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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解剖学对藏象说之商榷

"

!高也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明基医院!南京 "#$$"%"

摘要! 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之基础!由于既往中医解剖理论不清!以致当代中医不承认中医有解剖学!创造藏象说取代中医解

剖学" 导致科学对中医的困惑" 从#黄帝内经$整理出来的解剖学!其完美精密!与当代解剖学并无矛盾" 以此为依据!发现

当代中医藏象说不符合传统中医的象数理论!标本颠倒!概念混乱!里表不分!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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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之基础#%黄帝内经&中存

在完美精密的解剖学#已经被发掘整理出来'

(#)当

代中医几乎不承认中医有解剖学#认为中医的脏腑

不是现代解剖学的脏腑#以藏象说来模糊中医的解

剖学' 因此#造成科学对中医的困惑' 近五十年来

一统中医学界的藏象说确实值得仔细商榷'

#!藏象一词出处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中黄帝问藏象#歧

伯答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

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 肺者#气之本#魄

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

气'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

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 肝者#罢极之本#魂

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

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 脾,胃,大肠,小

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

糟粕#而转味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

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凡十一藏取决

于胆也'-上面即是+藏象-一词的出处#及歧伯的解

释' 首先是解剖器官之名#其后是这一解剖器官之

表象'

"!藏象之数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虽然提出+藏象-概

念#但该篇前面说九藏#后面说十一藏#本篇之中就

存在矛盾'

%素问*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有与%素问*六节

藏象论篇第九&几乎完全相同的句子$+三而成天#

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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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九野为九藏' 故神藏五#形藏四#合为九藏-'

但值得注意的是#%素问*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没

有+其气九州,九窍-一说' 九州不是天地自然产

生#而是人为的#因此不太符合传统中医的人体仿天

地观'

(#)

唐代王冰对+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注释

说$+%尔雅&曰$.邑外为郊#郊外为甸#甸外为牧#牧

外为林#林外为垌#垌外为野'/-宋人虽有疑义#也

无非是上文秩序上的异议'

(")但此处并无+九分-#

而只有七分#以此推论要加入比邑更小的宅和卧室

了#或者是比野更大的地和天' 明代张介宾的解释

则认为九野就是+九州之野-'

(')则与前述+其气九

州,九窍-一样#不符合%黄帝内经&的人体仿天地

观'

%素问*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认为天地至数与

藏相关' 神藏五是$脾胃,肺,肝,心和肾0形藏四是$

胸中,头角,口齿和耳目' 可是#如果把脾和胃#口和

齿#耳与目分开#神藏五和形藏四都不对数了' 显然

十分勉强#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第八&出现十二藏#多出

一藏$膻中'

如上所述#%黄帝内经&对藏象之数#多有不同'

十二藏的说法以配及三阴三阳之数#比较符合传统

中医的指导思想' 传统中国文化是建立在象与数的

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考虑象的同时#不能忽略

数'

(#)

'!奇恒之府

脏腑十二#不能完全囊括人体各个器官#%素问

*五藏别论篇第十一&中黄帝直接提出这个问题$黄

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

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

说'-黄帝显然是听说了其他的医学理论#而且这一

理论直指%黄帝内经&十二脏腑说之不足#且没有脑

这一重要的人体器官' 另外#脏与腑如何区分#各派

说法也有所不同' 歧伯回答曰$+脑髓骨脉胆女子

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

而不写#名曰奇恒之府'-奇恒之府#即脑,髓,骨,

脉,胆,女子胞'

首先#按照%黄帝内经&的其他篇章#脑与髓属

于同一类#是为骨空#与骨连成一体#是%黄帝内经&

的重大失误'

(#)但说明脑髓为阴是不同学派都能接

受的' 奇恒之府六者#其中三者脑,髓,骨对%黄帝

内经&来说本是一系统' 第二#有女子生殖器官#却

无男子生殖器官' 对男性就有问题了' 第三#脉是

管道#也成一府#莫非血气也成藏#更是令人质疑'

第四#胆已经在六腑之中#此处再出现#重复了' 张

介宾解释说$+五脏者#主藏精而不泻#故五脏皆内

实0六腑者#主化物而不藏#故六腑皆中虚' 惟胆以

中虚#故属于腑0然藏而不泻#又类乎脏' 故足少阳

为半表半里之经#亦曰中正之官#又曰奇恒之府#所

以能通达阴阳#而十一脏皆取决乎此也' 然东垣曰$

+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 故胆气春

升#则余脏从之#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 其说亦

通'-

(')其实并不通' 说胆藏而不泻#不对' 否则#

李东垣不会再提出+胆气春升-之说' 而李东垣这

一说#却与%黄帝内经&的理论有所不同了' 第五#

奇恒之府不仅存在象的问题#更没有术数的支持'

L!藏与象

如上%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黄帝问什么

是+藏象-#歧伯的解释#说了五脏的各个脏之名$

!#"所出之本0!""包含了神,魄,精,魂和营的哪一

种0!'"其精华表现的部位0!L" 其充实所在的部

位0!N" 阴阳配对0!O" 相应于一年的哪一个季节'

如是#脏是解剖意义的器官#六个对应于解剖器官的

表象#是为藏象' +藏-本与+脏-通' 因此#藏是藏#

象是象#解剖器官是解剖器官#表象是表象' 结构是

结构#功能是功能'

