“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

下，不能上升，就会出现泄泻；浊气

在上，不能下降，就会出现胀满。

这是因为“阳升阴降”受阻而出现

的病证。因为正常情况下，“清阳

为天，浊阴为地”，人体与之相应，

也应该“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

四肢，浊阴归六腑”。这里把清浊

与阴阳相联系，说明生理代谢时

“升降出入”的原理。

《灵枢·阴阳清浊》论述气的

清浊，说“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

而浊者，则下行。清浊相干，命曰

乱气。”其中“浊而清”与“清而

浊”，指的是清与浊之间的转化，与

阴阳之间的转化一样，清浊也可以

互化，“浊中有清，清中有浊”，二者

是变动不居的。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多处

说“清阳”、“浊阴”，而《灵枢·阴

阳清浊》却说“阴清而阳浊”，二者

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前者的清

浊，是根据精微物质的稀稠、升降

而定的，所以说“清阳浊阴”；后者

是按照精微物质的运动状态划分

的，“阴静阳躁”，因此说“阴清而

阳浊”。运用的标准不一样，形成

不同的概念。

３　用清浊说明病因病证
的寒热

　　清浊的本意是从水的清澈程
度来的，由清淡、清净的基本含义，

还引申出清冷、清虚、清静、清贫等

含义，由浑浊也可以引申出浑厚，

浊流滚滚象征着力量无穷。

《灵枢·百病始生》曰：“夫百

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

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

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

类。”文中的“清湿”，就是指寒冷

潮湿。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

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

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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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机十九条”中，关于清稀的体液

属寒性，浊稠的体液属于热性的论

述，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辨证。

《素问·气厥论》曰：“鼻渊

者，浊涕不下止也。”此处的“浊

涕”，代表热性鼻涕。

《内经》说青脉主“腰痛，足

清，头痛。”足清就是脚凉。真心

痛、厥气病，都有“手足清”的证候，

指的都是手脚凉。肾虚时出现清

厥，也是寒凉之意。血枯的病人

“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

时前后血”。出清液，就是吐清水；

四肢清，则是四肢凉。

４　用清浊说明病机
清浊是人体内液体的一个属

性，在病理状态下就可以表示病机

逆乱的原因。《灵枢·五乱》说人

在患病的时候，只要“清浊不相干，

如是则顺之而治。”清升而浊降，各

顺其道，这样的病证就容易治疗。

如果出现清气在阴（下），浊气在阳

（上），“清浊相干，乱于胸中”，病

人就会出现严重的胸闷。由于“清

浊相干”的病证，可以发生于许多

部位，如心、肺、胃肠、四肢和头颅，

因此由“清浊相干”产生的病证是

广泛存在的。

《素问·风论》说：“疠者，有

荣气热紿，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

坏而色败，皮肤疡溃。”文中把“气

不清”当做麻风病的重要原因。

《内经》认为，清气停留在下部，就

会出现腹泻；浊气停留在上部，不

能下降，就会出现胀满的病证。

人在患病的时候，“胃气不

清”，就不能输送精微物质。“浊溜

于肠胃”时，就会病生于肠胃，也叫

“浊气在中”。

５　清浊不同治疗有别
《内经》认为，针刺治疗一定要

注意气血清浊的体质差异，也要分

清因病而致的病理性清浊。《灵枢

·阴阳清浊》说：“清者其气滑，浊

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故刺阴

者，深而留之；刺阳者，浅而疾之；

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

“浊气在中，清气在下”的时候，

“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

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所

以必须掌握好针刺的尺度。

平素体壮的人，患病后容易出

现“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

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

者，浅而疾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

情况呢？岐伯解释说：“血清气浊，

疾泻之则气竭焉”；“血浊气涩，疾

泻之则经可通也。”说明气血清浊

不同，针刺的补泻手法也不相同。

针刺治疗时，有的病人“血少

黑而浊”，有的“血出清而半为

汁”。需要医生认真观察，才能治

疗无误。有瘀滞的患者，应该“两

泻其血脉，浊气乃避。”其中的“浊

气”，就是“滞气”。

《灵枢·经筋》说：“伤于热则

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清阴

气，就是清阴部的热气。后世把

“清法”列为八法之一，清肺止咳、

清头明目、清肝泻火、清心安神、清

热解毒、清热利湿等等，临床运用

很常见。

６　清浊概念的其他用法
《内经》说的“关节清利”，是

指关节灵活；要求医生诊病的时

候，应该“必清必净”，其中的“清”

是指心情平和。《素问·刺法论》

说医生针灸之前要“清静斋戒”，是

指清心寡欲；《素问·五运行大论》

说肺配西方，“其德为清”，是用

“清”来概括肺的功能特点；《素问

·五常政大论》说“肝其畏清”，就

是指肝木受肺金的制约；《灵枢·

通天》说的“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

然”，《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说金

形之人“身清廉”，其中的“清”，指

的是“清瘦”的样子；《灵枢·阴阳

应象大论》说诊脉时“审清浊而知

部分”；《灵枢·五色》的“明堂润

泽以清”，其中的“清”，都是指肤

色的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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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文化　 谚 语 中 的 中 医 药 文 化

医学谚语，大都具有哲理清晰、医理确实、思路明快、诗意芬芳的特点，不仅能使人有知识的获取，而且能给人以美妙

的享受，寥寥数语就可以把人带入充满乐趣的医药文化境界中去。为了表现其自我的价值，谚语运用和调动了各种修辞

手法。生动的比喻，是谚语中运用得最典型的手法之一：“刀越磨越快，脑越用越灵”，以磨刀的运动喻用脑的学问；“打

铁还要亲兄弟，知冷知热是夫妻”，以打铁需要的密切配合，喻夫妻间的和谐关系；艺术的夸张，是谚语中运用得最亮眼的

手法之一：“一天一口酒，能活九十九”，把酒对益寿的作用上升到九极之数；“唾沫一口，价值千斗”，把人们不经意的唾

液夸大到千斗之价。其他诸如形象的借代、亲切的拟人、逼真的摹状、鲜明的对比、巧妙的对偶、趣味的回环等手法，都在

谚语中被普遍运用。物理已成，则以物喻人；事理有说，则以事援人。一些本来枯涩难解的问题，立时就被谚语的无限魅

力软化了。难怪有人赞誉说：“好的医学谚语是科学的诗、防病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