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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灵枢·营卫生会》解读“六经病欲解时”和六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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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灵枢·营卫生会》言：“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荣卫二气于阴

分、阳分各行二十五周，对应昼夜。 太阳病欲解时，卫气运行到日中重阳，胃气相对较强，卫气行而盛于外，荣气相对充足。 阳

明病欲解时，阳尽而阴受气，卫气盛于荣气。 少阳病欲解时，阳气从里出表，荣卫二气较弱。 太阴病欲解时为重阴，胃气虚衰，
荣卫二气生成不足。 少阴病欲解时为阴衰，胃气弱，卫气衰，荣气弱。 厥阴病欲解时，阴尽而阳受气，此时胃气弱致荣卫生成不

足，但同时有卫气初出的趋势。 治疗在于维持胃气的正常运行及荣卫二气的平衡，太阳病当泻卫固荣，方选麻黄汤类方；阳明

病当清卫补荣，方选承气汤、白虎汤类方；少阳病当补荣疏卫，方选柴胡类方；太阴病当补荣和卫，方选桂枝汤类方；少阴病当

补卫固胃护荣，方选四逆汤类方；厥阴病当护胃存荣固卫，方选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等方。
关键词：“六经病欲解时”；荣气；卫气；胃气；六经病；《灵枢·营卫生会》；《伤寒论》；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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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六经病欲解时”的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

认识，有学者从子午流注［１］、二十四节气［２ － ３］、运
气［４］、洛书［５］、“开阖枢” ［６］等角度进行探讨，也有学

者认为它是《伤寒论》的核心大纲［７］。 这些观点对

于理解“六经病欲解时”、把握六经病病机起到了积

极作用［８ － １１］，但目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天地阴阳层

面［１２］，结合人身气机运行的研究尚未见到。 笔者依

据《灵枢·营卫生会》原文，认为“六经病欲解时”并
非是指病解于此时间段，而是提示此时荣卫关系存

在差异，当胃气强、荣卫二气相对充足时为阳病，胃
气弱、荣卫二气相对不足时为阴病，六经病的病理状

态在于胃气强弱、荣卫二气盛衰及其是否平衡。

１　 荣、卫、胃三气关系

《灵枢·营卫生会》谓：“人受气于谷，谷入于

胃，以传于肺……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荣卫之

气生成于胃，胃气的盛衰会影响荣卫的生成：当胃气

盛时，荣卫二气生成正常且互相平衡；胃气衰时，易
感受外邪，中伤胃气，致荣卫二气生成不足且不能平

衡，出现荣卫偏衰。 如《伤寒论·辨脉法》言：“脉微

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 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
“脉微而涩”表明机体表之卫气不足、里之荣气弱，
若医生发汗、数下后，则会损伤胃气，胃气不足，致荣

卫二气不足、不平衡，最终出现“夏月盛热，欲着复

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之症。
《灵枢·营卫生会》言：“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

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如是无已，与天地同

纪。”可见荣卫二气在脉中和脉外运行时，于阴分、
阳分各行二十五周，对应昼夜；运行至中午时阳气最

盛，称为重阳，运行至夜半时阴气最盛，称为重阴，与
天地阴阳运转的规律一致。 因此，如果从荣卫二气

的运行规律来解读“六经病欲解时”，则可以从天人

合一的角度把握“六经病欲解时”的本质和内涵。

２　 “六经病欲解时”和六经病

依据十二时辰排列“六经病欲解时” ［１３］，并结合

荣卫二气昼夜运行规律可知： “太阳病为巳至未

上”，午时为太阳病欲解时，正对卫气运行至日中重

阳；“阳明病为申至戌上”，酉时为阳明病欲解时，正
对卫气阳尽而阴受气；“太阴病为亥至丑上”，子时

为太阴病欲解时，正对卫气运行到夜半重阴；“少阴

病为子至寅上”，丑时为少阴病欲解时，正对卫气在

阴而阴衰；“厥阴病为丑至卯上”，寅时为厥阴病欲

解时，正为卫气阴尽而阳受气；“少阳病为寅至辰

上”，卯时为少阳病欲解时，正为卫气在阳而阳初

生。
太阳病欲解时，卫气运行到日中重阳，胃气相对

较强，卫气行而盛于外，荣气相对充足。 《伤寒论》
言：“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必衄，衄乃

