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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学的藏象学说中$有关胆的认识的论述

均较简略$而且诸家之说亦大有歧异% &素问'六节

藏象论(有)凡十一藏$取决于胆*的著名论断$对胆

的重要作用作了肯定的估价% 本文综诸家之说$并

结合自身的理解和体会$谈一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胆的概念

关于胆$其概念也如同其他脏腑一样$既有与实

质器官相联系的一面$又有据此而用)取类比象*加

以引申与归纳的一面% 如&难经'四十二难(云)胆

在肝之短叶间$重二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这显然

是指实质器官的胆% 因其内藏清净之液$故&难经'

三十五难(称)胆者清净之府也*$&千金要方(也称

其为)中清之府*% 同时$胆附于肝上$故应认识到

作为器官的肝胆在功能上有密切联系$这正如&脉

经(所言+)肝之余气泄于胆$聚而成精%*

作为器官的胆$其功能为疏泄胆汁$以调整胃肠

活动% 前人很早就已认识到在胆发生病变时$可出

现诸如口苦,目眩,呕逆,胁痛,胸脘不舒等一系列症

状$且又往往兼有情志异常的表现% 如&灵枢'四时

气篇()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

苦$故曰呕胆*% &灵枢'胀论篇( )胆胀者$肋下痛

胀$口中苦$善太息%*

但是$中医学的藏象学说$并不仅只停留在器官

形态上的胆$而是通过)比拟类推*从而衍化出作为

藏象功能的胆% 譬如$通过胆汁的排泄$引伸到胆在

肝的疏泄功能上有其一定作用"通过胆的活动及发

病对情志变化有相应的联系$并推论到胆可能对神

志有重要影响"通过胆的经脉行于人体两侧的阴阳

交界处$认为胆乃)少阳为枢*&灵枢'根结篇($从而

又发展出胆与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平衡协调关系

等% 这就大大超出了器官的胆的范围$形成了一个

广泛涉及全身生理,心理的调节系统% 下面就胆的

有关方面分述之%

#!胆的调节作用

#$"!胆与阳气!正如上面所说$藏象学说既然认为

胆为气机的枢纽$那么$胆不仅与气机的通畅条达有

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气血的疏通调节更有密切的关

系%

后世在对胆的认识中$把胆与阳气的升发联系

起来% 如李东桓&脾胃论(在阐发)十一藏取决于

胆*时说)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物化安$

故胆气春升$则亲脏从之*% 这是发挥了胆的升清

宣发作用% 同时$前人在论及相火时也十分重视胆$

如唐容川在&血证论(中这样总结+)胆与肝连$司相

火--相火之宣布在三焦$而寄居则在胆府--胆

中相火$如不亢烈$则为清阳木气$上升于胃%*这就

把胆主清阳之气与寄居相火的作用相互贯通了% 也

有把胆与全身正气相联系的$如程杏轩&医参(所

言+)气以胆化$邪不可干%*认为)勇者气行则止$怯

者着而为病*% 这就是说$胆的功能还在于它能使

阳气壮和冲行$而具有抗病御邪的作用$由此可见$

胆主阳气的振奋$不仅直接参与阳气的旋运机制$而

且对阳气表现出的通达和升发的机制$又都受胆的

调节和控制$以保持全身气机的平衡%

胆助肝主疏泄$也直接关系到全身气血调达的

稳定$&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疏其血气$令其调

达$而致和平*$是指明了肝胆的互济为用的特点%

但若加以分析$那么$就气血之间的关系而言$气则

处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即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

故肝的藏血和调节功能$亦有赖于胆的支助%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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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奇病论(说)夫肝者--取决于胆*$张景岳

