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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帝内经》四时八风思想初探颈椎病※

丁龙龙 1，2 李 峰 1 寇龙威 1 郭珈宜 1▲

摘 要 “四时八风”学术思想与“天人合一”观念相通。临床应重视整体“大环境”对人体“内环

境”的影响，通过“天人合一”观念将“环境-经络-脏腑”等系统联系起来，形成疾病发生、发展的整体

辨证观。对于颈椎病，预防上应从整体出发，重视经络传导通路。治疗上，外部应重视疏经理络以促

进颈项部三阳经气血运行，使肝气疏泄出口得以疏通；内部应根据脏腑失衡状态辨证施治调整，使

“虚风贼邪”通过经络得以宣泄，脏腑得以平衡，可考虑以柴胡桂枝汤类方剂为代表进行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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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

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征、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称，

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1]。该病患病

率逐年上升，且日渐呈现群体化、年轻化趋势[1]。有学

者认为，其发病与不良生活习惯、心理焦虑等多种因

素有关，应尽早预防治疗[2]。颈椎病归属于中医学“项

痹”的范畴，多为风寒湿热或劳逸不当、体虚等因素致

使肌肉经络受阻，不通则痛[3]。据调查，颈椎病等相关

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并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4]。文中通过

“天人合一”观念将“环境-经络-脏腑”等系统联系起

来，从整体观念揭示颈椎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以期拓

宽对该病的诊治思路。

1 “四时八风”思想理论

1. 1　“四时八风”思想理论渊源　早在商朝便有“四

时四风”思想的雏形，而后不断完善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黄帝内经》首次对其进行了完整地论述[5]。《灵枢·

九官八风》曰：“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

主害者。”此即指出虚风可致病。《素问·八正神明论》

又曰：“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

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

见其形。”提出贼风戕人必待腠理开泄，正气虚弱之

时。《素问·金匮真言论》提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

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

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

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总结出在“天人合一”的基

础上，外部不同时间、地点所产生的“贼邪”与脏腑“内

虚”相呼应并通过经络特定部位引起人体脏腑失衡而

发病。此处虽未直接说明外部“虚风贼邪”通过特定

的“经络循行”引起人体内部“脏腑气机”紊乱而发病，

但医圣张仲景基于《黄帝内经》所提出的“六经辨证”

实质也是使药物作用于“经络通路”与“脏腑平衡”，从

侧面验证经络循行与内部脏腑的联系，为“四时八风”

思想防治颈椎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外部环境的“贼风”与人体脏腑的“内

虚”为颈部疾病发生的基本条件。与传统“内外兼治”

观念不同的是，“四时八风”思想认为“经络循行”在其

中充当联络与枢纽的作用，为内外因所联系的作用通

路。通过中医的“天人合一”观念可将此思想归纳为

“环境-经络-脏腑”作用通路，笔者认为其思想基础与

渊源便是《黄帝内经》所提出的“天人合一”观念，应从

天地运行的“大环境”通过“经络循行”的作用通路与

人体内部脏腑气机的“小环境”相呼应，内外因相互影

响成病的整体层面去理解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1. 2　“四时八风”思想理论内容　《黄帝内经》多处提

及“四时八风”，且多与“天人合一”“经络循行”“脏腑

平衡”等理念相关。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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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经有五风。”《素问·示从容论》曰：“八风菀热，五

脏消烁。”而外界环境中的八风与人体内部五脏对应

的记载则见于《灵枢·九宫八风》，即婴儿风、弱风、大

弱风、谋风、刚风、折风、大刚风、凶风，从震宫至艮宫

逐渐加强[6]。这套名称与传统的八风名称不同，笔者

认为其专指不应四时而生，通过经络循行而与人体脏

腑“内虚”相呼应，进而影响脏腑平衡，导致疾病发生

的“贼风”。

《灵枢·九宫八风》中对于“五脏腑”的论述属于典

型《黄帝内经》式排列，因为要与周围八风相应，所以

脾土不居中宫，而是位于西南，余三宫以胃、大肠、小

肠补充。五脏三腑受八风之害，并牵涉身体的筋骨肢

节，这实际是对《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述“贼风”伤人

的细化，即外部“贼风”通过侵袭相应的经络循行部

位，与相对应的脏腑呼应，导致脏腑失衡而发病。如

果人体脏腑正气充足则不会发病，即《素问·刺法论》

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四时八风”思想建立在

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发病不能单从一方论

述，必由内外因素共同所致。

此外，“四时八风”思想并非单指外邪致病，而忽

略饮食劳倦与外伤跌仆等因素，此思想以“天人合一”

