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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医学启源》 探讨易水学派张元素时空
脏腑观及其应用∗

姜婧1, 刘刚2, 张钰欣3, 刘钟阳3, 曹晓璇4, 余如霞1, 王湫澄1, 张保春3,△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北京 100029; 2.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卫生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 100010;
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4. 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目前, 有关 “易水学派” 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因此对其开山祖师张元素学术思想的挖掘

与研究尤为迫切。 本研究立足张元素代表著作 《医学启源》, 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 对张元素的学术思想进行进一

步的挖掘与阐述。 在张元素以 “脏腑辨证” 与 “药类法象” 为学术特色的现有认识基础上, 提炼出以脏腑为中心, 以

时空次序变化为着眼点的时空脏腑观, 并从其观点的理论源流、 内涵与运用进行了阐述。 本研究以 “回到易水学派”
为宗旨, 为深入理解张元素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文献依据, 对于全面认识 “易水学派” 的学术思想具有积极的学

术价值。
　 　 关键词: 易水学派; 张元素; 学术思想; 时空脏腑观; 《医学启源》
　 　 中图分类号: R 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3) 12-0032-04

　 　 “易水学派” 以金代河北省易水名医张元素为

开山祖师而得名, 自金元至明清, 以师承授受为主,
代有薪传。 作为本学派创始人, 学界普遍认为张元

素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集历代先贤有关脏腑辨证成

就之大成, 其对病机与随证用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

究与探讨[1]。 本研究团队在既往有关 “易水学派”
学术思想研究的基础上[2~5], 本着 “回到易水学派”
的宗旨, 以张元素代表著作 《医学启源》 为依据,
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 进一步深入挖掘其学术思

想的理论源流与内涵, 以期为深入、 全面认识张元

素与 “易水学派” 的学术思想特色提供有力文献依

据。
1　 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形成的理论溯源

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并非无源之水, 而是源自

《黄帝内经》 《华氏中藏经》 等医学著作, 这在 《医
学启源》 一书中多有提及, 例如 《医学启源·序》
所载 “其夜梦人柯斧长凿, 凿心开窍, 纳书数卷于

其中, 见其题曰 《内经主治备要》 ” [6], 可见其对

《黄帝内经》 的研究探颐索隐, 以致梦寐以求; 再如

《医学启源·卷之上·三才治法》 一篇明引 “华氏

《石函经》 ” 之语, 可见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亦受到

《华氏中藏经》 的影响。

1. 1　 《黄帝内经》 为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奠定了理论

基础 　 先秦至秦汉的各类典籍文献中, 都十分重视

时空的观念, 并用 “天文” “地理” 等加以描述, 如

《周易·系辞上》: “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 再如 《淮南子·要略》 载: “天
文者, 所以和阴阳之气, 理日月之光, 节开之时,
列星辰之行, 知逆顺之变, 避忌讳之殃, 顺时运之

应, 法五神之常……地形者, 所以穷南北之修, 极

东西之广, 经山陵之形, 区川谷之居, 明万物之主,
知生类之众, 列山渊之数, 规远近之路” [7], 由此可

见, 时空观即是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
这种时空观念亦影响着医学[8~9], 并在 《黄帝内

经》 中有充分的体现[10~11]。 如 《黄帝内经素问·天

元纪大论》 引 《太始天元册》 之语, 以 “太虚廖廓,
肇基化元, 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 布气真灵, 摠统

坤元, 九星悬朗, 七曜周旋, 曰阴曰阳, 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 寒暑弛张, 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 [12], 体

现出中国古人对时空的认识; 此外, 在 “五运行大

论” “六微旨大论” “气交变大论” “六元正纪大论”
等篇中以升降出入对自然时空变化进行了深入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时空观在人体生理、 病理、 诊

断与治疗等方面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 《黄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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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的时空观是整体观念的重要方面之一, 而藏象

学说、 病因病机与治法治则中无不网织着时空观。
《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 中将脏腑通过五行与

