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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土五行探析“四季脾旺不受邪”在
治未病中的意义※

张思静 1，2 陈淑娇 3▲

摘 要 脾的功能强健，是保证人体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文中基于中土五行学说阐述脾主四

时、脾养四脏，以及脾通过化生气血、调节气机来实现“常以四时长四脏”。一年四季，脾气健运，化源

充足，五脏得养，则正气存内，腠理固密，御邪于外，即“四季脾旺不受邪”，对中医治未病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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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五行，来源于古人对方位和季节认识的“河

图”，是指土居中央，而木、火、金、水分别位于东、南、

西、北四方［1］，即“中五立极，临制四方”的五行模式。

在此模式中，脾土占主导地位。“四季脾旺不受邪”出

自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意

为脾气旺于四时，健运得当，化源充足，脏腑气旺，则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现了脾胃对维持机体健康

的重要作用，这与中土五行思想不谋而合。依据中土

五行，脾胃属土，居中央，应四时，养四脏，脾气升、胃

气降为脏气升降之枢［1］。

1 中土五行与脾主四时

关于脾之主时，尚有两种说法：①脾不主时（脾主

四时）。《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

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

不单独主一个季节，而是分主四时之中“各十八日”，

蕴藏于四季，居中央灌溉、滋养余四脏的生长。②脾

主长夏。《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主春，心主夏，脾

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王冰注云：“长夏，谓六月

也。”长夏是一年的中间，即湿热最盛的农历六月［2］，

体现了“脾居中央”的思想，也符合脾脏喜燥恶湿的生

理特性。这两种说法虽不同，但并不矛盾，且都与中

土五行“脾居中央”的思想相对应。故可总结为脾主

四时，助四脏生、长、化、收、藏，在长夏之时发挥着更

明显的作用，使人体更好地适应自然变化。将五脏与

四时相对应，意在表明人与天地相通应，体现天人合

一，法于自然的思想［3］。中医学还依据中土五行模式

构建了“左肝右肺，心上肾下，脾居中央”的四时五脏

阴阳理论体系［1］，丰富了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2 中土五行与脾养四脏

2. 1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

“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国

语·郑语》亦说：“土与木火金水杂以成百物。”可见，在

万物生成中，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学认为，气血冲

和是维护人体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其主要依赖于水

谷精微，而脾胃为“仓廪之官”“五脏六腑之海”，脾主

运化，胃主受纳，共同运化和产生水谷精微，化生气

血，故称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根据中土五行模式，

脾居中央，凌驾于其余四脏之上，要转输水谷精微至

其他四脏，充养全身。其余四脏的气血津液都来源于

脾，故脾必为气血津液生化之源。且脾不仅生血，亦

统血。《金匮要略编注·下血》曰：“五脏六腑之血，全赖

脾气统摄。”脾的主导地位可见一斑。脾居中央，土生

万物，脾为精气血津液的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与四

时四方无配，故《素问·玉机真脏论》称脾为“孤脏”［1］：
“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

2. 2　脾胃为脏气升降之枢　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二

者为脏气升降之枢纽。脾脏生化气血津液，转输水谷

精微，布散四周，充养全身。脾气在这生化转输的过

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清代黄元御在前人的基础

上完善了中土五行学说［4］，其在《四圣心源》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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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脾胃为升降枢纽的生理、病理观，重视脾胃之气的

升降合宜，主张“中气之治”“一气周流，土枢四象”［5］。

中医以中土五行模式强调了中央脾土的重要性，认为

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脏腑之气有赖脾土而升降流

转。《素问·刺禁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脾为之

使，胃为之市。”张琦在《素问释义》中对此句解释为：

“中枢旋转，水木因之而左升，火金因之而右降。”说明

了脾胃的“转枢”之用［6］。正是脾胃在脏腑间发挥着

枢机调衡的作用，心气才能推动，肺气才能宣降，肝气

才能疏泄，肾气才能蒸腾气化［7］，气机升降出入正常，

机体才能维持内部的动态平衡状态。

3 “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治未病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

未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则很好地体

现了“治未病”这一思想，还表明了“实脾”是治未病的

关键，这与“四季脾旺不受邪”有异曲同工之意。治未

病可从扶正气和防邪气入手［8］，二者均离不开脾的作

用。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人之内气是元气也，

气和则为正气。《奇效良方·宿食内伤门》记载：“脾胃

一伤，则真元之气败坏，致生诸虚百疾而夭人寿。”说

明脾胃与元气密切相关［9］，脾旺则正气充。脾主肌

肉，脾气健运，则气血旺盛，充养肌表，肌肉健硕，腠理

固密，防外邪由肌表而入。并且，卫气营血作为人体

抵抗外邪入侵的物质基础，二者均赖脾所化生，因此

认为，脾在防治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杂病源流犀

烛·脾病源流》言：“盖脾统四脏……四脏有病，亦必待

养于脾……脾气绝，四脏不能自生。”可见，脾胃有损，

不能濡养四脏，则五脏不安［10］。在治疗他脏病变时，

也要兼护脾胃，脾旺则他脏方能安定。《脾胃论·脾胃

盛衰论》云：“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现代研究发

现，脾主升清、运化、生血的功能可促进人体新陈代

谢，维持生理平衡。脾还与免疫系统密切关联，脾不

旺时，免疫力下降，大大增加了患病的概率［11］。综上，

脾旺是治未病的关键点。

中土五行模式下的“四季脾旺不受邪”还应注意

建立整体性的调理模式，不能忽视其他脏腑。人是一

个整体，五脏六腑亦是一个整体，环环相扣，相互影

响，只是脾土的生理功能，在协调机体的阴阳动态平

衡中，扮演着“总指挥”的角色，发挥着统领、协调的重

要作用，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所以，在

治未病或治已病时，不可仅着眼于已病的一脏，应五

脏并重；调治其他四脏病变时，应注意兼顾脾胃。未

病先防要顾护脾胃，既病防变要复脾健运，瘥后防复

要补养脾胃［12］。调护脾胃既可服用调养方药，也可进

行非药物的健脾疗法，如药膳、茶饮、艾灸等。通过调

理脾胃、补益中焦等治法来滋补元气，强固卫气，充养

肌肉，增强体质，防微杜渐［9］。此外，调理脾胃还要顺

应四时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三因制宜，整体调控，如

“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

食脾”。

4 结语

脾为后天之本，元气之母，主运化水饮谷物，化生

营卫气血，转运脏腑之气，居中央，主四时，灌四傍，养

四脏［13］，故脾旺则气血冲和，营卫调和，阴阳自和，百

病不生。《黄帝内经》中“脾者土也，治中央”“脾为孤

脏，中央以灌四傍”等重视脾胃的记载，就是中土五行

思想的体现。中土五行理论合理地解释了“四季脾旺

不受邪”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养

生思想在中医治未病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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