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2024年10月 第23卷 第10期 TCMJ，Vol. 23，No. 10，Oct 2024

论中医“气的分类”的逻辑矛盾与解决方式
陈吉全 1，2* 陈瑞祺 3

摘 要 十版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将人体之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身之气；第二层

次是为一身之气组成成分的元气、宗气、营气和卫气；第三层次是由先天元气和后天宗气所构成的脏

腑之气和经络之气。其分类的逻辑矛盾在于：既然诸气均属人体的一身之气，则均应为先、后天之合

气，为何书中对气进行分类时，言宗气、营气、卫气无先天之气？若无先天之气，其气即为外在之气，

不能固摄后天，则宗气、营气、卫气就不能成为一身之气，与其属于一身之气相矛盾，不符合概念的自

洽性。文中提出新的“气”分类方法及改进建议，认为人身无论何种气皆是先、后天之合气，皆由元气

及后天谷气、清气组成，元气化生营卫，营卫合成宗气；建议以“神气”概念代替“经络之气”，以“大气”

代替“一身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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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版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1]中，“一身之

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

气”等概念虽然看起来分类有序，但实际上由于其对

气的分类标准、定义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争议性，尤令

初学者颇感困惑。笔者试将这些概念进行分析，指出

其在逻辑方面的矛盾之处，并提出一些解决建议。

1 “营气”“卫气”“宗气”概念分类

的逻辑矛盾

逻辑自洽性是逻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按照其

要求，一个理论或概念的语言和论证必须是一致的，

不能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概念的逻辑自洽性

是对概念的最基本要求。下面就《中医基础理论》中

“气”概念系统的自洽性进行分析。

1. 1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分类　《中医基础理论》

认为，人体之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身之气

（或人身之气）；第二层次是元气、宗气、营气和卫气，

该层次诸气均属一身之气的组成部分；第三层次是脏

腑之气和经络之气。所谓三个层次，即一层可分类为

二层；二层可以演化为三层。

1. 2　《中医基础理论》各层次“气”的定义、生成及功

能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第一层次是一身之气，为

流行全身诸气之总称，由先天元气与后天之宗气相合

而成，其功能是推动和调控各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

活动及气血津液的生成、输布、代谢。一身之气之盛

衰，取决于先天之精化生的元气及脾、肺脏腑之气化

生谷气及吸入清气是否充足。此气为既有先天又有

后天之气。

第二层次，包括元气、宗气、营气和卫气，是一身

之气的组成成分。元气，主要是先天之气，由肾系统

贮藏之先天之精在肾阳温煦下所化生，故元气根于命

门，其运行以三焦为通道，循行全身，其生理功能主要

是推动与调节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机能及各脏腑、

经络、四肢百骸的生理活动。宗气，指由呼吸清气与

水谷精气所化生而聚于胸中之气，宗气在胸中积聚于

“气海”或“膻中”，主要功能为贯心脉、司呼吸。营气，

指由饮食水谷所化生的精气，行于脉内，营养全身，化

生血液。卫气，指由饮食水谷所化生的悍气，行于脉

外，司保卫、温养等作用。宗气、营气和卫气均是有后

天无先天之气。

第三层次，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一身之气分布

到某一脏腑或某一经络，即成为某一脏腑或某一经络

之气。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为全身之气的一个部

分，故为先、后天混合之气。脏腑之气体现为脏腑功

能，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五脏之气共同作用，运化、吸

收后天水谷精微反哺肾精。经络之气则负责感应、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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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和传导各种刺激。