解。”邪气困束致卫气被郁于表，腠理闭塞，故可见

无汗、郁热等症，而荣气足，必衄血，使邪气得解，卫
气得舒。

阳明病欲解时，阳尽而阴受气，阳气于午后开始

入里，卫气开始加于荣气，此时邪气入里化热，损伤

荣气，致卫气盛于荣气。 《伤寒论》第 ２０８ 条言：“阳
明病……有潮热……手足濈然汗出者。”故阳明病

可见日晡时发潮、盗汗、烦躁等卫气盛于荣气之症。
少阳病欲解时，阳气从里出表，因少阳病胃气在

三阳病中最弱，故荣卫二气生成较少。 《伤寒论》第
２６３ 条言：“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若胃

气较强，尚能生成荣卫二气与邪气相争，则可见口

苦、咽干、目眩等症；若胃气较弱，荣卫之气生成不

足，则出现“心烦喜呕……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
等胃气偏虚、荣卫俱弱之症。

太阴病欲解时为重阴，胃气虚衰，荣卫二气生成

不足。 《伤寒论》第 ２７４ 条言：“太阴中风，四肢烦

疼。”此时卫气在里，卫强而荣弱，故可见发热、自
汗、身体酸疼表现。

少阴病欲解时为阴衰，此时胃气弱，卫气衰，荣
气弱。 《伤寒论》第 ３２４ 条言：“少阴病，饮食入口则

吐……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若膈上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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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胃气弱不能化水谷，故饮食入口则吐，荣卫不