也认为)肝气至强$非胆不断*% 肝与胆虽然同属于

木$但其一阴一阳$相互为用$而在气血的疏泄调达

中$胆的宣发阳气更具有突出的能动性% 从这点上

讲$正足以说明中医学)血随气行$气为血帅*这一

论点的客观内容%

#$#!胆与情志!&灵枢'本输篇(指出)胆为中清之

府*$&素问'灵兰秘典论(又指出)胆者中正之气,决

断出焉*这就表明胆与情志有关% 在这当中$一方

面因为持久的犹疑不决的情绪强烈反应时$会出现

口苦,太息等一些与胆有关的症候$即&素问'奇病

论(所描述的)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

之苦*"另一方面$胆病发生时也常常伴有情志异常

的表现$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有过)胆病者善

太息$口苦$呕胆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这样

的记载% 故长期以来$中医学在临床上对这类症候$

也多从胆的病变来进行论治$同样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

)决断*的含意$显然是指一种心理功能$这就

表明它是与控制调节机制相联系的% 现代有人指

出$决断有二义"一是指决断能力$即能控制自己的

意识和动作"二是指准确$即反应的恰如其分$不偏

不倚% 而调节使之准确并不限神志方面$也包括生

理方面% 如藏腑气血的功能状态$有旺休进退的不

同"而这些功能状态$又随自然界外环境以及个体的

需要而相应变化$这些变动$既不能过亢$也不能不

及$必定要有其相对的稳定限度$即应当恰如其分%

当然$这种准确性就与胆有关$故谓之为)中精之

府*% 从上述谈到的胆与阳气的调节$就包含着这

一精确性在内%

在精神思维方面$表现为谋虑之后应有所决断$

其准确与不偏不倚$即是中正% &灵枢'本神篇(之

)不精则不正*正是这个道理% 可见精确与中正是

相关的% 更进一步$胆还参与情志的调节$故&中藏

经(以胆)能喜怒刚柔也*$&千金要方(以胆)能怒

能喜$能刚$能柔*$故胆病又可见一系列的神志反

常$如恐悸,惊怖$精神不守$多睡或无眠等等% 反应

了胆有维持精神和情志稳定的功能%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到$所谓胆的)主中正*

)发决断*正是说明它在人的生理,心理反应使之精

确和合度上$起着控制和调节的作用% 这只不过合

乎客观实际的抽象概括罢了%

#$*!胆与神机!所谓神机$即是生命活动的主导$

也就是阴阳升降气虚消长之理% 从根本上说$就是

控制和调节% 在人体$无论是气息的出入$还是阴阳

的升降$以及体内的生化作用$均是生命存在的必要

条件$而控制调节这一生化运动的机枢$即可谓之为

神机%

古人对于人体内的气机转运升降出入之枢纽$

早有认识% 认为)少阳为枢*$&血证论(也认为)少

阳界居身侧--为营卫之枢机*% 阳气通达升发呈

少阳为枢的表现之一$胆对脏腑气血神志功能状态

的控制作用$表明了作为枢机的胆又同时兼具运转

与调节的功能% 胆的功能表现是为了根据人体内外

的需要而不断地调节营卫,阳气,情志$思维等$是直

接参与了神机的运转不息$从而成为人体总的神机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为什么临床上运用降逆化

痰的温胆汤类方剂$可以治疗多种病症"而且可以理

解$为什么张仲景创制的柴胡诸方也可广泛用于不

少身心疾患% 若是从胆与神机有着内在联系这点上

来着$应是大有研究价值的%

*!小结

人体内的调节机制$从中医学来着$是多层次多

侧面的% 象五脏间生克制化$是最基本的方面"另外

尚有命门水火对脏腑活动的影响"肾气盛衰对生命

过程的控制"以及奇经的维系和调节作用等$都与神

机的运转有关% 胆可以说也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它

的调节控制的内容大致有+对阳气的通达升发$与肝

藏血$主疏泄相配合$对脏腑功能的调节$使之反应

精确并维持在一个恒定的范围"对精神情志的控制$

使之在变动中合乎正中$并在谋虑之后有所决断等

等% 从这当中$不仅可以体会)凡十一藏$取决于

胆*这一段经旨的深刻涵义"而且可以推知$古人在

两千多年前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竟能提出这一

生理科学的高度概括$足见古人在治学上的用心良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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