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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陈士铎脏腑辨证观浅析“益火补土”理论※

李 轩 曹雪盼 郑超强 杨启航 史吉阳 李艳彦▲

摘 要 陈士铎是我国清代著名医家，因其生长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在前人的基础上延伸出

独到的脏腑辨证观。陈士铎认为，心火以生胃土，命门之火以生脾土，两者均为“益火补土”，虽名同

而实异。其在理论及临床治疗方面对“益火补土”法的阐述较前人更加具体细致，为后世医家治疗脾

胃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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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火补土”是中医脏腑辨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历代医家的诠释，该理论逐渐丰富。陈士铎（以下

简称“陈氏”）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医家，其以《黄帝内

经》为基础，通过对五行生克平衡之间的认识，提出独

到的脏腑辨证观点，同时在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和自

身的临床实践后，对“益火补土”理论作出进一步阐

述，并给出完备的理法方药，对脏腑辨证施治进行补

充和完善，对后世影响深远。

1 “益火补土”释义
1. 1　从五行制化角度释义　“木火土金水”五行最早

见于《尚书》，是古人从哲学角度将自然界的万物以属

性划分而归类的一种抽象概括，也是组成自然界的五

种基本物质。中医学应用五行学说，将五脏与五行对

应，并形成天地人一体的脏腑理论，同时运用五行之

间的生克关系，描述脏腑之间的相互作用。《黄帝内

经》为“益火补土”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火和土的

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到“苦生心，心生血，血

生脾”，《素问·阴阳别论》中“二阳之病发心脾”等解释

了心火与脾土的生理、病理关系；《难经》云“虚则补其

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以桂枝甘草汤、苓桂术

甘汤等条文阐释了心阳不足而引起的脾阳虚弱，水饮

上犯，故以桂枝、甘草温补心阳，白术、茯苓健脾祛湿，

为后世将“益火补土”运用于临床治疗方面立法。所

以，最初的益火补土之法是以五行的生克关系为依

据，心火生脾土为其本质，治疗方面以温补心阳来促

进脾胃的运化功能。

1. 2　从命门之火角度释义　《黄帝内经》首提“目”为

命门；《难经》云“右肾”为命门；后又有医家以心包、精

室、子宫之门户、冲脉等为命门者[1]，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是在历代医家的争论之中，命门之词逐渐从有形到

无形再到有形转变，从单一器官转变到系统功能，更

加具体化，也逐步功能化，在人体的生理活动中起到

重要作用。历代医家对“命门”认知的转变及完善中，

以宋金元时期的转变最为突出，为后世及现代的“命

门理论”起到奠基作用[2]。

《四库全书》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

金元。”宋朝连年的战乱、灾荒，衍生出了邵雍、周敦

颐、王安石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哲学思

想以及治世理论，在大量的实践中形成一种新的思

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医的发展。邵雍的先天之

学，不仅运用在对宇宙人生的运行探讨中，而且也引

起了中医各家对“先天”与“后天”（脾与肾）的思考[3]。

周敦颐的无极太极理论衍化出的“元气与命门”将先

天之气分为真阴和真阳[4]。这些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为“命门理论”提供了生长的沃土，使命门学说逐渐走

向成熟，同时也从理论走向临床。刘完素首创“命门

相火理论”，将君火、相火代入脏腑之中[5]；张元素则将

命门之火与“元气”联系到一起[5]；孙一奎将“太极”理

论引入医学之中，创立“命门动气”学说[6]；张景岳总结

了前人的经验，提出“命门本源论”，即命门为先后天

之本[7]。命门作为五脏六腑之根源，其重要性得到各

医家的认可和重视。

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根于“命门学说”的病因

病机和辨证体系也逐渐衍生而出，而“益火补土”法也

成为重要部分，随着理论发展的不断完善，“益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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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中的“火”从心之君火逐渐转向命门之火，从“五

