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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帝内经》利用取象比类方法,对脾主时令提出四种对应方式,分别为“各十八日寄治”“脾不

主时”“脾主长夏”“脾主四时”。天人合一观在中医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此为本,运用阴阳、五

行、河图、干支、运气等说理工具和理论模型形成的脾和四时的多种对应理论,概括总结脾与四时的关

系。对这一理论深入研究,有助于对经典理论进行正确理解,彰显经典的重要性,进而指导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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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HuangdiNeijing,fourcorrespondingwaysofspleengoverningseasonsareputforwardbytakingimages
andcomparingclasses,namely,“theeighteenthdayofeachseason”,“thetimewhenspleendoesnotgovern”,“thetime
whenspleengovernsthelastmonthofsummer”,and“thetimewhenspleengovernsfourseasons”.Theconceptofhar-
monybetweenmanandnatur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theor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Basedonthis,sum-
marizestherelationshipbetweenspleenandseasonsbyusingthereasoningtoolsandtheoreticalmodelssuchas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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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s.In-depthstudyofthistheorywillhelpusunderstandtheclassicaltheorycorrectly,highlighttheimportanceof
theclassic,andthenguideclinical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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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整体为构架的中医观念中,人与外界自然
环境交汇贯通。干支运气为主的时空观念在其中显
得十分重要,《素问·宝命全形论》认为:“人以天地
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有五脏,而外界只生四时,
其对应关系,历代医家颇有争议,主流观点有两点:
其一,“脾不主时”;其二,“脾主长夏”,后引申出四种
说法。纵览古籍,脾胃乃为后天运化之本,水谷精微
化生之基,宗营卫产生之源,顾护脾胃的重要性毋庸
置疑,故研究探讨脾胃与时间的关系以期对临床有
所裨益。

基于运气学说,脾胃大家李东垣在《脾胃论》中
加以引申:“治脾胃虚而心火乘之……遇冬肾与膀胱

寒水旺时,子能令母实,致肺经大肠相辅而来克心乘
脾胃,此大复其仇也。”文中脾胃气虚为基本病机,土
气不足,则盗母气,盖心火,乃“阴火”也,即内伤之
火[1],脾胃虚极,而致“胸中气乱,心烦不安”。适时
穷冬烈风、金水之运交汇之际,“大寒大燥二气并乘
之”,而出现表里皆寒的症状。治宜补脾胃,升中阳,
而散外寒,方选草豆蔻丸。《医学启源·六气主治要
法》认为:“四之气为病,多发暑气……得此病不传
染,次发脾泄,胃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霍
乱吐泻,四之气(病)宜渗泄,五苓之类是也。”此以六
气之时间规律随证用药,各从其宜也。故可从五运
六气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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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渊源

1.1 脾不主时
“脾不主时”见于《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曰:脾

不主时,何也? 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
治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2]指出与脾相
应的时令,平均分布在四季之中,春、夏、秋、冬中各有
十八天当属脾治,实际上脾与其余四脏平分一年的时
间,只是没有划分单独的季节归属。此处采用四分历
法,认为每一季有九十日,一年为三百六十日[3]。孔颖
达《五经正义》中云:“四时系天年,有三百六十日间,以
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
则王十八日也。”此处提出土旺四季的说法,是对各十
八日寄治的具体说明,同样是四分历法,言中土分居
于辰、戌、丑、未四月之末十八日也[4]。此外也指脾镇
于中土,以主四时,岁中无时不主。
1.2 脾主长夏

“脾主长夏”出自《素问·藏器法时论》,云:“脾
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在《灵枢·五
音五味论》中进一步阐明足太阴属脾脏,主黄色,甘
味,时季夏。两处共同指出脾对应的时令是长夏(季
夏),而纵观历代医家对长夏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
理论共识。王冰注为六月。《淮南子·时则训》言:
“季夏之月……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此
处将季夏划分为戊己之日,即阴阳之土月也。《史记
·天官史》则明确指出:“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
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结合原文,两处
“季夏”,指戊月、己月,采用的是十月太阳历法。

十月太阳历中,将一年五分为五季十月,每季两
月,每月三十六日,一季七十二日,分别用十天干命
名,如“戊月”“己月”,每年以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循环
往复。张元素在《医学启源·六气主治要法》根据五
运六气提出:“大暑之后至秋分之时,阳气发散之后,
阴已用事,故太阴旺。”[5]此处张元素认为长夏应为
太阴湿土主气之时。