观念为基础，认为疾病均为内外因共同所致。发病或

由于外部“贼风”过强引动内部脏腑失衡，或由于不良

生活习惯导致人体“内虚”（脏腑气机失衡）后受外部

虚邪贼风的呼应则更易发病。无论何为主要致病因

素，都不可忽视经络沟通内外的作用，所谓外感内伤

只有主次之分，并无是此非彼之说。

2 “四时八风”思想防治颈椎病的理
论依据

2. 1　“天人合一”观念　《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天地

合气，命之曰人”之说，阐明人源于天地，是天地所化

生，为天地自然所影响[7]。“天人合一”的主要体现为：

人与天地万物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气，以及具有

相似的阴阳五行等结构，并遵循相同的规律。《素问·

疏五过论》中“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

纪”之论，阐明医者须在了解天地阴阳变化、季节变化

规律基础上治病救人。

“三因制宜”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依据，强调人

与自然统一协调，从整体观念的角度论述人体机能及

生命活动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8]。笔者认为，应

当遵循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防

治颈椎病。如秋冬季节风寒伤于颈项部三阳经，寒性

收引，致肌肉痉挛，经络不通，则见颈项部僵硬不适，

屈伸、旋转活动受限，病变部位疼痛较甚，此类现象属

于外邪侵袭经络循行部位而致病，如此更加证明“四

时八风”所提出的“环境-经络-脏腑”观念对颈椎病的

防治有着超前的指导作用。

2. 2　经络循行理论　颈部在解剖体位承接头颅躯

干，亦为营卫之气上贯下行的枢纽部位，并伴有足少

阳胆经与督脉循行。《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风生

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王冰、杨上善等人均认为此

处“俞”不等同于“腧”，实为外感“虚风贼邪”引动肝经

经气进而输注于颈项之意[9]。春季气机升发，冬季寒

风侵袭，皆可使“虚风贼邪”侵袭肌表，留于筋肉，故

冬、春季为颈椎病第一、第二高发季节，其中冬季多以

寒风侵袭为主，而春季则多责于肝[10]。另外，经络学

说中“子午流注”观念实为以天人相应理论为指导，运

用干支配合脏腑，以干支纪年纪月纪时法，推算经气

流注盛衰开阖，依据疾病按时取穴沟通脏腑，以调理

经络改善脏腑，从而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临床上对

颈椎等相关疾病及脏腑病取效甚佳[11]，侧面证明“环

境-经络-脏腑”观念的推导过程。

颈项部按现代解剖学主要分属于胸锁乳突肌与

斜方肌区域，此区域有风府、风池等要穴。临床研究

表明，通过通督强脊“三步五法”[12]、“四步六法”[13]推

拿、项六针[14]或以子午流注取穴均能通过经络而调节

脏腑功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颈椎病患者的颈椎

活动功能，增强颈椎周围肌群的肌力，提高其肌肉的

抗疲劳能力，从而增强颈椎的稳定性。以上研究结果

均进一步佐证颈椎病的发生与“环境-经络-脏腑”观

念中所体现的外部环境通过经络影响脏腑的致病理

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目前其相关研究大多以单一的软组织病变或

经络循行为切入点，并未上升至“四时八风”所提出的

“环境-经络-脏腑”观念的整体高度，仍从局部论治颈

椎病。“四时八风”思想强调不能孤立、单方面辨证，认

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即内

外环境的循环出现失衡，外环境通过经络直接作用至

脏腑而发病[15]，运用“四时八风”思想或许是对当前颈

椎病防治的补充与完善。

2. 3　脏腑平衡理论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五脏

应四时，各有收受乎？”中国古代医家根据“四时-五
脏-阴阳”理论论述了虚邪贼风导致五脏传导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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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律。因此，笔者认为根据“四时八风”思想理论

针对相关疾病辨证施治，或许能产生更好的疗效。大

多数疾病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依照“四时八风”

