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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气神”论脑与髓※

赵曼丽 崔 峰 范婷婷 兰希福 董玉霞

摘 要 脑与髓的理论可溯源于《黄帝内经》，如“脑为髓之海”“诸髓者，皆属于脑”，脑、髓又皆为

奇恒之腑，脑与髓这种既相互归属又独立并列的关系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形气神”是构成生命的

三个基本要素，文中从“形气神”角度回顾古人对脑与髓的研究，认为脑是以髓为体、以神为用、以气

为变的解剖结构和功能单位，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掌握脑髓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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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髓理论溯源于《黄帝内经》，经历代医家不断分

析、整理、补充，脑髓学说得以逐渐完善。《灵枢·海论》

指出“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认为“诸髓者，

皆属于脑”，提示脑与髓存在密切的归属关系；《素问·

五脏别论》又指出“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

……名曰奇恒之腑”，提示脑、髓均为奇恒之腑之一，

又为并列关系。而脑与髓之间的交叉性、归属性和并

列性，极易导致概念的混淆。“形气神”是中医认识生

命的方式之一，脑、髓为奇恒之腑，具有似腑的结构特

点和似脏的功能特点，其结构属于“形”的范围，其功

能则属于“气”的层面，而脑又为元神之府，主宰人体

生命活动，具有“神”的功能。基于此，笔者试从“形气

神”三个角度探讨脑与髓，进而深入研究脑与髓的关

系，以进一步完善脑髓理论体系。

1 “形气神”的生命观

《灵枢·决气》曰：“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

居。”五脏从结构而言为“形”的范畴；“血脉和利”体现

气血调和的功能状态，属于“气”的范畴；“精神乃居”

体现的则是人体精神及对外界的反映状态，属于“神”

的范畴。形气神三者是维持生命健康的三个基本要

素。“形”泛指人体有形的物质，是以五脏为中心，经络

为纽带，气、血、精、津、液为基础的物质结构。“气”是

人体生命活动的特殊精微物质，充斥于人体周身，同

时也是内在生命机能的调节系统，为形体运转的动

力[1]，各脏器在气的作用下才可协调运转[2]。“神”指人

体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可主宰、控制人体的生命活动，

表现形式有精神、意识、思维、记忆、情感等[3]，其中包

括《黄帝内经》所载之神、魂、魄、意、志、思、虑、智等思

维活动及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变化［4］。《淮

南子·原道训》形象描述了“形气神”三者的关系：“夫

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

失位则三伤矣。”[5]指出形是物质载体，神为形气之主，

形神因气而存在变化，形气神在人体各守其位，相互

依存，相互为用，构成了形载、神用、气化而生生不息

的生命体。因此“形气神”是认识生命体、认识疾病规

律的基本方式。

2 从“形气神”论脑髓

2. 1　从“形”论脑髓　“形”一指显现于外的结构状

态，脑、髓均为奇恒之腑，结构似腑，形态中空，功能似

脏，贮藏精气，结构上具有特殊性；一指有形之体，包

括躯体官窍、脏腑、经络、气血等，脑髓以经络为通道

联络全身。故从结构、经络方面论述脑髓，分析其结

构特点，则可深入认识脑与髓的关系。

2. 1. 1　从结构上论脑髓　脑、髓在解剖上既独立又

相容。《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

盖，下在风府。”脑位于头骨之内，头盖骨之下，风府穴

之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讲到：“匘，头髓也。”脑

的字形构造中包含着头颅之义，其头颅中藏有髓，即

为脑髓[6]。因此脑以骨为盖，以髓为体。“髓”为膏样精

微物质，位于骨腔内，根据部位不同细分为脑髓、脊

髓、骨髓。其中脑是承载髓的最大的结构，《类经》卷

九注“凡骨之有髓，惟脑为最巨，故诸髓皆属于脑，而

脑为髓之海”，突出了髓在脑中聚集最多的特点，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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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为髓海”之说。髓汇聚于脑，为脑之所主[7]，脑髓为

