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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完素和朱震亨生活在理学兴盛的年代，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理学颇有渊源。文章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研

究理学因素对刘完素、朱震亨两位医家火热理论的影响，发现因对天人相应、太极学说等共性理论理解的不同，以及

刘完素对理学中“火”之特性和朱震亨对“存天理灭人欲”等个性思想的采纳，使二人对于火热理解的差异愈发明显。

归根到底在于刘完素认为外感六气皆能化火，朱震亨提出体内相火失约而为害，最终形成刘完素主张外感之实火，朱

震亨推崇内生之虚火的学术氛围。探明理学对刘完素、朱震亨二人“火”理论的影响，有助于从哲学角度完善火热理论

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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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来兴盛的理学助力发展了五运六气，刘

完素深谙《黄帝内经》运气之理，参详理学促进了

“火热论”的形成。朱震亨拜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为师

学儒，深谙理学内涵，后师从刘完素之再传弟子罗

知悌行医，在参详刘完素火热思想的基础上，发展

演变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对“天人合

一”理论与太极学说等思想理解角度的差异与解析

拓展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刘完素、朱震亨两人火热

理论的差异，进而临床诊治也不尽相同。文章试从

宋金元所盛行之理学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刘完素火

热论与朱震亨相火论之影响，以初步分析宋明理学

对火论发展的影响。

1 金元时期理学文化影响
理学起始于两宋，盛行于元朝，以周敦颐、张载、

程颢和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针对“天人合一”理

论与太极学说进行了拓展，并提出诸多新理论，对金

元时期医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 天人合一发火论之理 众多理学家中张载和

程颐、程颢对“天人合一”理论最具贡献 [1]。张载在

《正蒙·乾称篇》中提出“天包载万物于内”认为“天”

是万物的本源。又道“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正

蒙·天道篇》），指出“天”具有一定的运行规律并

指导万物的生生不息；与“天”相对应的“人”，被理

学家们由物质抽象为一种精神存在[1]。程颐、程颢认

为“天下只是一个理”（《遗书·卷二》）“天人本无二”

（《遗书·卷六》），即人理也为天理，“人”的运行规律

相合于“天”。

作为中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者善于

借助“天人合一”思想，将自然界中风热、暑湿等自

然现象与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相联系，

转化为中医理论并指导临床诊治。

1.2 太极之理倡火热之变 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

颐融合儒道二家之言建立出太极、阴阳、五行、万物

的宇宙论体系[2]，总结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

极也”（《太极图说》）。张载则以其气本论的思想，将

太极理解为太虚之气，一气化生万物。

太极一气化阴阳生五行，进而演变世间万物。

自然中可以观测到的物质、现象均有其对应的阴阳

五行属性，刘完素、朱丹溪总结世间万物的共有属

性，探究其各自所具备的特性，明确阴阳运转对于

“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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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理学之于刘完素 在采纳“天人合一”与太极

