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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肾系统”与命门之火

王庆谚，郑洪新，李佳，贾连群，杨关林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４７）

　　摘要：中医系统思维认为肾藏象应该是以肾为中心，包含膀胱、骨、髓、脑、齿、唾、发、耳、二阴、志、恐（惊）等若干脏、
腑、形体、官窍在内的以经络联系的统一体，谓之肾系统。作为先天之本的肾系统具有主人体生长发育与生殖、主生髓化

血、主抵御外邪、主水、主纳气等功能，是肾系统各部分协同作用的体现，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命门之

火”源自先天，根于肾中，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周身阳气的源泉，可以增强人体各脏腑形体官窍的功能活动。“命

门之火”可以加强肾系统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肾系统各部分功能的发挥均离不开“命门之火”温煦和促进作用。当机

体出现命门火衰时，肾系统各部分均会出现相应的病机变化，故从肾藏象系统与“命门之火”之间的关系加以阐释，以明

晰其关系，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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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肾藏象系统区别于西医的肾脏，其内涵外延，涉及人
体其他的组织和器官，由此，每每提及中医的肾应是以肾为中

心的一个功能系统，即“肾系统”，包含了肾的生理病理功能。

“肾系统”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命门之火”的功能，本文从肾藏

象系统各部分与“命门之火”之间关系加以论述，以明晰其

关系。

１　“命门之火”概要
《内经》最先出现“命门”的表述。从《内经》到《难经》，命

门从“目”的含义，转变到了“右肾”。后世医家见解多不同，但

都肯定其重要地位。命门属火首见于刘温舒的《素问·入式

运气论奥篇》，其云：“左肾属水，右肾属火，火曰命门”。元代

医家朱震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命门理论，却是命门学说的推动

者，明代医家对于命门学说的内涵认识源自朱震亨对于相火论

的创新，朱震亨认为：“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

生”，提出相火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性，他同时“援太极入

火”，肯定火与命门之间的联系。刘完素首创“命门相火说”，

相火与命门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联系，张元素也提出了：“命

门为相火之源”的理论。其后又产生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孙

一奎的动气命门说、赵献可的君主命门说都阐释了命门的属

性，张景岳［１］提出水火命门说，将“命门之火”比喻为自然界的

太阳：“天有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有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其重要性表现在人体一身之阳充足，则生命力旺盛；反之，人体

一身之阳衰弱，则生命力衰弱；若“命门之火”亡失，人体一身

之阳随之而亡，则生命终止，故有“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

的论述，体现在“命门之火”可以增强人体脏腑形体官窍的功

能活动，温煦人体脏腑组织防止阴寒偏盛，同时促进体内阴液

的生成等方面［２］。《道枢》将火分为 ３种，即君火、臣火（相
火）、民火，其中相火对应肾，因此，笔者认为从狭义上来说“命

门之火”，即肾阳、真火，根于肾中精气，是周身阳气的源泉。

因此，“命门之火”对于人体各系统尤其是肾系统来说至关

重要。

２　“肾系统”概述
中医“肾系统”包含西医解剖部分。中医的肾位于人体腰

腹部，脊柱两旁，左右各一，《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中认为“腰

者，肾之府”。《难经》明确表述：“肾有两枚”。赵献可更深入

探讨：“肾有二……生于脊膂十四椎下……形如豇豆，相并而

曲附于脊外，有黄脂包裹，里白外黑”，其对于肾形态的描述已

经非常精准。

中医“肾系统”又涉及人体其他的脏腑和系统，即肾的生

理和病机变化。肾作为人体五大功能系统之一，是由若干脏、

腑、形体、官窍、经络等组成，主要包括肾、膀胱、脑、髓、齿、发、

骨、耳、唾、前后二阴、志、恐（惊）等构成要素，肾系统的功能体

现在各构成要素的协同，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之间物质与

能量的交互作用，“命门之火”作为能量物质具有温煦肾系统

本身的作用，加强系统与要素之间的联系。《难经·三十六

难》认为：“肾生命门火”，阐述了“命门之火”源自肾中，是肾维

持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当机体出现命门火衰的表现时，应

该是“肾系统”的各构成要素均出现相应病机变化。

３　“肾系统”与“命门之火”
３．１　“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与“命门之火”
３．１．１　“肾精”与“命门之火”　沟通“肾系统”的主要物质是肾
精，精化生气，精足则气旺；肾气主蛰藏，肾气足，肾精不妄泻，则肾