自然时空进行关联, 构建了脏腑生理、 病候、 诊断、
治疗与调护的时空框架。 这为张元素时空脏腑观的

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 2　 《华氏中藏经》 为张元素时空脏腑观提供了理

论依据　 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认为 《华氏中藏经》 (以
下简称 《中藏经》 ) 以脏腑为中心, 首倡脏腑寒热

虚实的辨证思路, 并以此为据提出诸切实可用的治

疗方法, 这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3~15]; 亦为

张元素脏腑辨证用药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16~17]。 此

外, 笔者研究发现, 《中藏经》 中还有大量中医学时

空观的论述, 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着张元

素时空脏腑观的形成。 如 《中藏经》 开篇即为 “人
法于天地论” [18], 以天地自然变化类比人体生命活

动, 并说明人体气机调畅与否取决于天地之气的顺

逆, 人体之病理变化以可与天地之异常变化相类比,
故形成了 “人有百病, 病有百候, 候有百变, 皆天

地阴阳逆从而生” 的认识。 这种认识强调了时空因

素对人体生理与病理的影响。 再如 “生成论” 篇

中[18], 将以天地为核心的时空认识与阴阳、 五行结

合起来, 形成 “阴阳者, 天地之枢机; 五行者, 阴

阳之终始” 的认识, 在基础上认为 “故人者, 成于

天地, 败于阴阳, 由五行逆从而生焉”, 具体而言,
又将这种受时空因素影响的生命活动落脚于五脏,
如 “天地阴阳五行之道, 中含于人” “五脏五行, 相

成相生, 昼夜流转, 无有始终”。 除阐述时空因素对

人体脏腑生理与病理的影响之外, 《中藏经》 也认为

治疗时亦应充分考虑时空因素, “寒热论” 篇中载:
“逆顺之法, 从乎天地, 本乎阴阳也; 天地者人之父

母也, 阴阳者人之根本也; 未有不从天地阴阳者也,
从者生, 逆者死。” [18]

综上, 《黄帝内经》 与 《华氏中藏经》 均十分重

视时空因素及其对脏腑功能与病症的影响, 张元素

的医学思想亦受到其影响, 这为张氏时空脏腑观的

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2　 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在 《医学启源》 中的体现

尽管张元素现存世著作仅有 《医学启源》 一部,
但其足以反映出其毕生的学术思想[19]。 本研究将以

《医学启源》 为依据, 从中挖掘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

及其在指导诊断与治疗中的运用。
2. 1　 张元素在 《医学启源》 卷首便描述了其时空脏

腑观　 现存 《医学启源》 均为明成化八年刊本, 其

卷首开篇即为 “医学” 二字, 后接数行文字, 任应

秋点校时张从正之 《儒门事亲》 改为图表式, 并增

补标题为 “天地六位藏象图” (见图 1, 表 1), 其内

容充分的体现了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
其一, 以天地六位构建了其时空框架。 以天、

地、 人为纲, 并在此基础上详分太虚至黄泉六位,
由此构建了自上至下的空间次序; 以五运 (木、 火、
土、 金、 水) 构建了时序结构, 并通过 “燥金主清、
君火主热、 风木主温、 相火主极热、 湿土主凉、 寒

水主寒” 将空间与时间相合, 形成了依据自然时序

变化的气候特征。 其二, 依据脏腑功能特点将其归

属于特定时空框架内, 形成心肺象天、 脾肾象地、
肝胆象人的脏腑观, 并描述了脏腑之间的络属关系。
这种认识一方面依据脏腑在体腔内的相对位置, 如

胸腹之间, 肺在最上, 心脏次之, 故心肺象天。 另

一方面则是依据脏腑的功能特点, 如其认为脾肾象

地, 则是依据脾 “养于四旁”, 肾为 “性命之根” 的

功能特点, 这亦可从同时代医家刘完素 《三消论》
中窥见一二: “夫土为万物之本, 水为万物之元, 水

土合德, 以阴居阴, 同处乎下, 以立地气” [20]。
上述两点完整的描绘出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

即以时空次序认识人体的脏腑功能, 将脏腑的功能

与时空次序以五运六气有机地结合起来。 张元素高

度重视时空因素对脏腑功能的影响, 并将其广泛地

运用于认识疾病与临床治疗中。

图 1　 《医学启源》 (明成化八年刊本) 卷首书影

表 1　 《医学启源》 “天地六位藏象图”

