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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枢四象”理论指导下的不寐证治※

● 戴瑜娉 谢雪姣▲

摘 要 人之寤寐，主要责之于阴和阳，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与人之寤寐密切相关，阴阳任何一

方发生改变而打破“阴平阳秘”的状态则易发为“不寐”。清代名医黄元御先生集毕生所学，将《伤寒

论》《内经》及《道德经》等著作理论相结合，首创“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理论指导诸疾证治。在该理论

体系中，黄氏认为中气动则化生阴阳，阴阳又可分论为五行，即阴阳五行一体观，而人作为自然宇宙

的一部分，生理活动同样遵循着这个规律。此理论充分彰显了中医辨治的特色和优势。本文将从

“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理论出发，探讨不寐的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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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在祖国医学中被称为“不

寐”，常见于诸多疾病的并见症。

我国约有45.4%的人在近1个月内

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失眠障碍［1］。

现代医学在治疗上除了镇静、催

眠、抗焦虑之外并无它法，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及毒副作用［2］。

清代名医黄元御先生通过对

诸多文化著作的研习，著成《四圣

心源》一书，通过太极、阴阳五行将

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进行

整合，又结合“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首创“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理

论。正如《吕氏春秋》的“圆道观”

所述，天地万物都在如环无端的圆

周运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人是

自然“圆运动”下的一个独立的小

宇宙［3］。笔者翻阅相关资料，关于

“不寐”证治多从阴阳、营卫、脏腑、

气血津液辨证，然不离“土枢四象，

一气周流”之五行一体观，故本文

试从该理论出发，探讨“不寐”的

证治。

1 “土枢四象，一气周
流”的涵义

黄氏认为，生命起源于宇宙混

沌未开之时的“祖气”，清阳飘荡向

上，浊阴沉降向下，阳中浊阴下而

为地，阴中亦有清阳上而为天，交

感生万物。《素问·六微旨大论》云：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

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

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4］阴阳二气升降出入决定了

万物的发生发展，而“中气者，阴阳

升降之轴枢”，中土之气正是这阴

阳升降之轴枢。

《四圣心源》云：“土为四维之

中气，木火之能生长者，太阴己土

之阳升；金水之能收藏者，阳明戊

土之阴降也。中气旺则戊土转运

而土和，中气衰则脾胃湿胜而不

运。”［5］76黄氏将中土分为阴阳二

土，阴土为脾，性湿，阳土为胃，性

燥，二者燥湿相济、升降相依，共同

维持着中土的枢机功能。“己土上

行，阴升而化阳，阳升于左为肝，升

于上为心；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

阴降于右为肺，降于下为肾，肝属

木而心属火，肺属金而肾属水，是

人之五行也”［5］5，水性寒居于下，阴

极生阳，故阴水之中自有一番温暖

的阳气使肾水不寒，随着己土左旋

上行，此中轻清之阳气温而上行，

形成了微温的肝木之气，继续向上

则温而化热成火热之心气；火居于

上，热极生寒，故其内自有一番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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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之气使之热中有清，随着戊土的