2 理论依据

2.1 各十八日寄治
对于各十八日寄治,有两种说法,其一,每个季

节的最后十八日,意为季节由终到始之气机运化也,
与长夏时属六月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以
太阳在黄道上的移动角度或者说节气来划分。黄道
中的“黄”对应五行的“土”主中位,属于中央正色,
“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黄道同样也指古代帝王
行走的道路,《宋史》记载:“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
其数。自咸平中……大礼备仪卫,则有司先布土为
黄道。”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天体的运动现象与“帝
王”的政行关系密切,故称太阳的视运动轨迹为黄
道。黄道以斗建异,分十二宫,并以太阳过宫的时间

为轴,划分出二十四节气。
在节气中,每个月的第一个节气称作节,第二个

节气称作气,即月令之中气也,意为每月的第二个节
气,正好是太阳过宫交换两宫之气的时候。土爰稼
穑,脾主运化,所以每月交换两宫之气的时间段,就
是本月土气最旺的时候。因此,土旺十八日则为辰
月、戌月、丑月、未月的中气前九日与后九日。

《汉书·律历志》载:“鹑火……日至其初为小
暑,至其中为大暑……玄枵……日至其初为小寒,至
其中为大寒。”[6]辰月之节气为清明节、谷雨气,所以
谷雨前九天与后九天共十八天为春季土旺之时。未
月之节气为小暑节、大暑气,所以大暑气前后九天为
夏季土旺之时。戌月之节气为寒露节、霜降气,所以
霜降气前后九天为秋季土旺之时。丑月之节气为小
寒节、大寒气,所以大寒气前后九天为冬季土旺之
时,此为十八日寄治的第二种说法。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则更为具体描述该说法:
“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
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所言谷雨气
前后,月令中气处于承上启下的变换过程,土气随之
渐旺,当为脾所主也,应于此时行稼穑之事。而对于
人体而言,《养生仁术》曰:“台雨日采茶,炒藏,能治
痰嗽及疗百病。”百病皆因痰作祟,而脾又为生痰之
源,所以当于谷雨日采喝新茶,祛痰健脾实土故也。
2.2 脾不主时

传伏羲观太虚天象作《洛书·河图》,其要义为
中土五行,土象坐镇中央,而其余四象绕土而布。
《易经》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
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
天之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地之形为中原四野九州。
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就是天象地形的对应。对应四
时五方为东方春木,南方夏火,西方秋金,北方冬水,
唯中土无时所主[7],故曰“脾不得独主于时也”也。
于天象而言,二十八宿分为木象青龙、火象朱雀、金
象白虎、水象玄武四阵,位列东南西北。三垣为太微
垣、紫薇垣、天市垣,分别对应古代行政中心的朝堂、
宫殿、街市,皆属土象,镇于二十八宿中央。

太微垣为三垣之上垣,名称始见于《玄象诗·三
国陈卓》,《宋史·天文志》记载:“土入,有德令,大人
忧,其下亡地……金入,大臣相杀,其地有忧,宫廷防
兵,邪臣伏诛……水星见之,人君当之又为乱,后宫
有灾或大水。”紫薇垣为三垣之中垣,《宋史·天文
志》记载:“紫微垣在北斗北……客星入紫宫,人主
忧,大臣逆或死。犯之若丧。入则……兵起。”天市
垣为三垣之下垣,《宋史·天文志》记载:“天下所会
也……五星入,将相忧,五官灾;守之,主市惊更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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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五星入,兵起。荧惑守,大饥,火灾。”[8]天文
学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通过该文的
罕见天象可作推测:在正常天象中,金木水火土五星
常运于东南西北四阵二十八星宿之间,不入土象三
垣之中,故曰“脾不主时也”。
2.3 脾主长夏

五行生克学说,是由河图进行一系列的转化所
得,在图则左旋而生之,在书右转则克也。《周易·
说卦》中指出:“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
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坤也
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艮,东北
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
艮。”[7]此周文王后天八卦也,体现万物的生长化收
藏周而复始的过程。其中艮卦、坤卦位于东北、西
南,即夏秋、冬春相交之际,意火得土后可成金,水得
土而乃成木,司由盛至衰,由藏向生的属性变化。这
种五行结构成为“脾主长夏”的理论基石。

