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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病 浅 识

● 王　晶　林晓峰▲

　　摘　要　逸病是由于饮食不节、居处安逸或是脑力过逸等原因引起以气机郁滞、阳气不伸为主所导
致的一类症状或疾病的总称。逸病的病证特点为虚实参见，治疗原则为“逸者行之”。

　　关键词　逸病　源流　病因病机　病证特点　治则

　　逸病最早见于《内经》，但其后
许多医家都忽略了这个“逸”字，甚

至出现了将“饥饱劳逸”改为“饥

饱劳役”的说法。本文试从源流、

病因病机、病证特点、治则等方面

对逸病进行探讨。

１　源流
“逸”为会意字，《说文解字·

!

部》：“逸，失也。从
!

、兔。兔谩

皒善逃也。”“逸”的本义为逃跑，如

《左传·桓公八年》云：“战于速杞，

随师败绩，随侯逸。”后由超脱劳苦

引申为安闲、安乐，如张衡的《东京

赋》中云：“为之者劳，居之者逸。”

刘完素在《伤寒直格》中指出：“逸

……乃逸豫怠惰而生病也。”“逸

豫”指闲适享乐，“怠惰”为懒惰、不

勤奋。因此逸病中的“逸”是指安

逸享乐、懒惰松懈。逸病即为由于

安逸享乐、懒惰不勤奋而引发的各

种疾病。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逸

者行之”，李中梓在《内经知要》中

论析：“逸，即安逸也。饥饱劳逸皆

能成病，过于逸则气脉凝滞，故须行

之。”《金匮要略》中提到：“问曰：血

痹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

肌肤盛，……，遂得之。”《金匮要略

广注》对“尊荣人”的解析为：“尊荣

人，颐养太过，起居安逸，不耐疲劳

者。”因此可知过逸可导致血痹的发

生。此外，陈无择认为疟病的病因

中包括饥饱劳逸。张子和也认为饥

饱劳逸是人体产生疾病的重要病

因。上述医家皆提到“逸”，但未以

疾病而论之。逸病首次作为病名提

出见于陆九芝的《世补斋医书》。

陆氏指出逸病的症状特点为“闲暇

则病，小劳转健。有事则病反却，即

病亦若可忘者。又有食后反倦，卧

起反疲”。认为逸病乃是“阳为阴

遏之病，不是阳虚，亦不是阴虚也”，

病位在脾，提出治法以“行湿健脾、

导滞理气”为主，提倡运动导引，认

为“动则谷气易消，血脉流利，病不

能生”，极大地丰富了逸病的内涵。

２　病因病机
《素问·血气形志篇》中指出

逸病的病因病机为“形乐志乐，病生

于肉”。《类经》注：“形乐者逸，志

乐者闲。饱食终日，无所运用，多伤

于脾，脾主肌肉，故病生焉。”其中

“形乐”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饮食

不节，即平素奉养过度、嗜食肥甘厚

味，或恣食生冷酒食，或饮食不规

律、饥饱无常等；二是居处安逸，如

久坐久卧、不喜运动，生活不规律、

晚睡晚起等。“志乐”即为脑力过

逸，如不善思考、贪图享乐、缺乏健

康的兴趣爱好等，这些因素都可以

导致逸病的发生。逸病的基本病机

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气机郁滞。

《医学入门》云：“逸则气滞。”安闲

逸豫则人体之气失于畅达，气机郁

滞则出现相应部位的胀满、疼痛。

气滞则血行不利、水谷津液输布不

畅，继而出现瘀血、食积、痰饮水湿

等病理产物。二是阳气不伸。久坐

久卧、不运动锻炼则阳气失于振奋，

不得外伸则出现动则气喘汗出、精

神疲惫、体倦乏力等表现；或是饮食

不节、恣食生冷则损伤脾阳衰、失于

温运则出现腹胀冷痛、畏寒肢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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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溏泻等症状。