主宰生命活动的关键物质基础，通过脑神支配脊髓、

骨髓等以鼓动和维持生命活动，故《证治准绳·幼科》

言“人之无脑髓，如木无根”，即没有脑髓，便没有基础

生命活动[8]。

脑、髓、骨虽皆为奇恒之腑，然三者存在兼容而独

立的关系。因“骨者，髓之府”，骨的内充为髓，而脑的

外部也属于骨性结构，内充物也为髓，“脑为髓之海”

与“骨者，髓之府”理论并不相悖。髓充于脊柱等骨性

结构内，其中脑中最多，可以更好地理解“脑为髓海”。

从“形”的层面论述，能够更清晰地明确脑、髓、骨之间

交叉、归属和并列的关系。

2. 1. 2　从经络上论脑髓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以

经络为通道的生命体。头为诸阳之会，诸多经络皆与

脑直接相连，又因脑髓与脊中之髓直接相通，部分经

络可通过脊髓与脑髓间接相连。早在明代《医学入

门》就阐述：“脑者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故上至脑，

下至尾骶皆精髓之相通道路也。”脑髓、脊髓相通与现

代医学相合。与脑联系最为密切的是督脉，督脉总督

一身之阳，贯脊而行，如《素问·骨空论》言“督脉者

……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

脑”，督脉将脑与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督脉与阳

经会于大椎，调节阳经气血，直接入脑与脑相连，对髓

有不断的充养作用。十二正经中手太阴肺经、手少阴

心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足厥

阴肝经与脑髓也存在密切联系[9]。如《医学入门》云

“肺系有二……并脊膂细络相连，贯通脊髓，而与肾系

相通”，认为手太阴肺与脊髓直接相连；《灵枢·经脉》

言“膀胱足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络脑”，指出足

太阳膀胱经也直接与脑相通，等等，均提示诸经络与

脑相通而发挥传导和调节作用。在奇经八脉之中，冲

脉、任脉、阴阳跷脉与髓也密切相连。冲脉、任脉通过

脊与脑相连，阴阳跷脉入属脑，主肢体运动、司目之开

合。通过经络的输注、调节，脑髓得以与脏腑、形体相

互络属，并能协调脏腑功能，以使气、血、精、津、液循

经络上充脑髓，促进脑髓的化生及功能发挥。

2. 2　从“气”论脑髓　《脾胃论·省言笺》云：“气乃神

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描述了人之

三宝“精气神”中，气是形成精、神的基础。气既是形

成生命的精微物质，更是一种功能活动，气的运动变

化产生了自然万物。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

集》中言：“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人体秉受天

地自然之气，通过升降出入产生气化过程，推动人体

的生命活动，进而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促进气、血、

精、津、液的转化，形成具有认知能力和功能活动的生

命体。

脑髓的化生既是精微之气的充盈，也是气化的结

果。脑髓与五脏的关系密切相连，五脏之精气不断上

充，经气化过程而充盈脑髓。肾封藏先天之精与后天

之精，肾精是脑髓化生的主要来源。“肾主骨生髓，而

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则髓脑不足”[10]，明确指出了肾

与脑髓的密切关系。若肾精充盛，则脑髓充足而肢体

灵活、耳目聪敏，因此临床上常采用补肾填精益髓的

方法治疗痴呆、中风等脑部疾病。脑髓的化生与脾胃

也密切相关。《灵枢·五癃精液别》云：“五谷之津液，和

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灵枢·决气》

提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

髓。”脾胃运化水谷之气，化生津液，携清阳上达于脑，

渗溢充斥于脑、骨，从而补益脑髓。《灵枢·海论》曰：

“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

以应四海也。”髓海作为四海之一，与气海、血海均受

水谷之海的不断充养。此外脑与其他脏器也有着密

切的联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提出“凡髓虚实

之应，主于肝胆”，肝主疏泄，藏血，可调节血量的蓄泄

以调节脑中血海；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心主血，

上供于脑；肺主一身之气，朝百脉，助心行血，血足则

脑髓充盈。肝、心、肺之功能正常，则气充血足，髓海

有余，兼辅脑之气机升降[11]，促进脑髓化生及功能发

挥。同时人体的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相互滋

生，这些精微物质可经气化转化为髓而充于脑。

《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

……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脑髓在不息的血气渗

灌过程中，脑之气机不断地升降出入，上下纵横，通行

经络，联络脏腑，激发脑的特殊功能，支配感觉、运动、

意识、情感、认知、思维等[12]。脑居高位，为气机升已

而降的清虚之腑，通过独特的气化过程，密切联系脏

腑、经络，则脑髓得以不断濡养，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2. 3　从“神”论脑髓　脑髓为元神之居所，以神为用，