张介宾编著%类经&#把%素问&和%灵枢&两书

各篇章顺序打散#分成十二类#分别重新讨论#注解

和分析#其中第三类即为藏象类#他在该书自序里说

明他的分类标准时说$+人之有生#脏气为本#五内

洞然#三垣治矣#故三曰藏象类'-他对藏象的解释

是$+象#形象也' 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

象-

(')内藏之解剖器官#外表之形象#始终未否定解

剖器官为根本'

N!藏象说在当代中医理论的地位

自上世纪 O$ 年代起#中医著作,教科书中涉及

中医解剖#皆称曰藏!脏"象或藏!脏"象学说'

(L)藏

象说在这五十年中成为仅次于阴阳五行的重要理

论' 创立藏象说来掩盖阐述不清的中医解剖#甚至

否认中医解剖是具体明确的人体器官结构#越说越

糊涂#越说越令人怀疑中医'

"$$K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第七版%中医

学&#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P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P全国高等医药教材

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P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N)以及

一个收集,学习中医的网站#刊载中医基础理论教

材#

(O)两者均将+藏象学说-或者+脏象-放在第三

章#仅次于第二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之位置' 可

见#脏象说在现代中医基础理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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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N!藏象说之商榷

N9#!因字生义!想像丰富!藏象说定义一说$+藏#

指隐藏于体内的脏器' 象#其义有二#一指脏腑的解

剖形态' 如.心象尖圆#形如莲花/0二指脏腑的生

理病理表现于外的征象' +藏象-今作+脏象-' 脏

象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是人体脏腑的

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外的征象' 中医学据此

作为判断人体健康和诊断,治疗疾病的依据'-

(Q)

关于象的第一义#不是%黄帝内经&所说#是后

代中医的看法#显然不够成熟' 以此作为现代中医

对脏腑的解释#不太合适'

N9"!标本颠倒!数典忘祖!藏象说定义二说$+基

于上述#本书将脏象和脏象学说原来的概念的外延

缩小而作如下定义$脏象是人体内在脏腑机能活动

表现于外的征象' 中医学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时#

以功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本#而形体器官和物质构

成为从' 当涉及+器-与+象-的关系时#着重的不是

器#而是其.象/#并且以功能之象来界定其器' 所

以#脏象则以象为本#据象定脏' 就这个意义讲#脏

象主要指人体内脏机能活动表现的征象'-

(Q)

此说标本颠倒' 既然知道且定义$+脏象是人

体内在脏腑机能活动表现于外的征象-#则脏腑为

本#脏腑机能活动表现于外的征象为标#为从#为末#

这是最简单的哲学逻辑#也是%黄帝内经&和传统中

医一再强调的标本关系' 此处却说#+脏象则以象

为本#据象定脏-' 何以会出如此重大的差错1 且

竟沿续至今2

N9'!概念错误!象道混淆!藏象说定义三说$+中

医学研究脏腑主要不是从解剖学的脏腑实体器官出

发#而是以整体功能为基础#以显现于外的功能现象

和联系为基础来确定脏腑的概念' 因此#脏腑是一

个形态与功能的综合概念#不仅具有解剖学意义#而

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体的功能模型'-

(Q)

象非道' %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0

形而下者谓之器0化而裁之谓之变0推而行之谓之

通0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易经&这一段

论述的五个层次#就讲了道!哲"学,器!科"学,变

!方法"学#通!应用"学#以及这一切的一切的最终

目的是+事业-#是要造福民生' 形而上的道是建立

在形而下的器之上的' 大道无形#无形的道是建立

在有形的器之上的' 传统文化最为崇尚的境界之一

就是道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张介宾这几位

传统中医史上伟大的人物#都是道家' 这个道是无

形的#是变化的#绝对不是藏象说所说的+器的外在

表象-'

上述引文说+当涉及.器/与.象/的关系时#着

重的不是器#而是其.象/-' 是错误地理解了传统

文化所说的道与器的关系#有意,无意,或是潜意识

地试图用+象-的观念来代替+道-的观念#概念暗

换#其结果就是造成对脏象认识的标本颠倒'

N9L!结构与功能的错误认识!有形的脏腑实体结

构是解剖学的范畴#机体的功能是生理学的范畴'

前者为结构#后者为功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前者

为解剖学#后者为生理学' 前者探讨局部的结构关

系#后者则是建立在结构之上的整体功能' 两者截

然不同#绝不可混为一谈'

解剖一词出自%黄帝内经&#生理是%黄帝内经&

讨论的最主要内容' 解剖学与生理学是医学最重要

的两项基础#所有其他的医学学科都是从这两门学

问中发展出来的' 现代中医不承认传统中医存在解

剖学与生理学的区别#创立藏象学说来代替这两门

生命基础理论' 但是#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藏象关

系#也没有正确理解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基本概念#于

是得出+中医学研究脏腑主要不是从解剖学的脏腑

实体器官出发#而是以整体功能为基础#以显现于外

的功能现象和联系为基础来确定脏腑的概念' 因

此#脏腑是一个形态与功能的综合概念#不仅具有解

剖学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体的功能模

型-

(Q)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观念' 实际否定了中医

解剖学#最终得出结论$中医的解剖器官#不是西医

的解剖器官' 把中医引入一个与现代科学南辕北

辙#自弄玄虚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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