长夏又被称为季夏,言长夏的具体时间却一直
没有形成统一,《说文》谓:“季者,少称也。”古以孟、
仲、季言月令先后,王冰注为六月,即引此意也。此
处六月所用历法当为十二月太阳历法。张元素认为
季夏乃足太阴脾湿主气之时。然而两种观点并不完
全符合脾之生理特性。土爰稼穑,乃承接受纳,继往
开来,阴中之至阴也,为连接东西南北之明堂。基于
运气历法计算日期可能更为准确。

五运六气历法是以五星运行于二十八星宿的天
干方位划分年月,天干与五行的配属称为“十干纪
运”,《素问·五运行大论》云:“丹天之气,经于牛女
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
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
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
其中黅天之气为土星的视运轨迹,是岁建得天干为
甲己之时,土星运行于心尾角轸四宿之间,故而甲己
两干合化为土运,余四运亦由两干合化。五运分主
五时,以木火土金水为序,每运主七十三日零五刻,
一周合计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木为初运,则土
运为三运,土运主时为芒种后十四日至处暑后七日。

运气历中,地支与五行的配属即地支配六气,又
称“十二支化气”,王冰在《素问·六气玄珠密语》中
说:“正化者,即天令正化其令,正无邪化,天气实故
也……对化者,即对位冲化也。对化即天令虚,易其
正数,乃从成也。”如此可知,所谓正化、对化并不仅
是五行方位属性,更含有五行相生之意。据《素问·
天元纪大论》可知[9],厥阴风木为初之气,其后依次
为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
水为终之气,以体现气之生长化收藏。六气如环无
端,每气主时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太阴湿土为四之

气,故计算得太阴湿土主气时间为大暑至秋分。
运气历法乃为阴阳合历,现代的农历同样属于

阴阳合历,《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以六为节,地
以五为制。”故而可将五运与六气中土运和太阴湿土
所主之时进行交集,使阴土与阳土相结,运气相合,
得到一个时间为大暑至处暑后七日。换算成农历,
为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九日或为七月二十三日
至八月三十日,合计约三十七天,至于零几刻,按干
支年份的不同略有出入。立秋为八月七日或八月八
日,以立秋为界,则此交集时间从立秋前十五日至立
秋后二十二日。正如前文所说,每个月的第一个节
气称为节,第二个节气称为气,即中气,意每个月的
第二个节气正好是太阳过宫交换两宫之气的时候,
而这个时间段,即本月土旺之时。而一年当中交换
中气之时,为夏秋之交,故在立秋前后,土气最为旺
盛,故可认为运气相交所得之时最为符合长夏的内
涵和脾的生理特点。
2.4 脾主四时

土主四时的说法可以追溯到《管子》。《管子·四
时》中阐述:“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
土益力……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此
处土具备更多的是辅助作用,调节四时气机的升降出
入,又指一种比较平和的趋势,可引申为“节阴阳而调
刚柔”,并没有提及土具体旺于四季之哪段时间。后
世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五行》中说:“木非土不生,
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意味着土对
四时的具体辅助作用有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中医学
注重天人合一,在天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以河图之数
探析群星的运行轨迹;在地为中原四野九州,以中土
为枢布局四方;在人则为孤脏以灌四旁,将水谷精微
运化输布全身。《素问·玉机真脏论》曰:“帝曰……脾
脉独何主? 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
土为万物生长的根基,脾胃以德象土,居于中央而灌
溉诸脏腑官窍形体,称其孤脏是因其所具有的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10]。土爰稼穑,故脾主四时以言其承
接,运化之功能,非其象形也。

3 临床意义

3.1 擀旋中焦,土枢四象
清代名医黄元御认为肝、心、肺、肾四脏皆为中土

脾胃所制,四脏之气皆随阴阳土气升降,即气机运行
呈现以“中土”为轴,“四象”为轮的动态周流运动。其
所著《四圣心源》曰:“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言一
气化生后天中气,中气枢转,开全身气化周流之阀,敞
阴阳五行制化之门。脾气左升,化生心气、肝气,胃气
右降,化生肺气、肾气,即所谓阴阳升降化四象。