学说的同时，刘完素对理学家张载所述“火”之性质

的理论进行了提炼与加工，总结出“阳热怫郁”与

“六气化火”，并提出了“五志化火”的理论。

1.3.1 天地寒热启火热怫郁 刘完素倡寒凉攻邪，

创立“脏腑六气论”。论及五运六气时，刘完素因时

之序，效天之行，从自然界联系人身。通过“比物立

象”的说理方法，把自然界五运六气的一些变化规

律，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相类比，与《素问·六微旨

大论》中“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相应，表

明疾病发生和演变的规律外应五运六气之变化。

刘完素提出“阳气不能散越，则怫热内作”“其

寒则腠理闭密”（《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以此来

解释人伤于寒而内为热的现象。天气寒冷，大地冻

结凝滞闭塞，地气难以通泄，是故阻滞于内，反较空

中之气而温暖，即“怫郁地中暖也”。刘完素借此阐

释人体冰伏（外感寒邪）发热（阳气郁积化热）的表

寒里热之病机，倡导采用宣通郁热之法予以治疗。

1.3.2 气化之说验运气衡变 太极即是元气，是构

成世间最本源的物质[3]。太极化四时五行，刘完素从

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进行阐释，认为天地万物均遵

循着共同的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发生、发展和运动，

在《三消论》归纳出“人与天地造化五行……知彼则

知此也”的结论。由于万物先天禀赋与后天形成之

差异，各自又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

刘完素承袭病机十九条对风、寒、湿、火、热邪

病机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六气致病的病机理论，

提出“诸涩枯涸……皆属于燥”（《素问玄机原病式·

六气主病》）首倡燥邪的病机[4]。同时又言“一身之气

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素问玄机

原病式·热类》），将自然界的六气变化与人体五脏

生理相合[5]，提出脏腑六气病机。五脏感受六淫则出

现“肺本清……虚则寒；肝本温……虚则热”（《三消

论》）的异常病理表现。根据六气属性的特点，推演

脏腑温清寒热燥湿的病机变化，进一步解释人体作

为个体与天地自然这一总体的联系。

刘完素引“亢则害，承乃制”（《素问·六微旨大

论》），用五行的生克制化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

化，揭露了各季节的气候特征与发病规律。《素问玄

机原病式·热类》载：“巴豆热毒，耗损肾水阴气，则

心火及脾土自甚……小便不利而水肿也。”五行偏

盛出现“太过”或“不及”均会造成损害，以平为期得

到制约才能生化。

1.3.3 动极阳亢致火热为害 周敦颐创阴阳动静

观言“太极动而生阳”（《太极图说》）；程颢在《二程

粹言·天地篇》中巧妙地论证“动极则阳形也，是故

钻木戛竹皆可以得火……以动而取之故也”。说明

“动”的状态易激励阳气，过动则致阳气亢盛而产生

火热之邪。“人以常动，动则属阳”（《素问病机气宜

保命集·伤寒论》），刘完素的火热理论采纳了理学家

“动则属阳”的观点，以自然中钻木取火之象类比人

体内的火热之害，火热病机责之于妄动，过“动”则

阳盛火热病证则生[6]。《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中“六

月热极，则物反出液而湿润……心热甚则出汗”。

1.3.4 “火”性炎上促火热病机之阐发 刘完素言

“火者外明耀而内烦浊”（《素问玄机原病式·火

类》）。对“火”的认识吸纳了关学的创始人张载的观

点，即“火者亦阴质，为阳萃也”（《正蒙·参两》）。刘

完素言“水者……洗涤浊秽以为清静……火者……

炎上而烈，害万物。”此处水火性质相比，水利而火

害，水不制约火则导致火性炎上而生怒骂癫狂。心

主喜，心火旺则多喜而发癫；肾主志，水火不济，肾

水虚衰则失志狂越，刘完素将其总结为“五志所发

皆为热”（《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推动了情志生

火理论的形成。

1.4 理学之于朱丹溪 朱丹溪除了借助太极理论

中阴阳动静探究火之君相外，亦从天地变化联系人

体指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现象，更是将“天人

合一”拓展至养生防护。

1.4.1 日月圆缺阐阴阳之变 日为阳形常圆满，月

为阴多圆缺不止，日月斗转循环往复，阴阳之变体

现其中[7]。朱震亨通过观察日月交替，发现天地间

“阳有余阴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结合程颢所言

“天地阴阳之运……阳常盈，阴常亏”（《二程粹言·

天地篇》），将日月形态变化与阴阳的流转相联系，

从自然现象上升到哲学理念，结合天人相应的观

点，总结出“阳有余阴不足”的医理思想。朱震亨将

此理论引入人体之生理病理变化，日盈月亏之阴阳

变化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

半”所表示的阴气易亏理论相呼应。针对阴气难成

易亏的生理现象，朱震亨劝诫人们“保养金水二脏，

正嫌火土之旺。”（《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养

护阴精，避免阳亢伤阴，这些均指导了他滋阴理论

的形成[8]。

1.4.2 阴阳动静启发火之君相 周敦颐通过两推法

阐释一到多的演变规律，提出“太极动而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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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水火木金土”（《太极图说》），指出太极是万物

的本源。世间万物在阴阳的运动变化中保有自身的

阴阳特征，经过五行的相互作用而被赋予各自的

特性。

朱震亨依托“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素问·天

元纪大论》），根据理学中对太极性质与演化的论述，

提出了“太极动而生阳……惟火有二……天火也”

（《格致余论·相火论》）的观点。太极化生阴阳二气，

阴阳二气动静变化生五行生克制化。朱震亨拓展刘

完素“五志过极皆可化火”的理论，将五行中火分虚

实，从刘完素五志过极所得虚实夹杂之火中脱离出

阳有余阴不足之内伤虚火，并逐渐发展出相火论。

朱震亨言“人由此生，亦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

“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以为生生不

息”（《格致余论·相火论》），他认为太极中动静并存

且其运转具有一定限度与制约，动静是世间阴阳二

气的运动、表现状态，人体动静均衡才能保障机体

健康。由于相火是温养人体五脏六腑、促进营养物

质输布于四肢百骸的关键因素，因此保证相火的功

能正常尤为重要。然“壮火食气”（《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动过于常可导致相火妄动；《格致余论·相