行制化理论”逐渐转移到“命门学说”上，即通过温补

命门之火来健运脾土。

2 陈氏的脏腑辨证观
陈氏出生在明末清初，家道中落，自序“幼读六

籍，少好游历，得老湖丛著，轩岐之书，每逢异人，传刀

圭之书颇富”。陈氏学问集儒、道、医三家于一身[8]，著
作甚多且学术思想鲜明，后世称之为“著作详人所略，

略人所详”，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对命门学说理论

的概述和脏腑五行生克的解释，理论新颖让人耳目一

新，方药临床应用往往有奇效。

2. 1　陈氏对“命门学说”的释义　陈氏在前人的基础

上进行总结归纳，其著作《外经微言》提出脏腑首重命

门，对命门的重要性作出大量的阐述，明确了命门的

位置及属性：“命门，火也，居两肾之间。”基于此，陈氏

提出命门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虽然命门属火，但集

聚于两肾之间，肾为水脏，故命门与肾成水火互济之

态，命门与肾不可分割，相互为用。“命门之火谓之原

气，命门之水谓之原精”，陈氏认为命门是生命的根

本，其在《外经微言·命门经主篇》云：“心得命门而神

明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

而收纳；脾得命门而转输……”，主张命门为十二官之

主，五脏六腑皆受于命门，命门是人生理活动的主宰。

对命门理论的诠释，陈氏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临

床治疗法则“补火必水中求火，泻火必济之以水”，认

为“天下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

火克于水者，有形之水；火生于水者，无形之水”。无

形之水火即命门之火与肾水，命门之火必生于肾水之

中，体现了阴阳之间的互根互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

强调阴中求阳，阳中求阴，补命门之火必佐以大量滋

肾阴之药，以求阴中存阳，阴中化阳，阴生阳长。

2. 2　脏腑五行生克之变理论　陈氏对五行脏腑理论

的诠释主要书于《外经微言》，其中的《肺金篇》《肝木

篇》《肾水篇》等十三篇专门论述五脏六腑的生理功

能，陈氏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为常理，但生克之间也存

在着变理”。陈氏在传统的五行生克学基础上提出了

“生中克”“克中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生畏克而

不敢生”“克畏生而不敢克”六种生克变化。

2. 2. 1　生中克　脾土为肺金之母，土宜生金，但有时

不能生金，为何？陈氏解释“脾土之气太旺反非肺金

所喜者，由于土中火气之过盛也”，“土为肺金之母，火

为肺金之贼，肺近火则金气之柔者必销矣，然肺离火

则金气之顽者必折矣，所贵微火以通薰肺也，故土中

无火不能生肺金之气，而土中多火亦不能生肺金之气

也。所以烈火为肺金之所畏，微火为肺金之所喜”。

土生金为生克之常理，土克金为生克之变理；同理，金

生水而又克水，水生木又克木，木生火又能克火，火生

土而又克土，究其本质，是脏腑出现“阴损”时的一种

病理现象，阴损而阳无以制，例如：肾中无水，则肾阳

虚亢，火生则损肝木，故见肾不生肝反克肝；肝中缺

水，肝木生发无常，心火不明，则肝不生心反克心。

2. 2. 2　克中生　肝木克脾土，如同树木对土壤的疏

松作用，土壤疏松才能得到空气及养分的滋润，若肝

木不能正常疏泄则脾土失养，运化功能失司，所以肝

木疏泄有度，脾土才有生气而运化。脾土克肾水，水

得土则可蓄积而水有生源。以上体现了《素问·六微

旨大论》中“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的思想，是五

脏适度克伐时产生的一种平衡状态。

2. 2. 3　生不全生　肾为先天之本，五脏六腑均取资

于肾，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但脏腑之间的取舍

不均衡，取之多者则其余获少，分配不均衡则会出现

生又不全生的情况。

2. 2. 4　克不全克　肾水不足则肾火妄动，上犯五脏

六腑，犯于心者则烦躁；犯于脾者则干涸；犯于肺者则

咳喘不止；犯于肝者则焦枯。肾火妄动上炎所犯五脏

而非一脏，故所犯之力亦会分散，称为克不全克。

2. 2. 5　生畏克而不敢生　木生火，若金太过，金克木

反制木无以生火，则见心气不足；火生土，若水太过，

火受制无以生土，则脾土不足……故克太过则脏腑无

以生，见母不生子，是谓生畏克而不敢生。

2. 2. 6　克畏生而不敢克　肾水充足则肝木过旺，肝

木过旺则肺金无以克之；心火旺则脾土之气盛，脾土

之气盛则肝木无以克脾土……故见母旺则子旺，相克

的脏腑因害怕其过盛而不敢克伐。

总而言之，陈氏在《黄帝内经》五行相生相克的基

础上，延伸出了六点更细致而独到的认识，究其本质

是阴阳五行之中一种微妙的制衡关系，阴中有阳，而

阳中又存阴，生中有克，而克中又存生，这是一种相对

平衡的状态。在《石室秘录》中，陈氏共载 128法，不

仅从多个角度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分析，而且通

过其脏腑生克理论在治疗方面指导遣方用药，与其所

阐述的理论互为补充，形成一套完整的临床辨证施治

方法。

3 陈氏对“益火补土”的认识
益火补土法是根据五行生克关系确定的治疗法

则，属于“间接补法”。其中，土指脾胃，但关于火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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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历代医家各有论述，包括“君火论”“命门火论”“脾

