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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滋阴学说的渊源

中医学术以阴阳学说为哲学指导，因阴阳的偏胜偏衰而有阳实、阴实、阳虚、阴

虚之病，相应的泻阳、泻阴、温阳、滋阴之法自然酝酿其中。《黄帝内经》中已有“春

夏养阳，秋冬养阴"和“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的论述，并对阴虚的临床表现进行了描述：“阴虚生内热奈何⋯⋯有所劳倦，形

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还

提出了阴虚的诊治原则：“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伤寒

论》中已将阴虚与某些具体病证的发生联系起来，如“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

《金匮要略》不仅提及阴虚的病证，如“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还对

阴虚的病机进行了阐述，如“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

欲呕，名日瘅疟”。隋唐时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对与阴虚有关的病证进

行了论述，如“血为阴，阴虚而阳气乘之，即令汗血。此为阴气大虚，血气伤动，

故因汗血出，乃至毙人"，“今阴气虚，阳气实，故身体五脏皆生热，其状吸吸而

热，唇口干，小便赤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不仅论述了与阴虚有关的病

证，如“夫痹，其阳气少而阴气多者，故令身寒从中出；其阳气多而阴气少者，

则痹且热也"o，还提出了治疗的方药和腧穴，如“苁蓉散，主轻身益气，强骨，

补髓不足，能使阴气强盛方’’，“三里，主腹中寒，胀满肠鸣⋯⋯阴气不足，小

腹坚，热病汗不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历代对阴虚及其相关病证的认识尽管在不断提高，治

疗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但截至朱丹溪的时代，“滋阴"一直是治则治法范畴的普

通概念，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滋阴学说’’。

二、中医滋阴学说的形成

朱丹溪是中医滋阴学说的创立者。在金元四大家中，朱丹溪属于河间学派。刘河

间创“火热论"，强调火热致病，主张用寒凉药剂，其学术一传于荆山浮屠，再传于罗

知悌，朱丹溪为罗知悌弟子。

朱丹溪师从罗知悌之前，于医无所成就，师从罗之后方有进益。罗传刘完素之学，



罗氏治病无一定之方，每日有求医者，必令弟子诊视脉状，回禀后听其口授，用某药

治某病，以某药监某药，以某药为引经，自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

后攻者，这使丹溪大悟“古方今病"之需“随时取中"也。丹溪《格致余论》尝载：

罗先生治—病僧，黄瘦倦怠。诊悉，其为蜀人，出家时母在堂，及游浙已七年，忽一

日，念母玉心不可遏，欲归无盘缠，徒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时僧年二十五岁。

罗乃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烂与之，凡经半月余，且时以言

慰谕之。又日：．吾与钞十锭作路费，不望报，但欲望救汝之死命耳。察其形稍娃，与

桃仁承气，一日三帖，下之，皆是血块、痰积方止。次日，只与熟菜、稀粥将息。又

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与钞十锭，遂行。丹溪从而体会“攻击宜详审，正气须

保护’’，“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支而正气伤，小病

必重，重病必死’’的治疗思想。

朱丹溪传承刘河间的学术，，参考历代典籍有关论述，在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背景

下引入理学观点为指导，精辟论说，精勤实践，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

论’’，将“滋阴’’从单纯的治则治法概念发展为有哲学指导、理论结构、系统方药和临

床验证的相对完整系统的“滋阴学说"，因而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朱丹溪滋阴学说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外，还引入了宋元理学的概念。朱丹溪

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

足。何以言之?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

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

明者也。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

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

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

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又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

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火，人火也，日相火，天火

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

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

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从

而为人体禀质为阳有余而阴不足，而且相火易为“元气之贼’’找到了哲学上的依据。

三、朱丹溪对中医滋阴学说的贡献



朱丹溪的滋阴学说基于病变多为相火致病的临床实际。他认为“岐伯历举病机一

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考诸《内经》少阳病为瘛

痰，太阳病时眩仆，少阴病瞀暴喑郁冒不知人，非诸热瞀瘛之属火乎?少阳病恶

寒鼓栗，胆病振寒，少阴病洒淅恶寒振栗，厥阴病洒浙振寒，非诸禁鼓栗如丧神

守之属火乎?少阳病呕逆，厥气上行，膀胱病冲头痛，太阳病厥气上冲胸，小腹

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少阴病气上冲胸呕逆，非诸逆冲上之属火乎?少阳病谵妄，

太阳病谵妄，膀胱病狂颠，非诸躁狂越之属火乎?少阳病肘肿善惊，少阴病瞀热

以酸，肘肿不能久立，非诸病肘肿疼酸惊骇之属火乎?又《原病式》日：诸风掉

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胰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