精盈满，二者互根互用。肾气分肾阴气和肾阳气两部分，对于“命

门之火”的产生在《医道札记·肾气》中进行了详细阐述：“肾气，

就是由物质的肾所产生的活动，包括阴气和阳气两部分，这里的气

是阴和阳本身各自具有的活力，即功能活动，肾气是肾的阴活力与

阳活力的总称”［３］。笔者认为，此“阳活力”为人体“命门之火”，为

人体生长发育与生殖活动提供能量。

３．１．２　“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与“命门之火”　肾精化肾气，其
中阳气者能激发、促进人体脏腑功能的发挥，亦即“命门之

火”的作用。《易经》中早就有：“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的记

载，强调了精是生命化生的物质基础，并且维持了生命活动，

其形式是以肾精化生“命门之火”为特点，“命门之火”起到温

养作用，是产生天癸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产生天癸的动力，

因此，肾藏精在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方面的作用，本质上是

“命门之火”调控天癸的结果。《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原文

提到肾气盛实，可出现：“齿更发长”“发长齿更”的身体变化，

阐述了肾气充盛，即“命门之火”充盛，促进了人体生长发育。

又论及青春期左右，身体出现天癸化生的明显变化，如女子

“月事以时下”，男子“精气溢泻”，进一步论述了“命门之火”

不断累积充盛，促使天癸化生，而具备生殖功能，“故能有

子”。其次，随着生命进程，“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

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

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阐述了随着年龄增长，命门

火衰，女子经停，男子精少或无精，生殖机能衰退，故《辨证

录》云：“夫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阴之渊，不长鱼龙；胞宫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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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又何能受孕哉。”“命门之火”能影响人的生长发育及女性

和男性的生殖机能。

３．２　“肾生髓化血”与“命门之火”
肾精化血。李中梓在《病机沙篆》提到：“血之源头在乎

肾”。《侣山堂类辨》指出：“肾为主水，主藏精而化血”，《类经

·藏象》曰：“精足则血足”，《普济方·方脉总论》言：“精者，

血之本也”，张景岳也提出“血即精之属也”，以上均说明肾精

可化血，然而，却离不开“命门之火”的作用。“命门之火”为生

血之根。《类经·疾病类》言：“人之精血，由气而化”。指出气

是化生血液的根本动力。唐宗海在《血证论·房劳复》指出：

“气乃先天肾中一点生阳，静而复动，化生精血”这里的“生

阳”是肾中阳气，即“命门之火”，“命门之火”复动，则精血化生

有源。《读医随笔·气血精神论》亦言：“血者，水谷之精微，得

命门真火蒸化……其浊者为血，清者为津”。更加明确提出：

“水谷之精微”要在“命门之火”的蒸化下化生血。

３．３　“抵御外邪”与“命门之火”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中医学对于人体抵御邪气、祛邪

