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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 “藏象”一词，首见于《内经》。如《素问六节藏象

论》说：“帝曰：藏象何如？⋯⋯。” 藏，是指藏于躯体内

的脏腑组织器官［如图所示］；象，是指表现于外部的生理

、病理现象［如图所示］。100test注释说：“象，谓所见于

外，可阅者也。”即是说，脏腑虽然藏于体内，但其生理功

能和病理变化均有征象表现于外。所谓藏象，即指藏于体内

的脏器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故张景岳在《类经

》中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

” 藏象学说 ，即是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研究

人体脏腑系统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诊断治疗规律的学说。

藏象学说认为，人体各脏腑虽然深藏于体内，难以进行直观

观察，但这些脏腑通过经络系统与体表的某些组织器官相互

联系。内脏有病，与之相应的体表组织器官可出现异常反应

，出现各种症状和体征，如舌象、脉象等。临床上，通过观

察这些病理现象，根据它们与人体脏腑的联系，来推断内部

脏腑的病变，为治疗用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正如朱丹溪所

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

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

心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 藏象

学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是历代医家在长期的

临床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在我国现存最早的

古典医著《黄帝内经》中，藏象学说即形成了比较完整、系



统的理论。其理论和认识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早

期的解剖实践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宰杀猎物及解剖战后

的尸体，即对动物及人体内部器官进行了早期的观察。随着

医药活动的开展，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人体内部器官的部位与

形态，因此，人们对人体器官的观察成为比较自觉的行动，

并力求和医疗实践结合起来。 《内经》时代，解剖人体已是

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

，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

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

气，皆有大数。”在《灵枢肠胃》中，还详细地描述了胃肠

的形状、容量、位置、长短等。如其中记载的食道与肠的长

度的比，与现代解剖学相差无几。《难经》中对很多脏腑的

部位形态，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宋代的《欧希范五脏图》

及杨介的《存真图》等，则是解剖学方面的专著。明代医家

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对人体内脏也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而清代医家王清任，亲自解剖尸体，潜心研究数十年，著

《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古人的某些错误。可以看出，正

是这些古代的解剖学知识，奠定了藏象学说的形态学基础。

2. 长期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总结 应当指出，中医学

藏象理论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对人体脏腑生理活动和病理变

化的观察与总结。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和医疗实践中，细致地

观察了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并联系当时的解剖知识

，即对人体的脏腑器官及其功能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

对其相互关系有了较深刻的理解。 例如，通过解剖观察，发

现心位于胸中并与脉管相连。又观察到，血液是在经脉内不



停流动着，并且与心脏搏动有着内在联系。如果心跳停止，

则血液也就不再流动，神志亦就很快丧失，从而形成了“心

主血脉”、“心主神志”的理论。 再如感冒，由于皮肤汗孔

开合失常而见无汗，并见鼻塞，咽喉疼痛，咳嗽等症，并可

影响及呼吸之通畅，从而发现皮毛、鼻、喉、肺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经过长期的观察与验证，因而形成了“肺主呼吸

”、“肺合皮毛”、“肺开窍于鼻”、“喉为肺之门户”等

理论概念。 3. 反复医疗实践的验证 古人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

的过程中，观察到某些病理现象与相应的脏腑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而调整某些脏腑的功能，又往往可使病理反应消

失，因而分析这些病理现象与治疗效应的对应关系，即可以

反证机体某些脏腑的生理功能。如进食某些动物的肝脏或从

治肝入手，可治疗某些眼疾，从而得知肝与目之间存在着内

在联系，形成了“肝主目”的理论概念。又如，发现某些补

肾药可以加速骨折的愈合，因而认识到肾的精气有促进骨骼

生长的作用，又得出“肾主骨”之理论。 应指出，藏象学说

的形成，还受到古代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阴阳五行

学说，与藏象理论的形成的关系更为密切。如以五脏为中心

的藏象理论即以五行学说理论为指导，而脏腑内部的对立统

一运动，则多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根据。 藏象学说的主要特点 

藏象学说具有许多特点，但其主要特点则是以五脏为中心的

系统整体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 以脏腑分阴阳，一

阴一阳相为表里，脏与腑是一个整体。如心与小肠、肺与大

肠、脾与胃、肝与胆、肾与膀胱，以及心包与三焦，构成表

里关系。其主要依据是：经络循行路线的阴阳相对和相互络

属；相表里之一脏一腑间在生理功能上的紧密联系。 2. 五脏



与形体诸窍联结成一个整体。藏象学说的整体观认为，五脏

各有外候，与形体诸窍之间各有特定的联系：如心，其华在

面，其充在血脉，开窍于舌；肺，其华在毛，其充在皮，开

窍于鼻；脾，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肉，开窍于口；肝，

其华在爪，其充在筋，开窍于目；肾，其华在发，其充在骨

，开窍于耳及二阴。 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