能正常生化，表里俱寒，故在表见恶寒、手足逆冷之

症，在里见胸中实、膈上寒饮之症。
厥阴病欲解时，阴尽而阳受气，此时胃气弱致荣

卫生成不足，但同时有卫气初出的趋势，《伤寒论》
第 ３２６ 条言：“厥阴之为病，消渴……饥而不欲食。
食则吐蛔。”由于荣气不足，卫气欲出，荣卫二气升

降出入不能顺接，故出现消渴、饥而不欲食、食入即

吐等症。
由上可知，依据荣卫二气运行规律，“六经病欲

解时”并非是指病解于此时间段，而是提示此时荣

卫关系存在差异，影响生理病理变化。 当胃气强、荣
卫二气相对充足时为阳病，胃气弱、荣卫二气相对不

足时为阴病，六经病的病理状态在于胃气强弱、荣卫

二气盛衰及其是否平衡，见表 １。
表 １　 六经病与荣、卫、胃三气状态的对应

关系及治疗原则

六经病 胃气状态 卫气状态 荣卫关系 治疗原则

太阳病 胃气强 盛于表上 卫盛荣足 泻卫固荣

阳明病 胃气强 始入于里 卫加于荣 清卫补荣

少阳病 胃气强 出表不久 卫荣俱弱 补荣疏卫

太阴病 胃气弱 盛于里位 卫强荣弱 补荣和卫

少阴病 胃气弱 微欲外出 卫虚荣弱 补卫固胃护荣

厥阴病 胃气弱 始出于表 荣卫俱虚 护胃存荣固卫

３　 六经病治疗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六经病治疗在于维持胃气

的正常运行及荣卫二气的平衡，具体阐释如下。
太阳病为卫气受邪，邪郁在表，以卫气病为主，

治当泻卫固荣，方选麻黄汤类方。 麻黄苦温、杏仁甘

苦温，苦味涌泄，桂枝辛温发散，甘草益气补中，诸药

合用，解郁遏在表之邪气，固护荣气。
阳明病为卫气入里而荣气较弱，卫气盛于荣气，

阴不足以纳阳，治当清卫补荣，方用承气汤类、白虎

汤类方。 知母、黄芩、黄连苦寒，清泻里热；石膏甘

寒，粳米、甘草甘平，诸药共用，泻热存津液。
少阳病为胃气偏弱，卫气虚，荣气弱，卫气初出

于表，盛于荣气，治当补荣疏卫，治以柴胡汤类方。
甘草、大枣、人参味甘补荣气，生姜辛温助卫气，柴
胡、黄芩苦寒清泻里热存荣气，半夏辛平，助荣卫二

气化生。
太阴病为胃气虚，卫气在里，强于荣气，治当补

荣和卫，方用桂枝汤类方。 芍药苦酸平，清里热、敛
荣气，桂枝辛温利卫气。

少阴病为胃气已衰，荣卫二气生成不足，以卫气

弱为主，而荣气相对较强，荣强卫弱，治当补卫固胃

护荣，方选四逆汤类方。 附子辛热温表卫，干姜辛温

温胃气。
厥阴病为胃气衰，荣卫二气生成不足而俱弱，治

当护胃存荣固卫，方选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等方。 干姜、附子辛温大热，固卫温胃，当归、人参、
乌梅酸甘养荣。

《伤寒论》第 ６１ 条言：“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

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
无大热。”大多医家认为，干姜附子汤证为阳虚阴

盛、肾阳虚衰证，阴寒内盛逼迫阳气外越［１４］。 但脉

沉则提示病邪在里，晚上卫气入里，阴寒内盛而卫气

加之，则正邪交争，患者当于晚上烦躁，而非白天烦

躁。 根据荣、卫、胃三气状态分析：“下”伤荣气及胃

气，“发汗”伤卫气，荣卫俱衰，病当为阴证，故“脉沉

微”“不呕不渴，无表证” “身无大热”。 白天卫气运

行在外，不能温胃则胃中虚冷；晚上卫气入里，胃和

而安，故见“夜而安静”。 荣、卫、胃三气俱弱，且无

口渴、自汗等症，提示荣卫不相顺接或荣气相对卫气

更加不足，与“少阴欲解时”的荣卫情况相符。 因

此，以干姜附子汤治疗少阴病，方中干姜辛温，温固

胃气，附子辛热，温胃补卫。
刘渡舟先生曾治疗一低热鼻衄案［１５］： “孙某

某……每于午后寒热往来，其特征是：先是恶寒、头
痛、继之发热……随之则鼻衄不止，衄后则头痛、发
热随之减轻。 面色萎黄、形体消瘦、纳差……”根据

荣、卫、胃三气状态来分析：午后为卫气初入里加于

荣，卫气强于荣气；“面色萎黄、形体消瘦、纳差”可

见患者胃气弱，荣卫二气生化不足；“衄后则头痛、
发热随之减轻”，可知卫气随荣血而出后，暂时使阴

阳相和；当卫气于白天重新升发，又强于荣气，则再

发生低热鼻衄。 治疗当补荣疏卫，治以柴胡汤类方。
刘渡舟先生将此病案辨为 “少阳经郁热内

伏……治宜和解少阳邪热，清火凉血止衄。”方药：
柴胡 １５ ｇ，黄芩 １０ ｇ，水牛角 １５ ｇ，牡丹皮 １２ ｇ，白芍

２０ ｇ，生地黄 ３０ ｇ。 以生地黄、白芍酸甘化阴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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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柴胡、黄芩、牡丹皮、水牛角苦寒清泻卫气以存荣

气。

４　 小结

《灵枢·营卫生会》阐明了荣卫二气与昼夜交

替的关系，将一日分为重阳、重阴和阴衰等时段，有
助于理解“六经病欲解时”内涵。 而“六经病欲解

时”作为判断荣卫关系的依据，则有助于阐释六经

病病机。 基于荣、卫、胃三气状态与六经病的对应关

系，可知六经病的治疗原则为使胃气正常运行、荣卫

二气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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