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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宋金元以来，君火、相火和命门等理论逐渐成为许多医家研究的热 门话题。孙一奎和张介宾禀前人之学，

且对具有争议的相火理论和命门学说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进一步丰富了火论思想。从生理、病理和临证治疗等 3 个方

面，对孙一奎、张介宾君火和相火、命门与相火之间学术思想进行剖析。文章发 现，孙一奎和张介宾都受到了“理学太

极”思想的影响，并将其融入命门学说中 ，两人均重视温补之气，但侧重点不同，孙一奎注重元气培补，张介宾则关注

阴阳互补。此外，文章还揭示了君相二火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与命门学说的关系，并对君火、相火、命门等概念进行了阐

释。通过研究，以期更加深入了解两人的火论思想，把握他们学术观点之间的联系，既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火论思想的

演变，也为后世医家深入理解和应用火理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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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相二火，密不可分，各司其职，共同维持人体

正常生命活动。“命门”一词始见于《黄帝内经》，后

载于《难经·三十六难》：“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

门。”其中 加入了生命之本的概念，后世医家也从中

受到启发 ，不断发 展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众

说纷纭，其中 含义常多难解，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

至宋金元，中 医火理论研究达到新的高 度 ，其

中 不仅有刘完素“火热 论”、李杲“阴火论”、朱震亨

“相火论”的提出，同时也开始有医家对命门学说作

出新的发 挥，为后世医家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明

代，命门学说的研究也逐渐走向系统，同时期宋明

理学的流 行，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哲学层面的依据，

让诸多医家将火理论与命门学说联系起来，使两者

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学说。其中 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一奎和张介宾。孙一奎持有命门

为“三焦之原”的观点，认为三焦相火源于命门；而

张介宾则将相火归于命门，认为命门为“真阴之

藏”，兼具水火两种特性，从而强调直补命门水火。

为探究孙一奎和张介宾两位医家关于君相二

火、命门与相火之间的异同点，分别从生理、病理、

临证治疗 3 个方面来比较两位医家火论思想之异

同，以期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

1 宗《内经》，驳丹溪，析君相二火
“君相二火”最早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君

火以明，相火以位”。孙一奎与张介宾皆受《黄帝内

经》的影响，认为火可以分为君火和相火。《景岳全

书·君火相火论》言：“夫《内经》发 明火义，而以君相

明位四字为目……是诚至道之纲领，有不可不阐扬

其精义者。”孙一奎在《赤水玄珠·明火篇》中 也明确

指出“火之有二，君相是已。”二人均反对朱震亨之

说“相火为元气之贼”（《格致余论·相火论》），提出

君相火为正火的观点。《景岳全书·君火相火论》则

指出“君相之火，正气也。”“邪火可言贼，相火不可

言贼也。”可见两位医家均认为君相二火是人体正

常的生理之火，并非邪火。

1.1 论君相二火生理之不同

1.1.1 孙一奎：天人皆分君相 金元以前医家大多

遵循相火寄于命门之说，但孙一奎另辟蹊径，否定

了命门相火说，提出“命门不得为相火”（《医旨绪

余·命门图说》），并且指出三焦与包络互为表里，共

同主持气血 ，保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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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相之火的定位，朱震亨认为君火为人

火，相火为天火，孙一奎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六六之气，以君火为二之气，经以热 称之。以相火