神的功能不仅体现在主宰思维意识活动方面，还体现

在统领形体、脏腑、官窍方面，这与现代理论研究脑为

人体高级中枢，其意相通。《本草纲目》中提出“脑为元

神之府”，狭义的脑神指人的思维意识活动以及情绪

情感等；而广义的脑神是指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

主宰。

2. 3. 1　神主思维　脑为髓海，为神机之源，脑髓经特

有的升降出入过程，转成神机，引领元神，主宰人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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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活动，控制人的认知、记忆、情绪等思维活动。脑髓

元神分属五脏，其中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

肾藏志，五脏神皆由脑之元神统领，脑髓协同五脏神

主宰精神意识活动[13]。若脑神失司，脑气紊乱，则五

神失养，五志失常，从而导致情志、思维等活动的异

常。同时，脑髓是形成记忆、认知的关键物质基础。

《医林改错》曰：“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

性者，脑髓渐空。”《王九峰医案·健忘》记载：“脑为髓

海……空则多忘，神志不藏。”若髓虚损不能养脑，脑

失滋养而萎，萎则神机失用，即见神智障碍、记忆减退

等髓减脑消的表现[14]。因此临床上精神、认知、记忆

等功能障碍的疾病，往往从脑髓论治[15]。
2. 3. 2　神御形气　《灵枢·根结》提出“合形与气，使

神内藏”，清晰揭示了神与形、气的关系，指出形气相

合是神藏的基础，其中形是物质载体，经气化过程，神

守于内而御于外，引领形、气的活动，维持人体的正常

运转[16]。《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曰：“神能御其

形也。”神可调控气机，使其升、降、出、入各司其职，精

气血津液转运正常，从而统御形体、维持正常生命活

动。《素问·调经论》曰：“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

脏。”此处志意是指脑中之神用，脑神通和，连于骨髓，

通行经气，统御形体，激发五脏气血生理活动，才能内

外调和，体现了神御形气的重要作用。脑与七窍直接

相通，七窍之气有赖于脑的充盈。《翠虚篇》云：“人有

七窍权归脑。”《医林改错·脑髓说》亦言：“脑气与耳窍

之气不接，故耳虚聋。”《灵枢·海论》曰：“髓海有余，则

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

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脑气不足，脑髓失充，而见

头晕目眩等脑窍不利的表现。另一方面，脑神接收来

源于脏腑之信息，可以通过记忆、视觉、嗅觉、听觉、语

言、肢体活动等反映脏腑精气情况，如此上下、内外协

同呼应，脑神之功用方能正常行使[17]。

3 结语

历代医家虽对脑、髓均有论述，但内容多散在脏

腑理论及各家学说中，对脑的结构及功能特点未有系

统的专述。从形而言，脑是奇恒之腑，外为骨性的空

腔结构，内容物为髓，通过经络和脊髓与全身相连。

从气而言，脑髓生于先天之精，又经气化过程得后天

之精不断充养，秉受五脏六腑清阳之温养、精血之灌

注，大经小络纵横交错为精血上奉之通道。从神而

言，元神居于脑髓，经气化转生神机，元神得以御形，

四肢七窍、认知思维均受脑髓控制。脑髓在形气神三

方面都具有独特性，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脑以髓

为体、以神为用、以气为变的特殊结构，三者俱生则脑

髓才能正常发挥其特有功能。脑髓，在人体生命活动

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传统中医理论蕴含着丰

富的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知，从形气神三个维度深入

剖析脑髓的特点，不仅有助于医者更加透彻地理解脑

髓，还能为现代神经系统疑难病症的诊治带来新的启

发。脑髓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可为中医治疗脑部相关

疾病开辟全新的思路与方法，有力地推动传统中医理

论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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