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由于如

此，朱丹溪提出了“滋阴’’的依据：“《礼记》注日：惟五十然后养阴者有以加。《内

经》日：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日：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

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

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朱丹溪“滋阴学说"的理论结构

大致确立。

在治疗方面，朱丹溪阐述了阴虚的治疗原则。他说：“经日阴虚则发热，夫阳在

外，为阴之卫，阴在内，为阳之守，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

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

朱丹溪还为“滋阴学说”配伍了系统的治疗方药，以适应临床匕各种不同的阴虚病证：

《丹溪心法》全书五卷凡一百条，其中相当部分涉及滋阴法的应用，如“火六"条称

“有补阴即火自降，炒黄柏、生地黄之类"，“喘十五’’称“阴虚，自小腹下火起

冲于上喘者，宜降心火，补阴’’，“产后九十二"称“此热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

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大剂服之"00此外《丹溪心法·补损门》列方首，多数为补

阴之方，如大补丸首，其一“去肾经火，燥下焦湿，治筋骨软"，其二“降阴火，

补肾水”，龙虎丸“补下焦"，补肾丸“治痿厥之重者”，虎潜丸“治痿’’，补

虚丸“补心肝脾肾’’，三补丸首，其一“治上焦积热，泄五脏火”，其二“治酒

色过伤少阴"，其三治阴虚"，其四“治体弱，肌肥壮，血虚脉大"o，其五“益

少阴经血，解五脏结气"，又有补阴丸首，济阴丸首，虽未叙列功效，但据方名

可知其补阴之功。除药物治疗外，朱丹溪还强调食疗的补阴作用，他认为“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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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赋者，若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生栗味咸，干柿性

凉，可为养阴之助"。

朱丹溪滋阴学说用于临床，具有较好的临床效验。《丹溪医按·肿胀十》载“金

台一安人，七十一岁，好湿面，至此时得带下病，亦恶寒淋沥⋯⋯又加补肾丸以

生肾水之真阴"，《丹溪医按·眼目三十七》载“冯官人，左耳鸣。此劳得之，法

当补阴以镇坠之"，《格致余论·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载“又司丞叔，平生

脚自踝以下常觉热，冬不可加绵于上，常自言日我禀质壮，不怕冷。予日：此足

三阴之虚，宜早断欲事，以补养阴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

半年而死"，《丹溪治法心要》卷五载“一人燥热伤下焦，致小便不利。当养阴，

当归、地黄、知母、黄檗、牛膝、茯苓、生甘草、白术、陈皮之类"，《局方发

挥》载“余侄女，形色俱实，以得子之迟，服此药，背上发痈，证候甚危。余诊

其脉，散大而涩。急以加减四物汤百余帖补其阴血"。

朱丹溪是滋阴学说的创立者，“朱丹溪历来被视为滋阴派的始祖．但他的滋阴

理论是有缺陷的，治疗方法也是不完备的"。尽管如此，朱丹溪毕竟创立了滋阴学

说，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明代张景岳反对刘河间用寒凉之法，却继承了朱丹溪的滋

阴学说并补充完善之，临床善用熟地以滋补阴液。清代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rfl--天士与

吴鞠通针对对于温热病邪伤阴的特性，总以“存阴"为告诫。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对很多医案采用“滋阴"或“存阴"的方法，如在一则医案中告诫“气分热邪未去，

渐次转入血分，斯甘寒清气热中必佐存阴，为法中之法”o，吴鞠通则提出“在上

焦以清邪为主，清邪之后必继以存阴；在下焦以存阴为主，存阴之先，若邪尚有

余，必先以搜邪"。

朱丹溪的滋阴学说具有学术创新性。中医学术自形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指导，以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本草

学说、方剂学说、针灸学说等为主体内容，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中医学术在漫长

的历史中既不断更新，又相对稳定，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

巨大贡献，而且在当代亦为我国乃至世界众多国家的疾病防治和保健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是，中医的内容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但其基本理论结构则处

于大致稳定的状态。中医历史上最重要的革新发生在金元时代。基于前代的学术

积累和当时的社会需求，在金元时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医学术出现了一次大



的变革，刘完素、张从之、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家大胆创新，分别提出了“火热

论”、“攻邪论’’、“补脾论"和“滋阴论"，被称为“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

的学术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引导了明清时期中医学术的争鸣与进步，并指

引了中医重要的学术流派“温病学派"的出现。可以认为，中医学术在金元时代

发生了重大变革，并深刻影响了其后乃至现当代中医学术。在“金元四大家"中，

朱丹溪最为晚出，但影响更为深远，朱丹溪的“滋阴学说”更具有更加严密的理

论性、系统性和更大的实践价值，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医学术的发展，对清代温病

学派有直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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