为三之气，经以暑称之。”（《医旨绪余·明火》）天火

指天时之火，从中 再分君相，即分别对应六气中 的

“火”与“热 ”[1]。而人火指人体内生之火，同样分君

相，即“人有十二经，十二经中 心 为君火，包络、三焦

为相火。”（《医旨绪余·丹溪相火篇议》）可见，孙一

奎针对天之六气，提出二之气为君火，三之气为相

火；对于人身，则心 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2]。

1.1.2 张介宾：五脏均有君相 张介宾在肯定相火

根源于命门之时，又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医家的看

法，认为人体各脏均藏有“君相二火”。《景岳全书·

君火相火论》有言：“见君相之义，无 藏不有。”相火

寄于命门，为生命活动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质，同时

五脏六腑中 的“君相二火”共同作用亦为其提供物

质基础，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故有“君相二

火”无 脏不有的说法[3]。

可见，两位医家对于君相二火的生理特点具有

自己独到的看法。虽然君相二火的位置认识有所不

同，但同时又都提出君相之火为人身之正火，共同

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进而提倡温补，以纠滥

用寒凉之弊，以免耗其正气。

1.2 论君相二火病理之不同

1.2.1 孙一奎：君火静而相火动 《赤水玄珠·明火》

云：“言外者，……气血 感之而为病也。言内者，……

正气自伤而为病也。”孙一奎认为汪子良《医学质

疑·外内君相》中 所论外内君相与天人之火含义十

分相似。外君相即为外来邪火，气候异常，人体感受

外来邪气，则产生疾病；内君相即人之调养失宜从

而伤及自身正气，最终为病。

外内君相之火的致病特点，孙一奎于《赤水

玄珠·外内君相》予以论述：“凡静者，皆君火之症

也。……凡动者，皆相火之症也。”具体而论，君火为

病伤及少阴心 ，心 主血 ，血 主静；相火为病伤及少阳

膻中 ，膻中 主气，气主动。即外内君火为病主静，例

如红 肿 疮疡，鼻 鼽出血 等；外内相火为病主动，临床

可见狂躁气逆诸症。

1.2.2 张介宾：君相为病互影响 张介宾认为君相

二火之间虽有不同，但均秉承一个火气，二者间往

往相互为病、互为因果。《景岳全书·论君火相火之

病》云：“故君火衰则相火亦败，此以无 形者亏及有

形者也；相火炽则君火亦炎，此以有形者病及无 形

者也。”可见，君火异常可以病及相火，相火为病同

样亦会伤及君火。

具体来说，相火是君火之根，而相火之病会直

接影响君火，相火亢进上扰心 神会产生精神不安、

躁乱等君火失常之症状，而相火虚衰则产生精力 低

下、表情冷淡等反常症状。此外，在相火对君火的病

变影响中 ，还包括了因相火失常而给患者所造成的

心 理应激反应，如焦虑、压抑等[4]。总之，“君相二火”

只有保持稳定的状态，人体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

活动。

可见，对于君相二火的治病特点，孙一奎和张

介宾具有不同的观点。即孙一奎认为君火之症属

静，相火之症属动；而张介宾则指出君相二火之间

致病互为影响。

1.3 论君相二火临证治疗之差异

1.3.1 孙一奎：君相之火，因有内外，分类辨治

《赤水玄珠·明火》有言：“治火热 之症，必先察夫令

气之流 行，而参治之可也。”孙一奎认为，医者不可

不清 楚天火和人火的位次。对于天火，在临证时当

从四时令气而治，要考虑时令节气，不可滥用寒凉

之药；对于人火，当从病机以治，反对命门为相火

论，不可过投滋阴降火药，从而损伤人体元气。

此外，治外君相之症，孙一奎提出：“夫君相之

火，俱主于热 ，宜用寒凉正治……半表半里者和之”