火论》提出“火起于妄……煎熬真阴”会出现阴虚火

旺。只有同时保持相火的温养、蒸腾作用和阴静对

相火的抑制，才能达到阴平阳秘以保全长生。

1.4.3 “存天理灭人欲”充实相火之理 朱熹言“天

地之间，有理有气……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

文公文集·答黄道夫》）“天理”是天然存在、永恒不

变并统领万物运转的法则，有“理”的存在而后才

有万物。《朱子语类》中进一步解释到“饮食，天理

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便

是顺应自然规律；而过分追求“务快其心”则是有害

的贪念。朱震亨由儒转医，早年所研究的理学对他

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9]，而“存天

理灭人欲”的影响更不可忽视。人体内火易妄动而

阴水易亏，故在修身上朱震亨主张控制欲望，保养

人体阴精，以静心节欲为宗旨，静心以制君火，节欲

以平相火。抑制人心过多的欲望，减少对声名功利

的追求。不见所欲，则心之君火不乱相火不起。

2 探究刘完素、朱震亨火热思想嬗变之因
具有师承关系的刘完素、朱震亨二位医家在火

热理论中各有建树，但对火热之邪虚实性质的理解

有所不同。刘完素重视火热致病创火热论，将天人

相应、五运六气与人体生理病理相结合，言“六气皆

从火化”，认为风寒暑湿燥五气在病理变化中均能化

生热火，从而主张外感六邪侵袭人体多发为实火。

而通过研究火“烈害万物”的特点，与五脏情志病变

相结合，《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亦言：“五志所伤

皆热也。”内伤之火，有虚实夹杂之别，如《素问玄机

原病式·热类》中“中风偏枯者，由心火暴甚，而水衰

不能制之……则肝木自甚，而兼于火热”。

朱震亨通过对“阳常盈，阴常亏”这一理学思想

的进一步研究与拓展，首创“阳有余阴不足”的理

论，加以领悟太极阴阳动静观，发挥《黄帝内经》“君

火以明，相火以位”的理论，认为人体内相火过动而

伤阴，阴虚制约失司而引起相火妄动。阳之有余为

相火妄动，而非真阳有余；阴之不足指阴精易亏，而

非真阴不足。内生之火实为阴精损耗之虚火[10]，最终

形成滋阴降火的主旨。基于相火易动、阴水易亏的

理论，朱丹溪从“存天理”入手，倡导人们节制欲望、

养护阴液，以期达成长生之道，在指导养生方面也

颇有心得。

同样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刘完素从外感六

淫、情志失调、北地人多食酒肉等方面入手，强调阳

亢、怫郁生“火”的病理过程，最终总结出“火热论”，

以寒凉之治著称。而朱震亨则依托君相火的生理关

系、相火易于妄动的特点以及南地纵欲服石的社会

现象，着眼于伤“阴”，创新出“相火论”“阳有余阴不

足论”，推崇养护阴精。

3 理学影响下两者临证之差异
刘完素作为寒凉派的创始人，朱震亨作为滋阴

派的开拓者，两位医家对于火热证治的理解与方法

出现明显的差异，刘完素主张清实火，朱震亨主张

退虚火，谨节欲。但由于宋朝官方医药机构修订的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作为政府颁布的成方药典，其

中多载辛热温燥之剂。当时医者行医大多遵循《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而疏于辨证施治，一味循症检方

滥用温燥之剂，世人不辨病证而服用。为补偏救弊

两位医家均崇辨证论治，不拘泥于此两法。

3.1 六气多生实火阳盛多生实火 由于宋金时期

北地之人因瘟疫与饮食地域等因素，发病多见火热

之象[11]。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诊治吐酸不分寒

热，均施以燥热之剂，因而导致当世火热病证高发。

在此世风背景下，刘完素倡主用清热泻火之法以补

偏救弊治疗外感实火，面对阳热怫郁则多用辛凉药

物宣发散郁，对于五志化火则着眼于清心火。

3.1.1 清热泻火法 刘完素在病机十九条与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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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邪病机的启发下，对火热病机进一步发挥，提出

“六气皆从火化”，强调风、燥、寒、湿等邪气均可化

热生火[12]，同时热盛而动风、阳盛格阴现真热假寒、

火热郁阻津液不得宣通，停滞而生湿或火热伤津成

燥，火热亦可致风、寒、湿、燥等病症产生。刘完素针

对火热病证邪气所处之表里，对表证、阳热郁遏于

表、表证兼内热、里证和半表半里证等不同病机，采

用辛凉解表或清热解毒等不同治法。

3.1.2 辛凉散郁法 依托“火郁发之”的理论，通过

判断郁热所处表里之不同，刘完素采用不同的治疗

方法。刘完素认为郁热在表者，症似伤寒表证，予辛

温药不效反致热甚。应当使用黄芩、石膏等寒凉药

清热，合用滑石、葱、豉等宣散、通利的药物，热消郁

结之玄府得以宣通则郁热自消；郁热在里者，刘完

素采纳《伤寒论》中承气类方，行寒凉下法散郁通

滞；若在半表半里者，则用小柴胡汤行和解之法[4]。

3.1.3 承制调和法 五志七情过极失和，而发情志

之病，《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言：“情志所伤则皆

属火热。”由于心属火、心主神明，刘完素从心立论。

五志过极化热生火导致发热、卒中等躯体症状后，

还会归于心火影响心神出现精神情志病变。而火热

旺盛至极，则会出现兼化表现即“火极而似水化”，

虽为水火未济，但需重视清泻心火，刘完素开创凉

膈散等方，以寒制热，以水制火治疗五志化火，水火

既济热病则消[13]。

3.2 阴虚多发虚火 依据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

论的指导，朱震亨主张滋助真阴以制相火，在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明理见性思想的影响下，保持