天地六位藏象之图

属上二位天 太虚
金

金火合德
燥金主清 肺上焦象天 下络大肠

属 天面 火 君火主热 心包络 下络小肠

属中二位人 风云之路
木

木火合德
风木主温 肝中焦象人 下络胆经

属 万物之路 火 相火主极热 胆

属下二位地 地面
土

土水合德
湿土主凉 脾下焦象地 下络胃

属 黄泉 水 寒水主寒 肾 旁络膀胱

2. 2　 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在分析病因与指导治疗中的

运用　 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在 《医学启源》 分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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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治疗中均有广泛的应用。 具体体现在以下诸方

面。
首先, 《医学启源·卷上》 “四因之病” 中运用

时空次序与脏腑功能的叠加分析了疾病发生的原因

与病候, 并以 “气动” 与内外将其分四端 (图 2);
值得一提的是, 《医学启源》 之 “四因之病” 承袭于

唐代王冰对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 “非调气

而得者, 治之奈何” 的注释[12]。 所谓 “气动”, 即天

地时序之气的变动, 据王冰 “气交变大论” 注为

“天虽高不可度, 地虽广不可量, 以气动复言之, 其

犹视掌矣” [12]。 内外则是描述不同病因以及其侵袭人

体的途径, 即 “外有风寒暑湿, 天之四令, 无形者;
内有饥饱劳逸, 亦人之四令, 有形也” [6]。 由此可

见, 张元素认为时空变化在疾病发生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并可通过内外两种途径引起各种病症。
其次, 《医学启源·卷上》 “三感之病” 是对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感邪途径从时空脏

腑观角度的发挥与创新。 由表 2 可见, 张元素 “三
感之病” 在继承 “阴阳应象大论” 感邪途径的基础

上, 将其与时空脏腑相结合, 并根据五脏六腑的生

理特点, 创新性的提出了以汗、 吐、 下三法进行治

疗。

图 2　 《医学启源·卷之上·四因之病》 示意图

表 2　 《医学启源·卷上》 “三感之病” 与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比较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12] 《医学启源·卷上》“三感之病[6]

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 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肝、心、脾、肺、肾,实而不满,可下之而已。

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府; 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胆、胃、三焦、膀胱、大肠、小肠,满而不实,可吐之而已。

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地之湿气感,则害人肌肤,从外而入,可汗而已。

再次, 《医学启源·卷上》 “六气主治要法” 是

从时空次序角度出发, 对 《黄帝内经素问》 “运气”
诸篇的高度总结与概括。 《黄帝内经素问》 “六微旨

大论” “六元正纪大论” 等篇中将一年划分为初之

气、 二之气、 三之气、 四之气、 五之气和六之气

(终之气) 六个阶段, 用以描述时空变化对自然气候

与人体疾病的影响, 然其内容篇宏义繁, 致使后世

医家或对此避而不谈, 或浅尝辄止。 张元素则在充

分领会经旨的基础上, 从时空次序角度出发, 将

《内经》 诸篇所论六十年运气发病推演简化为一年之

中不同气候的病证特点, 以二十四节气将一年六等

分, 以自然界阴阳之气的变动概括自然气候特点,
并在详列每气常见病证之后, 给出了对应的治疗方

法。
综上, 《医学启源》 中, 张元素之时空脏腑观在

分析病因、 认识疾病感邪途径、 指导临床治疗的诸

多方面均有明确的体现。
2. 3　 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在认识药物性能与指导用药

的中的体现 　 张元素学术思想对中医学的贡献, 除

确立 “脏腑议病” 之外, 还包括创立了 “药类法象”
的药物性能分类认识[21]。 通过本研究发现, 张元素

的时空脏腑观亦指导着其对药物性能与运用的认识,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随时用药以体现其时空观。 在 《医学启