（《赤水玄珠·外内君相》）。即外君相火为热 ，可用寒

凉之品折之。若邪热 在表者，宜用辛凉解表剂；若邪

在半表半里者，宜用和解剂；若邪热 在里者，可泻

之、制之或下之。内之君相以正气自伤而为病，治内

君火之症，用寒凉之味泻之。治内相火之症，用甘温

之味补之，即“实火可泻，虚火可补”[5]。

1.3.2 张介宾：君相之火，形有不同，分型论治 在

对君相二火的治疗上，张介宾认为君相二火不同，相

火为有形之火，火盛则泻，火衰则补，《景岳全书·论

君火相火之病》云：“夫病以有形之火，须治以有形之

物，故形而火盛者，可泻以苦寒之物；形而火衰者，

可助以甘温之物。此以形治形。”相火之治可用二阴

煎、菟丝丸之类。此外，张介宾还认为相火为病，其

化实，提出如在肾则为遗淋带浊，入肝则为吐 衄虚

劳，入脾则发 热 痰涎，至肺则喘嗽喑嘶等[6]。总之，有

形之火当治以有形之物。但作为无 形之火，君火的

治疗要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固定方法[7]。

2 重理学，参太极，论命门相火
命门学说源于《难经》，其对命门的部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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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详细描述，奠定了命门学说的理论基础。明代

