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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49219.htm 肝“体阴而用阳”是中医学对

肝脏生理病理的概括。“体”是指肝脏的本体，“用”则为

肝脏的功能活动。从五行看，肝属木，居五行之首，其母为

水，属阳；其子为火，属阴。肝居水火之中，阴阳之间。以

阴阳论，肝经为厥阴，肝脏通于春气，为阴中之少阳，是阴

阳变化的转折点。因此五脏之肝，实为阴尽而阳生、阴阳合

一之脏。百考试题(100test.com) 阴阳是相对而言的，上与下、

动与静、藏与泄、左与右，皆可分阴阳。言“肝体阴而用阳

”，亦是相对而言，其主要表现为：其一，肝属五脏之一，

《灵枢。寿夭刚柔》云：“在内者，五脏属阴”，《素问。

匮真言论》曰：“言人之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

肝居体内，属于五脏，故肝体为阴；然肝的功能以主管疏泄

、调畅气血津液运行为主，故肝用为阳。其二，肝之本体内

藏有形之阴血，因“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故肝体为阴；但肝为刚脏，为“将军之官”，性

喜条达而恶抑郁，内寄相火，主升主动，因“阴静阳躁”（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其用为阳。正如《临证指南

医案。肝风》所说：“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

而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其三，肝居右侧，其体为阴

；肝从左侧升发，与肺之右降相应，故其用为阳。《素问。

刺禁论》所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非指肝肺之形体部

位，实言肝肺的功能特点。如高世所注：“人身面南，左东

右西。肝主春生之气，位居东方，故肝生于左；肺主秋收之



气，位居南方，故肺藏于右。”其四，肝居腹中，“腹为阴

，背为阳”，其体为阴；但肝性主升、主动，故其用为阳。

正如100test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肝为阳脏，住处

中焦，以阳居阴，故为阴中之阳。” 来源：www.100test.com 

肝体阴而用阳，实际上揭示了肝的脏器与肝的功能之间的关

系，也是对肝的生理病理特性的概括。体阴与用阳之间存在

着既对立相反、性质不同，又互根互用、密切联系的关系。

在生理上，肝藏血，血养肝，肝血充足，肝体得阴血之柔养

，而后能发挥疏泄气血、调畅气机之“将军”阳刚之用；肝

疏泄，血归肝，疏泄正常，则血行畅达，藏血充足，而后能

发挥充筋、养目，滋养脏腑之“阴”柔之性。故《素问。五

脏生成》曰：“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

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在病理上，肝体之

症常以阴血不足为主，如久视、过思、劳倦、失血等，皆可

伤及肝之阴血，致使“肝体不足”，症见目涩头晕、肢体麻

木、筋脉拘挛，或月经量少、甚或经闭等，治当滋阴、养血

以益肝体；肝用之症，则常以阳亢无制为主，如情志内伤，

或久病、劳倦，影响肝的疏泄，而致疏泄有余，化火化风等

“肝用有余”，出现眩晕面赤、烦躁易怒、肢麻抽搐，甚至

卒倒昏厥等症，治当泻肝、凉肝以抑肝用。“肝体不足”、

“肝用有余”，体现了病理上肝气、肝阳常有余，肝血、肝

阴常不足的肝病特点。 www.Ｅxamda.CoM 由上述可知，无论

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肝脏的特点都是以阴柔为主。肝

血充足，阴柔正常，肝体得养，则肝用正常，肝之疏泄畅达

而不亢逆；若肝之阴柔不足，肝之刚用之性必疏泄太过，升

散无制，而致种种病证。因此，临床上对于肝病的治疗，要



以时时顾护肝之阴血为大法。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

师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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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