内心清明、节制欲望也成为了朱震亨指导养护自身

的基本理念。

3.2.1 滋阴降火法 朱震亨指出因人体内的相火

易被异常环境引发而妄动，从而导致阳常有余，并结

合《太极图说》中“凡动皆属火”的理念，提出“火起

于妄……煎熬真阴”（《格致余论·相火论》），认为内

生病理之火起于失约妄动的相火。妄动之相火煎熬

真阴，导致阴液亏损。因此，朱震亨临证重视滋阴降

火、保护阴精，对于日常养生与老年病更是如此[14]。

3.2.2 养心节欲法 朱熹对《尚书·大禹谟》所载的

“人心惟危……允执厥中”进行了解释，认为人们对

声色名利的追求，会放纵自己，而“道心”是天地正

大之心，克服人的欲望才能回归中正之道即“人欲

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朱震亨参考朱

熹“存天理灭人欲”———保有太极之理、减少私欲的

理念，认为心中保持道心、控制内心的欲望，才不会

引发相火妄动，耗损阴精，否则自身欲望肆意妄行

则致疾病丛生[15]。因此，朱震亨提出节欲养生治未病

的思想[10]，同时提倡莫犯四虚，即谨防一年之虚、一

月之虚、一日之虚与一病之虚；并依四时之变化，同

生理之兴衰，珍重自身，慎饮食、戒嗜欲，以养阴精

为主旨，形成系统的养生理论。

两位医家不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循症开方，

缺少变通风气的影响，坚持辨证论治。刘完素不墨

守寒凉攻邪的宗旨，对虚寒病症也采用温补之药；

朱震亨用药不拘泥于滋阴的法则，将火分为虚实，

认为当脏腑气机功能失调时也可发生郁而化火，临

床诊治郁火、实火与虚火病证时，分别施以不同的

治法———“火郁当发……实火可泻……虚火可补。”

（《丹溪先生心法·火六》）

4 总结
刘完素与朱震亨火热理论深受到当世理学思

想的影响，两人对于“天人相应”理论和太极学说等

理解角度与解析拓展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学术思想

内涵的分化。刘完素主张外感六气导致实火，施以

清热泻火等治法；朱震亨强调相火妄动阴精亏损而

内生虚火，当以滋阴降火法应对，此外还在养生上

提倡节欲养心，以固护阴精。而刘完素借亢害承制

理论所述五志化火，朱震亨也有所传承，将其总结

为“五脏厥阳之火”，对后世刘纯、张景岳等医家颇

有影响[16]。刘完素与朱震亨格古之哲学纳当时之论，

充个人之医理，以创新发展。这种在哲学思想指导

下领悟医学的方法，值得后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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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鄄Confucianism LIU Wansu and ZHU Zhenheng’s fiery theory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LIU Wuyang1，ZHANG Fan1，LIU Hua2，WANG Ci3，YUAN Weiling1

（1.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2. He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Cangzhou 061001，China；3. Graduate

School，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LIU Wansu and ZHU Zhenheng lived in the epoch of the prosperity of Neo鄄Confucianism. The formation of their academic
ideology has a lot of sources with Neo鄄Confucianism. By using the way which is comparative analysis，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Neo鄄Confucianism factors on LIU Wansu’s and ZHU Zhenheng’s fiery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theories such as the unity of The sky and man and the theory of Tai Chi，as well as the personality
contents such as LIU Wansu’s ado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e” with Neo鄄Confucianism and ZHU Zhenheng’s adoption of thoughts
such as “saving heaven and eliminating human desires”，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fiery theory becomes gradually obvious.In the
final analysis，LIU Wansu believes that the six climatic of external sensation can turn into fire. ZHU Zhenheng puts forward that the
internal phase loses restriction will does harm，which finally forms an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LIU Wansu advocates the real fire of
external sensation and ZHU Zhenheng advocates the endogenous virtual fire.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Neo鄄Confucianism on LIU Wansu
and ZHU Zhenheng’s “fire” theory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connotation of fire theory from a philosophical viewpoint.
Keywords：Neo鄄Confucianism；LIU Wansu；ZHU Zhenheng；fie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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