理学盛行，诸多医家重视命门学说的研究，同时将

其与相火相联系，使其成为当时医学研究之热 点，

其中 有关论述命门与相火之间关系的观点中 ，具有

代表性的则属孙一奎和张介宾的理论发 挥和总结。

明代诸多医家认识到只研究五脏六腑这一后

天层次对于治疗人体疾病远远不够，故强调先天命

门的重要性。正因理学思想与他们研究的生命之本

源十分相近，于是将理学太极与命门相关联，借太

极而言人体先天本源，并在《难经》的基础上对命门

作了进一步的阐述[8]。

2.1 论命门与相火生理之不同

2.1.1 孙一奎：相火始于命门，命门为“三焦之

原” 在研究相火理论与命门学说之间的联系时，

针对命门的属性，孙一奎否定了命门相火说，在《医

旨绪余·命门图说》中 提出：“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

不与命门配。”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人身之根本，五

脏六腑之源，人体生命活动本于命门，而相火则为

三焦、包络所主，用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同

时指出三焦虽不与命门相配，但其相火却发 自下焦

原气，出于上焦，为原气之别使，裨助生生不息之功[9]，

因此他认为相火与命门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即三焦

相火虽不与命门相配，但命门却是“三焦之原”[10]。

2.1.2 张介宾：相火藏于命门，命门为“真阴之

藏” 张介宾则将相火归于命门，认为二者间联系

紧密。《类经附冀·真阴论》有言：“命门之火，谓之元

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他认为命门中 兼有水火

两种属性，又包含真阴真阳，同时真阴又是命门的

物质基础，命门需要依靠真阴才能发 挥作用，据此

又提出命门为“真阴之藏”的观点，此外，他在《类经

附翼·三焦包络命门辨》中 又提及“命门者，为水火

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虽然

命门包含真阴真阳，但他仍强调真阴为真阳之本，

为阳气之源。他的命门说虽与孙一奎不同，但却是

宗其之说，基本思想无 本质差别。

作为人体生生不息之元气，二人皆参太极以言

命门，认为命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即生命的

本源。如孙一奎在《医旨绪余·命门图说》中 指出“乃

造化之枢纽……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同

时提出“命门动气学说”，认为命门为两肾间动气，

以阴阳未分之元气为人身之太极[11]。孙一奎将理学

思想与医理相结合，倡导“医易同源”，后世张介宾

也从中 受到启发 而提出命门水火之理论。张介宾有

言：“命门居两肾之中 ，即人身之太极，……故为受

生之初，为性命之本。”（《类经附翼·真阴论》）由上

可知，两位医家均重视理学思想的研究，探讨生命

之本源，并将理学太极思想融入命门中 ，从而提出

命门为人身之太极的观点。

2.2 论命门与相火病理之不同

2.2.1 孙一奎：元气衰则三焦病 元气为孙一奎三

焦相火理论核心 的着眼点。他认为，劳逸过度 、疾病

损耗、脾胃不足、纵欲 过度 、滥用苦寒和邪气侵袭等

均会导致人体元气不足，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三焦

为“肾间原气之使”[1]，三焦相火源于命门，命门所藏

之元气经三焦而布散全身，所以，命门元气虚衰会

导致三焦的各种病变，病变在上则气不受纳，在中

为水谷不化，在下为清 浊不分。可见，孙一奎将疾病

的原因大多归于元气不足，而在命门元气所致三焦

病变中 ，其对下焦虚寒证又尤为关注。

2.2.2 张介宾：水亏火弱属命门 根据命门水火理

论，张介宾提出，命门元阴元阳的亏虚是脏腑病变

的根本，所以命门水火不足可广泛导致众多病症。

对于真阴之病，张介宾认为，真阴亏损的情况十分

多见。“顾今人之病，阴虚者十常八九”（《类经附冀·

真阴论》）。真阴为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不论水亏

还是火弱，病位都在命门，本质为真阴不足，即“无

水无 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冀·真

阴论》）。在临床上，其认为真阴是人体最不可缺失

的物质基础。凡精血 形质之属，均为真阴所化生，无

论水亏火衰，均从命门真阴着手以治。

由此可见，针对命门与相火之病理，孙一奎、张

介宾具有不同看法。孙一奎重视命门元气，认为命

门元气虚衰体现在三焦会导致相应部位的病变；而

张介宾则重视命门水火，以滋补真阴为切入点入手

来治疗。据此又在临床中 提出相应的治疗法则。

2.3 论命门与相火治则之差异

2.3.1 孙一奎：三焦元气为根本 孙一奎认为命门

学说的关键在于元气。将“命门动气学说”“三焦为

原气之别使”“三焦、包络为相火”等理论运用于临

床实践之中 ，强调在临床治疗中 要重视命门动气、

三焦原气的保护[12]。根据命门元气的作用，创制出了

用以治疗命门元气虚弱的状元汤和状元散等经验

之方。此外，孙一奎还明确规定切不可滥用寒凉之

品，易损害人体元气，同时孙一奎还本着辨证论治

的思路，而并不是单纯一味地强调温补，对于火热

导致的元气不足之症，以清 热 解毒药清 泻邪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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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孙一奎、张介宾火论思想的异同点
Tab. 1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SUN Yikui and ZHANG Jiebin’s fire theory thought

内容 孙一奎 张介宾

君火与相火 相同点 火分君相，均为正火

不同点 生理上 天人皆分“君相二火” 五脏均藏“君相二火”