朱丹溪《格致余论·臌胀论》同样指出:“脾具坤
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坤者,降纳也;乾者,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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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突出的是脾胃的纳化升降作用,脾升胃降中和于
内,四脏气机方能圆通于外;同样岁时土气旺盛,不
正之气方可减少。后世医家将脾胃升降学说应用于
临床,总结治疗思路为运中土斡旋之轴,旋肝木升发
之轮,畅木升金降之路,和水火阴阳之机[11]。意从脾
胃为中心出发,调理气在人体当中的正常流通,从而
恢复“阴平阳秘”的状态。
3.2 四脏之变,脾为之使

《灵枢·本神》曰:“脾气虚……五脏不安。”这是
因为脾胃与其余四脏在功能上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金匮要略》中五脏之变同样重视顾护脾胃或者说以
脾胃为切入点论治,“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
脾。”(《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是先安未受邪之
中州,法当扶土而酌情抑木;“妇人脏躁,喜悲伤欲
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妇人
杂病脉证并治篇》)是从脾胃论治心病,方以小麦为
主药,补心养神;甘草缓肝之急;大枣甘润补中以悦
脾气。子气充足,以养母气,脏躁可平矣。“火逆上
气……麦门冬汤主之”(《肺痿肺痈上气病脉证并
治》),乃是以脾胃论治肺,炙甘草、粳米、大枣、人参
补中生津;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
者,肺之母气也。故王子接称此方为“彻土绸缪,诚
为扼要之法”。《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腰为肾之
府。”在肾著汤一方中,乃是从脾胃论治肾病之腰痛,
意培土制水,寒湿得化。
3.3 四季脾旺,不得两虚

《灵枢·百病始生》云:“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
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岁运、六气太过或者不
及,易滋生四时不正之气,化为六淫,此为一之虚,即
虚邪贼风,若此时脾胃之气充沛于内,营卫的化生运
行,不失其常,则邪气不能突破人体正气的防御屏
障,很难成病,即使生病也病邪较浅,预后较好,故
《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人体
正气亏虚,为二之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
问·评热病论》)人体正气本虚,四时不正之气产生
的虚邪则容易长驱直入,再加上对岁运的过与不及
疏于防范,大病乃成。

《素问·上古天真论》阐述:“上古之人,其知道
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度
百岁乃去。”其要义在于知岁运过与不及之理,知“阴
之五官,伤在五味”(《素问·生气通天论》),而随四
时气机养生摄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与万物
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究其大
法,则难离脾胃。《难经·四十三难》云:“安谷者昌,
绝谷者亡。水去则营散,谷消则卫亡。”则强调的是
水谷化生营卫、强正御邪的作用,可见脾胃强弱对正
气的盛衰有直接影响,正气强则邪不能害。

脾在体合肉,故脾胃健运则肌肉强盛,《素问·
生气通天论》云:“清净则肉凑闭拒,虽有大风苛毒,
弗之能害。”由此可知,善养脾胃者,肌肉满壮,腠理
密固,哪怕外界病邪肆虐,也不会对机体造成很大影
响,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四季脾旺不受
邪”。反之,若不重视脾胃的养护,则“脾胃俱虚,纳
化皆难,元气渐弱,百邪易侵”(明·方广类《丹溪心
法附余·调食》),人体的健康则岌岌可危矣。

4 结语

上述各观点表面上虽各有迥异,但究其根本均
为突出土脏脾胃在人体的重要作用。脾主长夏是指
脾胃所主一年之气机由温热向寒凉的总体转变;各
十八日寄治意土主四时生、长、收、藏变化之机也;无
时不主言脾胃乃日夜时刻运化之枢机也,无论是昼
夜更替,抑或总体气机的微小变化,均与脾胃功能密
切相关。正应中土五行之内涵———土位中央而枢四
象,调节阴阳而参机变。而在于人体,关于脾胃重要
性的论述则不可胜数。《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平
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
逆,逆者死。”又言:“人以水谷为本,人绝水谷则死,
脉无胃气亦死。”脾胃对于人之重要性,诚须臾不可
离,正如《类经·藏象类》所言:“四时五脏,皆不可一
日无土气也。”[12]在临床上不论何时、何脏、何病、何
证,均要将顾护脾胃的思想放在重要位置,故理解此
文需将以上说法当综合而观之,脾不主时乃言其表,
脾主四时乃言其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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