胃火论”等[9]。陈氏提倡脏腑辨证，认为“脾土之父母

不止一火也”“脾，阴土也；胃，阳土也。阴土逢火则

生，阳土必生于君火”。脾为湿土，土中含水，这和命

门属性相同，为水中之火，火藏在水中，无亢热之害，

与湿土最相宜，故命门之火生脾之湿土，命门之火盛

则脾土盛，两者为相生关系。而胃土属性为阳，与君

火相同。心火生胃土，若胃火旺熏心，则心火大燥，心

反受其害，即胃弱则心火来凑于胃，胃强则心火反避

之。陈氏通过属性归类，将“益火补土”之法进行细

分，在生理方面提出心火生胃土，而命门之火生脾土；

在病理方面，陈氏认为胃病责之于心，脾病责之于命

门。后世医家亦有传承此理论者，例如郑钦安在《医

理真传》中认为“二火皆能生土，上者生凡土，即胃；下

者生真土，即脾。二火化生中土，先后互相赖焉”，其

中上者指心之君火，下者指命门之火[10]。

4 陈氏对于“益火补土法”的临床
应用
4. 1　补命门之火以助脾　反胃一病，陈氏认为：“肾

中无水而翻胃者，食下喉即吐；肾中无火而翻胃者，食

久而始吐也。”即食下喉即吐病机为肾中无水，食久而

始吐的病机为肾中无火。治疗方药为八味丸：熟地一

两，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山茱萸四钱，麦冬五钱，五味

子一钱，茯苓二钱，山药二钱，丹皮一钱，泽泻一钱，牛

膝一钱。方中以附子、肉桂补命门之火，其余之药大

补肾水，火温则水生，水足则阳生，命门之火始生，则

脾胃之气始生，以补命门之火健脾胃之气，反胃之病

自愈。《石室秘录·终治法》记载：“中湿之后，水已泻

尽，法当健脾，然而不可徒健脾也，当补命门之火以生

脾土，方用：白术五钱，茯苓三钱，肉桂三分，白芍三

钱，薏苡仁五钱，白芥子一钱。”陈氏云此方专补肾经

之火，而又不十分大热，脾气得温，自然能祛湿气。

对于脾运化功能失常引起的疾病，陈氏在治疗时

会考虑命门之火的影响，故方药中运用大量的温补肾

阳之药，命门之火旺盛，脾气生化有源，脾土功能才能

正常运行，运化水谷精微，水湿自除。

4. 2　补心火以助胃　陈氏在《热治法》专论了心寒胃

弱的病因病机并给出了治疗方药：“世人一见人不能

饮食，动曰脾胃之病，而不知分胃之寒虚责之心，分脾

之虚寒而责之肾也……若单是胃虚、胃寒者，自宜独

治心之为妙。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三两，茯神三两，

菖蒲五钱，良姜五钱，莲肉三两，山药四两，半夏三钱，

白芥子三钱，附子三钱，远志二两，炒枣仁五钱，白芍

三两。此方专补心火，并疏肝气，专生心火，内加附

子、良姜，以助火热之气，心火足则自然生胃土。”《火

治法》记载：“火症甚多，惟阳明一经最难治……阳明

本胃土也，如何有火？此火乃生于心包，心包之火，乃

相火也，君火失权，则心包欺之。”阐述了心火传至胃

土导致胃火炽盛。

对于病机为胃热或胃寒的疾病，陈氏分别考虑心

火亢盛和心阳不足的因素，治疗从胃土的生化之源入

手，清心火而阳明之火自除，补心阳而胃寒自愈。

5 总结
在陈氏的脏腑辨证观中，益火补土之法分为“心

胃之法”和“命门脾之法”。基于命门理论，若命门之

火衰败，则脾胃虚寒；若命门之阴水不足，则虚火上

炎，导致脾胃干涸。同时，脾胃若是虚寒，亦能导致下

焦命门之火不固，水湿泛滥；脾胃之实火旺盛，也能导

致肾水干竭，命门之火更盛。此外，若心气不足则胃

土受纳功能失常；若心火过盛则胃火亦旺；胃火亢盛

也会导致心火炎赤。

总而言之，陈氏基于其独到的脏腑辨证观念，通

过对“命门学说”的阐释和对五行脏腑制化理论的进

一步说明，使后世医家对“益火补土法”有更多的理解

和思考，也为脾胃系、心系及肾系疾病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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