病理上 君火静；相火动 “君相二火”互影响

治疗上 天火：从时令节气而治；人火：从病机以治 相火有形，君火无 形；火盛则泻，火衰则补

命门与相火 相同点 借太极言命门，将相火与命门相关联，论生命之本源

不同点 生理上 相火源于命门 相火藏于命门

病理上 元气衰则三焦病 水亏火弱属命门

治疗上 三焦元气为根本 阴阳互济补命门

去则人身元气自复[13]。

2.3.2 张介宾：阴阳互济补命门 金元时期，刘河

间、朱丹溪等寒凉派医家之学广为传播，在医学界

产生了用药偏于苦寒之流 弊，常会损伤元气。直至

明代，命门学说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才有了温补

学派的流 行，许多医家开始注重温补而反对寒凉。

张介宾在赵献可命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 挥，认为

命门为“真阴之脏”，内含元阴元阳，在《类经附冀·

真阴论》中 提出“故治水治火，皆从肾气，此正重在

命门，而阳以阴为基也”。临证强调补益命门水火，

真阴真阳[10]。通过对阴阳理论的深入研究，张介宾对

于阴阳虚损疾病具有了独到的经验，善于从阴阳互

根角度 入手，提出了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精气互生

等方法，又根据其阴阳互根之理而灵活研创出许多

新方，例如左归丸、右归丸等，它们充 分体现了张介

宾阳中 求阴、阴中 求阳的阴阳互根思想[14]。

两位医家基于各自对命门与相火学说的认识，

从而在临证治疗方面提出不同的治疗法则。孙一奎

在强调温补，反对滥用寒凉的同时，也重视命门、三

焦元气的保护，主张“固本培元”；张介宾则从“阴阳

互根”之理入手指导临床，重视命门水火的补给。

3 探究孙张火热思想差异之因
继丹溪之后，明代时医用药多苦寒，滥用寒凉

之品，易致损伤脾胃和肾阳。鉴于此，以薛己为先导

的一些医家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从阴

阳水火不足的角度 论脏腑虚损的病机与治疗，建立

了以温养补虚为基础的辨治方法。治疗上，善用甘

温之味来补肾养脾，先后天并补，后世称之为温补

学派。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孙一奎、张介宾等。

对比新安医家固本培元思想与江浙温补学派

思想可以发 现，孙一奎从其师汪机“营卫一气说”入

手，又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依据，对人身之太极

进行了深刻阐发 ，提出“命门动气说”。又以阴阳未

分之元气为人身太极，通过调补后天有形脏腑来补

养先天无 形，进而激发 先天生生之机；而后者的核

心 虽同样以命门为人身之太极，但其更强调“太极

一分为二之阴阳”之理，即注重命门水火并补，提出

水火既济，以命门之水补益五脏之阴，以命门之火

充 养五脏之阳。

均受到理学太极学说的影响，孙一奎从阴阳合

一、气初始混沌的“太极”之体入手，注重其本身可

化生阴阳五行、万物的生生之性，侧重于先天化生

后天以养脏腑气血 阴阳；而张介宾则更强调太极划

分成阴阳二气之后对于后天的补养，注重阴阳互

根、互用，阴阳平衡之理。孙一奎、张介宾具体火论

思想的异同见表 1。
4 结语

从对“命门”“人身之太极”等概念的分析可以

看出，张氏对命门的理解或有受到孙氏“命门动气

说”的启发 ，孙一奎和张介宾均以太极言命门，提倡

温补之气。二者虽都重视温补，但着眼点却有不同，

孙一奎注重培补人体元气，张介宾则重视补益命门

真阴真阳，强调阴阳互补。总之，二者均致力 于纠正

滥用苦寒之品的时弊，强调人体正气的作用，临证

善用甘温之药以扶正祛邪，对后世医学的发 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

综上可见，孙一奎、张介宾均受到“理学太极”

思想的影响，将其融入命门学说研究之中 ，以探究

人体生命之本源，由此指导临床。上文通过追溯君

相二火和命门学说的理论渊源，对比两位医家火论

思想之异同，从而对相火和命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深

入系统的认识，也对君火、相火、命门等概念有了新

的理解与阐发 ，更有助于大家把握火理论的发 展历

程，从而更好地应用于临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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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UN Yikui and ZHANG Jiebin’s thoughts on fire and the theory of life鄄gate
DU Xiaohang，LIU Wuyang，YUAN Yuan，ZHOU Bo，YUAN Weiling

（The Medic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Since the Song，Jin and Yuan Dynasties，the theories of monarch fire，ministerial fire and life鄄gate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for many doctors. SUN Yikui and ZHANG Jiebin reported to their predecessors，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controversial
phase fire theory and the life鄄gate theory，which further enriched the theory of fi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SUN
Yikui and ZHANG Jiebin on monarch fire and ministerial fire，life鄄gate and ministerial fire respectively from three aspects of physiology，
pathology and clinical treatment. The article found that both SUN and ZHANG were influenced by the “Neo鄄Confucianism Taiji” ideology
and incorporated it into their theory of life鄄gate. Both of them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warming and nourishing the qi，but with
different focuses. SUN focused on enhancing the original energy while ZHA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plementarity of yin and yang. In
addition，this paper reveale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onarch fire and ministerial fir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eory of life鄄gate，
and clarified the concepts of monarch fire，ministerial fire，and life鄄gate. Through this study，we hope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thoughts of fire theory，gras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academic views，and it is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fire theory，for the later docto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fire theory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Keywords：fire theory；SUN Yikui；ZHANG Jiebin；monarch fire；ministerial fire；life鄄ga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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