右旋下降，此中浊阴能成凉降之肺

金，继续向下则降敛成肾水之寒

气。脾胃在中，动生四方而居五行

之中，五行又应人之五脏、五体、五

华等，如腠理应之肺，筋、肉分别应

之肝、脾，血液及脉管应之于心，骨

髓应之肾。“一气周流”即中土带动

下的五脏之气的环周运动，然“分

而名之，则曰四象，合而言之，则曰

阴阳，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合而言

之，不过中气之变化尔”［5］2，中气动

而化生阴阳，阴阳又可分论为五

行，即五行实为一体。

2 不寐的病因病机及
证治

《灵枢·大惑论》云：“夫卫气

者，昼日常行于阳，夜交于阴，故阳

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6］卫阳行

于外固护体表，营阴行于内濡养五

脏六腑，营卫二气也可以理解为阴

阳二气，故阴阳平衡被打破或结合

位点出现问题是失眠发生的主要

病因，阳气在适宜的时机无法与阴

气交会为基本病机。黄氏强调了

一身以中气为枢轴的气机流通的

重要性，中土衰败则转枢不利；左

路升发不畅则为血气病如瘀血、血

逆等；右路不降则生气病，心火不

下济、肾水不上达则失交。“土枢四

象”即木金火水四象，应东西南北

四方、肝肺心肾四脏、四季四时，故

从天人相应的角度出发，中土及四

象病变都可引起失眠。

2. 1 东方肝木郁 肝主一身气机

舒畅调达，郁则易化火、伤津、动

血。气郁则血行不利，日久成瘀碍

新血生成，血虚则生内热，虚热扰

神则失眠。仲景的失眠方——酸

枣仁汤正是针对此病机而立。《金

匮要略》曰：“虚劳虚烦不得眠，酸

枣仁汤主之。”［7］方中重用酸枣仁，

酸甘质润，养血除热；知母润以养

阴，味苦性寒以除热；更是用到了

川芎以行肝气，使肝气条达，则左

路得升，一身气畅；配茯苓及甘草

降右路以安神。诸药合用，共奏养

血除虚烦之效。

2. 2 西方肺金滞 金本凉降，随

着戊土右旋而降，居右侧属阳，故

右路不降即阳不入阴则不寐。《内

经》中被誉为“千古失眠第一方”的

半夏秫米汤正合此病机。方中半

夏因“半夏而枯”而得名，是以有交

通阴阳之功；秫米味甘而性凉，能

养阴和营，助半夏从阳入阴，阴阳

交通则寐矣。

2. 3 南方心火炎 心血足则神自

安。肾水不上济于心，心火则易亢

奋（燥）；又或是患者平素性情急

躁、过食辛辣，均易致心火上炎，进

而出现躁扰不宁、不得眠睡等症，

仲景常以黄连阿胶汤、栀子豉汤等

方清热除烦安神。《伤寒论》云：“少

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

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8］88方

中芩连清南方之相火；阿胶色黑入

肾滋少阴肾水；芍药、甘草酸甘养

阴。诸药合用，共奏滋阴降火除烦

之功。又云：“发汗吐下后，虚烦不

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

憹，栀子豉汤主之。”［8］153方中栀子、

淡豆豉均可清上焦火热兼发散郁

热以助睡眠。

2. 4 北方肾水寒 肾居下焦，为

一身阳气大主，陈士铎认为肾为命

门，内寄命门之火且藏相火，犹如

人之釜底之薪，生成阳气通过三焦

膀胱散布体表、推动生命活动进

行。故肾水寒则阳虚，无力入阴发

为不寐。《伤寒论》云：“少阴之为

病，脉微细，但欲寐。”［8］86肾阳亏

虚，无力与阴寒之气相争，故表现

为一种欲寐不寐的机能低下状态。

又云：“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

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

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

汤主之。”［8］40太阳病误下伤阳，虚

阳上扰心神而失眠，方中用干姜、

附子等大辛大热之品以破阴回阳，

使阳复归于阴而入寐。

3 临床心悟

“祖气”分阴阳，气化生五行，

故“一气周流”即五行一体观指导

疾病的治疗更为系统详尽。阳出

于阴则作，入于阴则眠，阴阳平衡

被打破或结合位点异常是不寐发

生的根本病因病机。阴阳本是相

对而言，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左路起

到兴奋的作用，而右路起到抑制的

作用。对于“不寐”的临床治疗，应

遵从左右二路本身的特性以及患

者自身情况，注重中土的升降功能

及一身气机的流畅。临床上常用

以治疗失眠的方剂“柴胡加龙骨牡

蛎汤”，笔者认为正是顺左路升发

之势兴奋了左路（柴胡、黄芩、桂枝

等）、顺右路沉降之势抑制了右路

（龙骨、半夏、川军、丹铅、牡蛎等），

并用到了茯苓、人参、姜枣健运中

土以起枢轴之功，整个组方充分体

现了“一气周流”的思想。又如黄

氏所创的“金鼎汤”用以治疗惊悸

失眠，在组方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一

治疗原则。黄氏认为世人多为“水

寒土湿”，所以在此体质基础上，用

健运脾胃而祛湿的茯苓、甘草组

合，以半夏降胃气（右路），桂枝助

肝木升发（左路），芍药养阴柔肝清

少阳胆火（右路），加牡蛎、龙骨以

蛰阳根（左路）。

4 案例分析

李某，女，38岁，2019年 12月
24日初诊。主诉：入睡困难 1年
余，加重 4个月。患者因琐事烦恼

致入睡困难，甚至可持续数日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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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或眠浅易醒且难以复睡，精

神可，喉中有痰，口稍干苦，怕冷

风，舌淡红，苔薄黄腻，脉细滑。西

医诊断：睡眠障碍。中医诊断：不

寐，证属痰火扰心。予半夏厚朴汤

合黄芩龙牡汤加减，药用：法半夏

15 g，厚朴 10 g，茯苓 30 g，茯神

20 g，黄芩10 g，生龙牡各30 g（先

煎），生姜3片，大枣15 g，7剂。

2020年 1月 1日二诊：睡眠改

善，其中有 2天可睡 2～5小时，心

烦郁闷，形寒畏冷，月经后期，伴有

乳房胀痛，舌淡红，苔薄白腻，脉弦

细。证属肝郁化火，予以柴胡加龙

骨牡蛎汤合白金丸加减，药用：柴

胡 15 g，桂枝 10 g，茯苓 50 g，黄
芩 10 g，法半夏 10 g，人参 10 g，
煅龙牡蛎各 30 g，白矾 0.2 g（兑

服），郁金15 g，7剂。

2020年 1月 8日三诊：睡眠明

显改善，情绪明显好转，舌淡红，苔

薄白，脉弦细。续以柴胡龙骨牡蛎

汤合百合乌药汤加减善后，药用：

柴胡 15 g，桂枝 10 g，茯苓 30 g，
百合 30 g，乌药 10 g，黄芩 10 g，
党参 10 g，法半夏 10 g，煅龙牡各

30 g，熟大黄3 g，5剂。

按 失眠之症，不外乎虚实两

端。虚则心神失养发为失眠；实则

气血津液运行受阻，阳不入阴故失

眠。本案患者因情志失调而致失

眠，是典型的气机郁滞之证。查患

者皮肤腠理致密，虽彻夜不眠而精

神尚可，说明实证无疑。患者肝木

不舒从阳化火，热灼津液成痰，故

初诊见喉间有痰，治以半夏厚朴汤

并得龙骨、牡蛎助力以降右路，辅

以黄芩清少阳之火以舒畅肝木，全

方左右二路兼顾，重以降右路以化

痰、引阳入阴。复诊睡眠好转，继

续予以主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

减调理善后，方中柴胡升肝木，黄

芩清少阳火，半夏、龙骨、牡蛎降右

路，党参、姜、枣、甘草健运中土带

动一身之气机流通，故三次服药后

失眠等诸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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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反过来神气足则五脏调顺，

心安而能眠，脾安而能食，肝安而

气能升，肺安而水气畅，肾安而精

自足。胃气之于患者疾病的发生

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重病者更是

直接关乎生死，如“失神者亡”“无

胃气则死”。本文从神和胃气两个

角度对临床胃气衰败失神患者的

治疗进行了探讨，以期对临床有所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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