源》 中, 随时用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则是根

据时间抉择用药。 例如 “随证治病用药” 中提出了

四季用药宜 “凡春加防风、 升麻; 夏加黄芩、 知母、
白芍药; 秋加泽泻、 茯苓; 冬加桂、 桂枝”; “潮热”
一篇中亦提出时辰用药, 即 “辰戌时发, 加羌活;
午间发, 黄连; 未间发, 石膏; 申时发, 柴胡; 酉

时发, 升麻; 夜间发, 当归根”。 二则是讲求服药时

间。 有关服药时间的描述, 《神农本草经·卷上》
载: “病在胸鬲以上者, 先食后服药。 病在心腹以下

者, 先服药而后食。 病在四肢血脉者, 宜空腹而在

旦。 病在骨髓者, 宜饱满而在夜。” [22] 张元素在遵循

古说根据病位选择服药时机的基础上, 对此种认识

有了创造性的补充, 认为 “在中者, 不拘时”。 在

《医学启源·卷中》 “六气方治” 中共载方 63 首, 其

中 37 首方剂后详细的标注了择时服药的内容。 具体

而言, 张元素的择时服药根据病症特点可分为 “不
拘时候” “食后服” “食前服” “空心服” 和 “临卧

服” 五种情况。
其二, 分经、 分部用药以体现其时空脏腑观。

张元素在 《医学启源》 中, 数次论及分经、 分部用

药, 并开创了药物归经理论, 这种对药物性能与作

用特点的认识充分的体现了其时空脏腑观。 分经用

药是在脏腑观的指导下对脏腑辨证用药的进一步总

结与概括, 在 《医学启源·卷上》 “五脏六腑, 除心

包络十一经脉证法” 中每脏病证之后, 张元素都会

据 《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 五脏苦欲补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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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述各脏病证之常用药物; 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

分经用药的认识, 如 “随证治病用药” 一篇中首次

提出了 “引经药” 之名, 并对各经药物加以说明,
“太阳蔓荆, 阳明白芷, 少阳柴胡, 太阴苍术, 少阴

细辛, 厥阴吴茱萸” [6]; 更在卷下 “药类法象” 中对

各引经药进行了性能的详细论述。 在 《医学启源》
中, 分部用药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根

据病位决定用药, 如 “随证治病用药” 中提到治疗

出血与咳嗽时, 应根据病位在上、 中、 下部的不同

进行用药, 在 “破伤风” 中则提到应根据病位前、
中、 后分别用药; 第二, 根据药物不同部位的性能

特点进行用药, 提出 “病在中焦用身, 上焦用根,
下焦用梢” [6]的认识。

综上, 张元素对药物性能的认识与临床应用规

律进行了极大的学术创新, 通过本研究可见, 这种

创新源于其自身对时空次序与脏腑功能的深刻认识,
是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在药物应用中的具体体现。
3　 小　 结

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 其理论承袭于 《黄帝内

经》, 同时亦受到了 《华氏中藏经》 的影响, 在金元

特殊的历史环境中, 依托 《医学启源》, 形成了在此

观念指导下, 对生命、 疾病与治疗的认识。 也正是

依据这种以脏腑为中心, 以时空次序变化为着眼点

的认识, 张元素构建了集 “理-法-方-药-护” 为一

体的学术思想体系, 以 “运气不齐, 古今异轨, 古

方今病不想能也” 为说, 以 “脏腑议病” 与 “药类

法象” 为长, 开创了 “易水学派”, 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元素之后, 其门下高徒李杲秉承师志, 以 “四

时用药加减法” [23] “随时加减用药法” [24] 承其择时用

药, 以 “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 [24]为说创制诸补益脾

胃之法, 被后世奉为 “补土派” [21]的开创者。 此后又

有藁城罗天益与赵州王好古续承择时用药[25~27], 并

据时空脏腑观开 “三焦论治” 之先河[28~30]。 明清之

际, 薛己、 张介宾、 李中梓、 赵献可、 张璐、 尤怡

等诸家皆遥承易水[1], 对张元素之时空脏腑观进行了

不断地继承与发挥。 当今, 易水学派的研究已日趋

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31], 本研究以 “回归易水学

派” 为宗旨, 深入挖掘并厘清 “易水学派” 创始人

张元素的学术思想, 对于全面、 深度理解 “易水学

派”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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