思想理论的规律，因本文着重论述颈部疾病，故不在

此过多赘述。

“四时八风”思想认为，颈椎病的发病机理主要为

八节之日的不正常来风(虚邪贼风)或其他时间的“正

风”（《灵枢·刺节真邪》曰“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

又非虚风也”）侵袭体表“肝之俞颈项”，进而颈项部经

络受阻，气血瘀滞。因为经络与脏腑的对应关系，特

定的经络受阻致使肝气无升发之出口，肝盛凌脾致使

肌肉筋骨进一步退化，从而发生颈椎病等疾病。简而

言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天地“大环境”在四时产生的

致病因素通过人体体表经络循行与人体“内环境”相

契合，进而导致人体“内环境”脏腑失衡，强调人与天

地的整体性，易受外界天地变化影响[16]。其致病根本

仍为虚邪贼风通过经络循行所引起的脏腑失衡，不可

单一论述为机械性狭窄，具体发病机制仍待商榷。

3 “四时八风”思想对颈椎病认识

笔者根据“四时八风”思想认为，颈椎病的基本发

病原理为：因时因地而产生的外因“虚风贼邪”过强，

或者人体因不良生活习惯或其他因素等导致人体“正

气衰弱”，使邪气易于侵袭“肝之俞颈项”，进而通过阻

滞颈项部三阳经气血流通并与人体内部属性相同的

“肝气”相呼应，肝气无宣泄之出口，在外部导致颈项

部肌肉进一步阻滞，在内部导致肝脏过强从而影响其

他脏腑生化，尤以脾土为先。日久则会进一步导致其

他脏腑病变从而演化出当前学者所提出的诸类颈椎

病中医分型。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压力加大，临床颈

椎病患者多因生活习惯不良等因素导致人体脏腑失

衡。因此，在颈椎病的防治方面，应外部防范空调等

所致的“虚风贼邪”，内部调理生活习惯，使之与自身

脏腑平衡。治疗上，外部多以疏经理络为主，从而促

进颈项部三阳经气血运行，使肝气疏泄出口得以疏

通；内部应根据脏腑失衡状态辨证施治，使“虚风贼

邪”通过经络得以宣泄，脏腑得以平衡。

4 从“四时八风”思想防治颈椎病

4. 1　从“四时八风”思想预防颈椎病　古人对虚风的

预防主要为“避”，提出“谨候虚风而避之……如避矢

石焉”的思想，并要求把握虚风以时至的特征，如《素

问·上古天真论》所言：“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天虚时

人体也多虚，抵抗力下降，因为人本身以天地之气生，

其形体功能都是与天地相参的，以身之虚，而逢天之

虚，两虚相感，故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造成严重

后果。

当今社会科技不断进步，“虚邪贼风”已经不能单

纯论述为“天之虚”。空调、电子设备泛滥，人们生活

作息紊乱等，都在进一步破坏人体的脏腑平衡，并产

生各种“贼风”进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在当前临

床治疗中，“天之虚”所引起的颈椎病患者比例极低，

大多数患者为滥用空调等设备或生活坐姿不当所引

起的内“虚”为主[17]。此类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为未

有完整的思想理论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四时八风”

思想提倡在不同节候根据外部环境与内环境的改变，

调畅生活作息，因时、因地、因人而预防疾病的发生，

重视经络在其中的联系作用，最终使人们达到“虚风

贼邪，避之有时”的境地。

宇宙大天地，人身小天地。人身与天地是同一本

原、同一运转规律、同一构造的，人体小天地与宇宙大

天地在各方面均有对应、协同关系。“四时八风”思想

理论便是依据人身与天地相呼应，提倡内强自身“小

天地”，外应宇宙“大天地”[18]。颈椎病预防即为顺应

天地运转，对于“天之虚”导致的虚风，及不良生活习

惯导致的“内虚”，应内强人体正气，以抵御“虚邪贼

风”侵袭。

4. 2　从“四时八风”思想治疗颈椎病　近年来颈椎病

的治疗多从痹证和肝肾亏虚立论，大都内以祛瘀止痛

药物口服，外以疏理筋络、物理练功进行治疗[19]，甚少

以“四时八风”理论指导颈椎病的治疗。

刘渡舟教授临床多用柴胡桂枝汤加减治疗肩颈

疼痛，用之颇见疗效[20]。桂枝汤调和营卫，解肌辛散

以治“虚风”凝滞肌肉筋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经络，

宣展枢机调节内部脏腑平衡，使肝气顺应“虚风”而宣

泄。颈项部为三阳交会，虚邪贼风侵袭，三阳郁阻，自

然不通则痛。此方的运用实际上从侧面提示颈椎病

可以从“四时八风”思想为出发点进行辨病辨证施治。

因此，笔者提倡以“四时八风”思想为指导思想，

以柴胡桂枝汤类方剂为代表加减治疗颈椎病。此外，

应在重视人体内部小环境，调理脏腑平衡的同时，以

针灸、推拿等外治法以放松肌肉、活络筋骨，才能取得

长期和稳妥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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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及展望

西医学认为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

继发颈周组织病变而形成。但临床实践中，部分患者

会出现影像学检查与临床病理体征不符的情况[21]。

从“四时八风”思想来看，颈椎病当为天地“大环境”在

四时产生的致病因素通过经络循行的联系与人体“内

环境”相契合，进而导致人体“内环境”脏腑失衡，局部

筋肉受阻。其证以颈椎病变为标，以虚邪贼风侵袭，

阳郁闭阻为本。贼风侵袭，外阻经络、肌肉，故患者出

现颈项强痛，双侧肌张力失衡。腧穴郁闭，脏腑失衡，

故有后天运化无力所致肢体麻木、头晕目眩等症。临

床施治应时时注意顺应“四时八风”之变，保持经络畅

通，脏腑生化平衡。

笔者认为，当今社会颈椎病患病率逐渐升高主要

为空调、电子设备滥用，人们生活作息紊乱，未顺应节

候特点等人为原因破坏了人体的脏腑平衡，进而导致

各种疾病的发生。因此治疗颈椎病也要注重颈椎健

康教育宣传与社区健康体系的完善[22]，推广“四时八

风”思想与日常防治颈椎健康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

参与到防治颈椎病的队伍中，这才是防治颈椎病的上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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