外出、防病自愈能力的高度概括。就正气的防御作用而言，阳

气抵抗并抑制阴邪及其传变，而“命门之火”作为一身阳气重

要的源泉是正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命门之火”的盛衰决定是

否有抵御外邪的能力，“命门之火”充盛，则一身之阳气充足，

能抵御外邪入侵，并且祛邪外出；命门火衰，则一身之阳气亏

虚，其抵御邪气、祛邪外出能力均下降，此时人体易感邪而患

病，正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言：“中人也，方乘虚时”。

３．４　“肾主水，合膀胱”与“命门之火”
《类经》中认为精即是水。李奕祺［４］认为，精水同源，是肾

藏精和主水两个功能的统一，肾精化肾气，其中阳气可以促进

水液代谢。如喻昌对于肾司开阖的认识：“肾气从阳则开……

肾气从阴则阖”，“从阳则开”肯定了“命门之火”的重要地位，

其对参与水液代谢的脏腑具有促进作用，如“命门之火”可以

温煦脾、肺、膀胱、三焦等，助脾运湿，助膀胱气化，助肺宣发肃

降，助三焦通利水道，人体的水液则在“命门之火”的温煦推动

下，入于胃，经脾气散精，向上输送至心肺、清窍，其浊者向下输

送至肾，在肾阳气的蒸腾气化作用下进一步分清泌浊，浊者输

送至膀胱，适时排出体外，各个环节都依赖于“命门之火”的

作用。

膀胱的功能是对于代谢后的浊液，即尿液进行贮存和排

泄，是膀胱气化的具体体现。然肾主水，为水脏，肾对于参与水

液代谢的脏腑均有调控作用，包括了肾阴和肾阳的功能作用。

其中，肾中真阳暖膀胱之阳，从而助力膀胱之气化功能。当津

液之浊者部分，以小便形式贮存在膀胱，便在“命门之火”的温

养下，适时排出体外。“命门之火”充盛，则膀胱气化有源，开

合有常，尿液排泄正常；若“命门之火”衰微，则膀胱气化失司，

开合不利，引起尿少或水肿。

３．５　“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与“命门之火”
肾藏精主骨，肾精充足，则化生骨髓充盈，“命门之火”温