1. 3　概念分类逻辑矛盾所在　《中医基础理论》对

“气”概念分类的逻辑矛盾是：既然一身之气为先、后

天之气，为什么在对其进行分类时，有的有先天（之

气），有的无先天（之气）？其中元气主要由先天之精

化生，基本合理；然而书中认为宗气、营气、卫气有后

天、无先天，则忽略了唯有先天之气的转化及承载，后

天之清气、饮食才能成为人体之气。宗气、营气、卫气

若只有后天而无先天就不是人体之气，此时尚属外来

的气，还没有纳入人体。如此，卫气何能有护卫功能？

宗气何能有助心行血功能？因此，宗气、营气、卫气若

不是先后天混合之气，则不是人体之气，亦不符合概

念自洽性。

人身之气皆是先、后天混合之气，任何人身之气

均是以元气为根，以后天水谷、清气为原料生成。无

论何气皆是人身之气的一部分，均有先、后天之气，元

气者承受于先天，又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也有后

天成分。其余各气都是先、后天混合之气，因为如果

没有先天之气的激发、转化、固摄，后天之气则不能成

为人体一部分。营气、卫气、宗气、大气均是元气所

化，生于下焦，濡养于中焦，温养、输布于上焦之气，元

气是先天之本，谷气与清气是后天之本。

2 解决矛盾的方法

2. 1　明确不同气之间生成的关系　主要应明确元

气、宗气、营气、卫气之间的关系。元气化生营卫，营

卫周流全身，在胸中合成宗气或胸中大气，故大气与

宗气是营气、卫气合气。《灵枢·五味》记载：“黄帝曰：

营卫之行奈何？伯高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

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

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

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

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又《灵枢·邪

客》云：“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

依据此两条经文，笔者认为：大气者，磅礴之气也，大

气由营卫二气在胸中合成；宗气为五谷化生，积于胸

中，是与糟粕、津液相对的物质，亦当是营、卫二气。

由此得出大气是聚集于胸中的营卫之气、宗气是营卫

之气、宗气即是大气的结论[2]。因此大气、宗气本质是

营卫二气[3]。

至于对“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 故谷

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的理解，张志聪引

任谷庵之言曰“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

三隧，故其大数常出三入一”，张锡纯认为“出三入一”

是一次呼吸，吸入清气占四分之一，呼出浊气占四分

之三，认为清气是大气一部分，清气由营气（红细胞）

摄纳。笔者认为，“出三入一”本来意义是指人口腔进

食为入一，有大便、小便、呼吸三个出路，故为出三。

或在张志聪基础上理解为糟粕、津液、营卫（宗气）三

个出路亦可。原文谈大气论及饮食、呼吸，说明《黄帝

内经》认为谷气、清气为大气、宗气的组成部分。因

此，大气、宗气先天部分由元气化生，后天部分由饮

食、水谷与清气化生。

《灵枢·营卫生会》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

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

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卫气与营气都是由谷气转

化而来；《灵枢·平人绝谷》谓“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慓

悍滑疾”，认为卫出上焦；《灵枢·营卫生会》又云“营出

于中焦，卫出于下焦”，综合考虑，可知卫气的物质基

础来自三焦，营气的物质基础来自中焦。但是依据营

卫的阴阳对称性及现代医学认识，营气相当于红细

胞、血小板、血清等物质的功能，其物质基础还是主要

根于下焦，此外营气的生成离不开清气通过氧化作用

提供能量，营气运输清气至全身，故营气物质基础亦

来自上焦。

对营卫关系进一步深化认识，还需明确营卫与血

的关系。《灵枢·决气》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

是谓血。”认为中焦营气上升至上焦心肺，固摄清气后

化为红色血液。同样，《灵枢·营卫生会》曰：“中焦亦

并胃口，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

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一

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亦认为中焦之气上

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营气即是血。《灵枢·营卫生

会》又曰：“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认为血与气异名

同类，血主体成分是气。在《黄帝内经》理论基础上，

笔者认为血即是指运行于血液中的精微物质，其基本

成分包括营气与津液，但是由于营卫并行于血脉之中

周流全身是营卫运行基本方式，故并行血脉中的卫气

也应该是血液中的重要成分，血主要包括营卫二气与

津液。

总之，元气为先天之母，营气、卫气、宗气、大气均

是元气化生的先、后天之合气。营气、卫气滋润、温

养、护卫五脏精气及元气，五脏精气运化谷气、呼吸清

气，谷气合清气滋养元气。

2. 2　名称调整　（1）删除“经络之气”，补入“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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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之气”是“（人体内外）各种刺激、信息的感应、负