逸病的病位主要在脾。《世补

斋医书·逸病解》云：“逸之病，脾

病也。”王孟英也认为“过饱则脾

阻，过逸则脾滞。”饱食终日，无所运

用则脾气困滞、运化输布失职，精微

不能上充而流注于下，使得上不得

精微的充养而出现眩晕健忘、精神

萎靡；中有水谷停滞而出现脘腹胀

满、食滞纳呆；下有精微下注则出现

大便溏泻。此外，《内经》中提到

“久卧伤气”，杨上善指出：“久卧伤

肺，肺伤则气伤也。”久卧则耗伤肺

气，影响肺的宣降、卫外等功能，出

现气短而喘、自汗等虚弱证候。《洞

天奥旨》云：“富贵之家，所食者燔

熬烹炙之物也，居处安逸，姬妾众

多，未免逸则思乐，乐则思淫，……

肾水亏涸，水去而火必动，火动而水

更衰，必至阴阳两亏。”富贵之人贪

图安逸享乐、情欲妄动、房事不节，

导致肾阴亏虚，日久阴损及阳则出

现阴阳两虚。综上可知，逸病初期

多为实证，一般以脾胃积滞为主，日

久由实转虚，出现肺肾亏虚的表现。

３　病证特点
过逸可引发多种疾患，逸病的

症状也是多种多样，因此逸病实为

一类疾病的统称，其病证特点为虚

实参见。虚证方面，《望诊遵经》中

提出：“逸则多弱。”过于安逸则气

血不畅、阳气不伸，使得人体脏腑机

能减退、体质虚弱、易于外感。正如

《金匮要略》中血痹即为“尊荣人，

骨弱肌肤盛”得之。安逸享乐之人，

外表虽看似强壮但实为内里空虚，

因此易受外邪侵袭引发血痹。又如

《杂症会心录》中提到阴暑即为“富

贵安逸之士”不避风寒、恣食生冷、

脾胃虚寒，“内空虚而外寒乘之。”

实证方面，安闲逸豫则气机郁滞，出

现局部的胀闷疼痛。气能行血、气

滞则血行不畅、气滞血瘀从而导致

难产。正如《冯氏锦囊秘录》中提

到：“（难产）因安逸，……久坐、久

卧，则气不运行，血不流顺，胎亦呆

滞而不活动矣，故令产难。”《针灸

逢源·中风论》提出：“富贵之人。

身既安逸。……阳气愈遏不舒。加

以浓酒厚味之热挟郁阳而为顽痰，

闭塞经络，一旦卒然而中。”阳气郁

滞于内，化热生风，加之肥甘酒肉之

秽浊，凝聚成痰、闭阻经络则出现中

风。此外，安逸之人多奉养过度、嗜

食肥甘，多可出现食积、留饮等症

状。正如《普济方》云：“膏粱之人，

起居闲逸，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

致中脘留饮，胀闷痞塞。”

近年来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

现代都市病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

许多医家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病的

见解，更有人提出了“都市逸病综合

征”的概念。那本文的逸病与都市

逸病综合征是否等同呢？其实二者

有共性也有区别。就共性而言，二

者皆属于“综合征”范畴，即都不是

一种独立的疾病，往往可以出现多

种疾病或症状。就区别而言，本文

的逸病范畴较大，除包含都市逸病

综合征之外，还包括由于脑力过逸

引发的症状疾患。现如今电脑、计

算器等电子设备逐步参与到人们生

活工作中，改变其生活及工作方式，

使得人们过度依赖而缺乏思考。加

上人们在生活中贪图享乐、缺乏健

康的兴趣爱好等，都会导致人们缺

乏应有的脑力活动，从而出现反应

迟钝、健忘等症状，引起相应疾病的

发生。现代研究表明长期不善思考

的人大脑内活性物质水平降低，大

脑功能呈渐行性退化，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生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４　治则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

“逸者行之”为逸病的治疗原则。

徐春甫解析：“过乎安逸，气血凝滞

而成病者，使之行动，以道其阻也。”

治疗方面包括药物治疗及非药物治

疗。药物治疗对于过逸导致的疾病

古代医家多治以行湿健脾、导滞理

气之法，并佐以活血化瘀、化痰消积

等。如《普济方》中提到木香导饮

丸用于治疗“膏粱之人，起居闲逸，

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致中脘留

饮，胀闷痞塞。”非药物治疗包括饮

食调摄、勤于动脑、针灸推拿、运动

导引等。其中，古人十分重视运动

导引，发明记录了如五禽戏、太极

拳、天竺国按摩法等各式导引方法。

《西山记》云：“久逸则导引以宣其

积滞之气。”运动导引是一种通过自

身运动锻炼来改善机体结构、功能，

使机体达到气血通畅、阴阳平衡的

治疗手段，其特点是既可调节全身

气血、也可针对某一部位强化作用，

长期效果较为显著，而且运动导引

不仅要求形体方面的锻炼活动，也

需要精神内守，从而达到内外协调、

形神合一。因此，医生应多建议患

者进行导引锻炼。

综上所述，逸病不是一种独立

的疾病，也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

逸病是由于饮食不节、居处安逸或

是脑力过逸等原因引起以气机郁

滞、阳气不伸为主所导致的一类症

状或疾病的总称。由于逸病范畴广

泛、临床表现错综复杂，因此临证时

应认真辨析病证、采取有针对性的

治疗，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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