养精髓，化生骨髓，滋养骨骼，骨骼坚固。若肾精亏少，“命门

之火”失于温养，骨髓化生减少，不能充养骨骼，则出现骨痿、

骨繇等骨病。齿亦受肾所主，在《杂病源流犀烛》中明确说明

牙齿的荣枯与肾关系密切，认为齿为肾之标，因此，命门火衰之

人常见到牙齿松动或早期脱落。

３．６　“肾通于脑”与“命门之火”
《灵枢·海论》云：“脑为髓之海”，由于脑府与脊髓直接连

通，并且与周身骨髓关系密切，故有“诸髓者皆属于脑”的说

法。脑的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命门之火”。缪希雍［５］认为“脑

为诸阳之会，而为髓之海。夫髓者至精之物，为水之属。脑者

至阳之物，清气所居”。构成脑的物质基础是属于阴的精髓，

但是脑的功能活动属阳，可见“命门之火”作为一身生命活动

的原动力的重要作用。《辨证录》中也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

性：“盖脑为髓海，原通于肾，肾无火则髓不能化精”，同样的，

《医述》也提到：“命火温养则髓益充”，因此，肾精充足，肾气充

盛，“命门之火”温煦有常，则髓化生源源不绝，髓海充盈，则精

力充沛，反应灵敏，足智多谋；髓能养骨，则筋骨劲强，运动灵

活，牙齿坚固。若肾精气不足，命门之火衰微，则髓化源不足，

则可见精神疲惫，反应迟钝，骨软无力，小儿五软五迟诸症。

《诸病源候论》言：“肾主骨髓，而脑为髓海，肾气不成，则髓脑

不足，不能结成，故头颅开解也”［６］，阐释了解颅的发病是由于

“肾气不成”，与“命门之火”关系密切。

３．７　“肾在液为唾”与“命门之火”
《说文解字》载：“唾，口液也”，其源自于肾，正如《素问》

中“肾为唾”的表述。唾液与“命门之火”的关系尤为密切，有

研究显示，肾阳虚型肾病的患者，除了有血浆白蛋白以及内生

肌酐清除率的降低之外，其唾液中白蛋白的含量也明显降低，

并且肾阳虚越严重，唾液白蛋白的含量就越低，而且肾阳虚患

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唾液菌群失调［７－８］。

３．８　“肾其华在发”与“命门之火”
发的生长与荣枯受到肾气盛衰的影响。肾主藏精，精生

血，“发为血之余”，发受到精血濡养，精血充盛，则头发黑而润

泽，因此“肾其华在发”。由于血液的运行依赖阳气的温煦作

用，因此这个过程又离不开“命门之火”的温煦作用。若肾精

充盛，“命门之火”温煦有常，血亦充足，则毛发光泽黑润；若肾

精不足，命门火衰，失于温养，可见头发稀疏，发质干枯易脱，早

白等，如《金匮要略》载：“夫失精家……阴头寒，目眩发落，脉

极虚芤迟”。

３．９　“肾开窍于耳及前后二阴”与“命门之火”
３．９．１　肾开窍于耳　耳位于头部，主听觉，受脑髓影响，亦根
于肾，《诸病源候论》中提到：“肾之经……其气通于耳”，又如

《医林改错》曰：“两耳通脑”。肾精气充盛，“命门之火”温煦

有常，则精髓充养脑，耳能闻五音。当出现耳疾病时，也是由于

肾气化功能失常所致，如《医林绳墨·耳》中云：“肾气充实则

耳聪，肾气虚败则耳聋，肾气不足则耳鸣”，可见，耳的功能不

仅与肾精的充养有关，还离不开肾气的温养作用，即“命门之

火”，若肾气之阴阳水火失衡，会出现听觉的异常，如听力减

退，或耳鸣耳聋等。

３．９．２　肾开窍于前后二阴　肾具有主管人体的排尿以及生殖
的能力。尿液的贮存和排泄除了与膀胱气化功能有关，还依赖

“命门之火”的作用，“命门之火”具有温煦下焦的功能，因此命

门火衰，则可见尿频、遗尿、尿失禁以及尿少或尿闭等，在《诸

病源候论·遗尿候》记载：“此膀胱有冷，不能约水故也……肾

主水……既冷气衰弱不能约水，故遗尿也”。此处“膀胱有冷”

“冷气衰弱”均指“命门之火”温煦作用的减弱所致。

后阴主排泄粪便，与小肠和大肠的功能关系密切，而小肠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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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肠的功能离不开“命门之火”的温煦，如《景岳全书·杂病

谟》载：“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

命门火衰，而阴寒独盛，故于子丑五更之后，阳气未复，阴气盛

极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重点强调“命门之火”对于二便的

温煦作用，若命门火衰，失于温化，则小肠和大肠的功能失常，

出现便溏、泄泻，甚或完谷不化之症。

粪便的排泄还与脾的运化相关，并受“命门之火”温养。

许叔微将“命门之火”与脾胃形象的比喻成“火”与“釜”的关

系，强调“肾气怯弱，真元衰劣……下无火力，虽终日米不熟”

其中“火力”即为“命门之火”，又提到：“肾气盛，是为真火”，

“真火”即为“命门之火”，其可“上蒸脾胃，变化饮食”，明确指

出“命门之火”盛，则脾阳气充足，健运水谷饮食，则“分流水

谷”，排泄粪便为常。若命门火衰，脾失蒸蕴，进而脾失健运，

症见完谷不化，甚至泄泻。在治疗上，严用和《济生方·五脏

门·脾胃虚实论治》认为：“补肾不如补脾，余为补脾不如补

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

食矣”，创造性地提出“益火补土”这一治法。

３．１０　“肾藏志”与“命门之火”
《素问·宣明五气篇》云：“肾藏志”，即所谓人的志向、记忆能

力、意志力等所藏之处在肾。人的记忆和意志力等与肾有密切的

联系，并受到“命门之火”的温养。若肾精不足，命门火衰，则出现

记忆力严重减退，意志力下降，表现为肾之志不足之象，如《灵枢·

本神》云：“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

３．１１　“肾在志为恐（惊）”与“命门之火”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

怒悲忧恐”，恐之情志，由肾气所化。《素问·生气通天论篇》

亦言：“阳气者，精则养神”，故恐之志受“命门之火”。若肾气

不足，命门火衰，则易产生恐惧情绪，如《灵枢·经脉》曰：“肾

足少阴之脉……气不足则善恐”。

３．１２　“肾气通于冬”与“命门之火”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云：“肾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