载和传导者”，故可认为经络之气是人体经脉和脑对

内外界刺激的反应。“经络之气”包括感觉、动觉之气，

及调控脏腑功能之气等，脑络之气还主司语言、思维、

情感等神的高级功能[4]，因此“经络之气”反映神的功

能，联系神与内外环境，实质是“神气”，“神气”是《黄

帝内经》的固有概念，应以“神气”代之。（2）区分“宗

气”与“大气”。《黄帝内经》中“宗气”与“大气”的概念

虽然区分不明显，但是流行全身者多称“大气”，聚于

胸中者多称“宗气”。后世张锡纯认为“宗气”即“大

气”[5]，故可以定义“宗气”即胸中大气；宗气出于心肺

后改称“大气”，即大气磅礴之气也。“大气”亦是《黄帝

内经》固有概念，“大气”周流全身为一身之气。

2. 3　层次调整　元气为第一层次；神气、脏腑之气为

第二层次；营气、卫气、宗气、大气为第三层次。诸气

之间关系：元气化生神气、脏腑之气，三者共同合作，

运化水谷、吸收清气产生营气、卫气，营卫二气聚集于

胸中为宗气，出于肺则为大气。

2. 4　衷中参西，明晰元气、宗气、大气、营卫生成关

系　笔者认为，营卫生成过程是[6]：营卫之根在下焦

肾，藏于骨髓之元精在肾阳温化、肝主疏泄形成的微

环境下化生元气，元气氤氲转化产生初始营气和卫

气，这段过程相当于现代医学血细胞的生成过程，白

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是营卫的物质基础，其中白细

胞的功能相当于卫气，红细胞、血小板等的功能相当

于营气。营气、卫气借助肝气的升发作用升至中焦，

接受脾胃运化所得之水谷精微的濡养，继续升至上焦

心肺与胸中，得到自然界清气的温养，且营气摄纳谷

气及清气后，合称宗气，宗气在心阳鼓动下如雾露般

宣发布散全身，遂成一身大气、一身之营卫。营卫气

的物质基础来自元气、谷气和清气，故其多寡取决于

肺、脾、肾之精气，而肾、肝、心之阳气则是营卫气生成

和布散的动力，故营卫气强弱取决于心、肝、肾之

阳气。

3 小结　

人身之气由于在人体内分布的部位则有着各自

的运动形式和功能特点，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名称，

曰元气、卫气、营气、宗气，曰神气、脏腑之气。人身之

气推动和调控着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

它由先天之精所化生之气、水谷之精所化生之气及吸

入的自然界清气三者相融合而生。卫气、营气、宗气

等无论何种人身之气，一定应该为元气、谷气、清气的

合成产物[7]。元气为先天之本，清气、谷气为后天之

本，是五脏共同生化，把谷气、清气运化吸纳成为人体

之气一部分。有人忽视清气的作用，然清气与谷气相

合，是人体能量重要的提供者，没有清气，人体大部分

生化反应无能量进行。

《中医基础理论》的气分类方法是在西方还原论 
思维模式影响下的产物，忽视了气之间的生成关系与 
密切联系。气的新分类方法体现了肾为生气之根、脾

胃为生气之源、肺为生气之主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

代一气周流思想，元气周流，化生卫气、营气，脏腑之

气合作化生谷气、吸收清气充养营卫，在心肺合成宗

气，宗气出于心肺，合称大气，分称营卫之气，营卫之

气入下焦温养护卫、濡养元气，元气濡养神气，神气调

控诸气。治疗虚实气病，依仲景之言“阴阳相得，其气

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治宜和阴阳，畅气机，即

调补脏腑阴阳及营卫，调畅大气气机。可补益肺、脾、

肾精气或补益心、肝、肾阳气，则脏腑气阴阳偏衰得

补，营卫得充，诸气健旺，同时祛除脏腑、经络中阻碍

诸气运行的寒热、痰饮、瘀血等邪气，则脏腑阴阳偏盛

得调，营卫得和，大气运行通畅，诸气之间互相生成转

化，一气周流，诸气功能得以发挥[8]，则百病（各种外感

病、内伤杂病及其合病并病）得痊。

参考文献

［1］孙广仁，郑洪新 .中医基础理论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73-78.
［2］陈吉全 .张锡纯大气理论基本问题及临床应用探讨［J］.中华中医药

杂志，2020，35（6）：2858-2861.
［3］陈吉全 .基于大气周流观的《黄帝内经》大气与宗气条文解读及理

论发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2）：5959-5963.
［4］（清）张志聪 .《黄帝内经集注》［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5：743.
［5］陈吉全 .中医神气理论的构建及临床应用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

志，2019，34（9）：4385-4388.
［6］陈吉全，陈瑞祺 .《黄帝内经》卫气理论现代解读及临床应用探讨

［J］.中医药通报，2024，23（4）：1-5.
［7］陈吉全 .基于中医卫气与经络之气理论探讨重症肌无力病机与治

则［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0）：5052-5055.
［8］陈吉全，陈瑞祺 .运用调补大气治则治疗慢性病心法［J］.中医药通

报，2024，23（1）：25-29.

（收稿日期：2024-08-04）

（本文编辑：蒋艺芬）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