气”。冬季日照最少，阳气不足，利于万物蛰伏，天地将阳气涵

藏［９］。因此，肾在冬季封藏之性更为显著，肾中阴气不断累积

渐盛，肾中阳气蛰伏、下潜，以保证机体蓄积阳气以及固护阴

精，若在冬季不能闭藏则易患病。唐容川在治疗血证时认为：

“其发于冬者以肾水不足，虚阳上浮治之”［１０］。《素问·逆调

大论篇》载：“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其在天为寒……在

脏为肾”又有“肾者水也，而生于骨……故寒甚至骨也”以上解

释了冬季寒冷，若肾闭藏阴精不足，阳气亏虚，命门火衰，易使

骨虚受损，发为骨病。

３．１３　经络与“命门之火”
十二经脉气血运行的动力来源是源自于肾中之气，《难经

·八难》言：“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

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肾间动气”可以对

十二经气起到推动作用。孙一奎首创命门动气说，火为生生不

息之机，此处肯定“命门之火”对于十二经脉的重要作用［１１］。

奇经八脉也与“命门之火”有关系。奇经八脉尤其是任

脉、督脉、冲脉三者，同起于会阴部，与肾关系最为密切。而且

奇经八脉的功能与“命门之火”关系密切。肾统命火，主生殖，

与男精女血关系密切，尤其女性经、带、胎、产、乳的生理过程。

其中督脉为阳脉之海，从命门“入络两肾”，受到“命门之火”的

温养；冲脉为血海，任脉为一身阴脉之海，受到肾精的滋助。因

此，肾精气足，“命门之火”充盛，则女子任脉通达，太冲脉充

盛，女子月经来潮，男子精气溢泻；肾精气不足，“命门之火”衰

微，女子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地道不通，男子精少不育。

３．１４　“肾主纳气”与“命门之火”
《类证治裁》曰：“肾主纳气”，明确提出肾主纳气功能，其

实是肾封藏特性的体现，如《医学入门》云：“肾有两枚……纳

气……为封藏之本”［１２］。肾的摄纳作用有赖于肾气（阳）的推

动，也就是“命门之火”的温煦推动作用，“命门之火”充沛，摄

纳正常，则呼吸正常，保持呼吸深度而调匀，《医碥》言：“气根

于肾，亦归于肾，故曰肾纳气，其息深深”［１３］；肾命门火衰，摄纳

失职，则气浮于上，出现息高气喘的“肾不纳气”证，如《素问·

脉解篇》提到：“少阴者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伤……所谓呕咳

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主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

气喘”，论述了十月金秋时节阳消而阴长，阴气通于肾气而盛

于下焦，阳气浮于上无所依附，故而出现肾不纳气之喘证［１４］。

《金生指迷方》论及：“或因渡水跌仆，肾气暴伤，肾气乘肺，此

喘出于肾也”，指出了伤于肾气（阳）会出现喘证，在此基础上

杨士瀛认为喘证的出现与命门火衰关系密切，认为“真阳虚

惫，肾气不得归元”是喘生于肾的根本病机，多见咳喘气急，呼

吸表浅，动则喘甚。因此张介宾在治疗由肾不纳气引起的喘咳

时，除用补肾填精、纳气平喘的药物之外，还应用了右归饮、右

归丸等方来补益肾之真阳。

４　小结
通过将肾藏象系统各部分拆解分析其与“命门之火”的关

系，我们清晰了肾系统各部分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命门之火”

的功能，也进一步体现了“命门之火”对于人体整个功能活动

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应更加重视对“命门之火”的认识，

以期更好地运用中医理论服务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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