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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心身医学思想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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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经》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心身医学思想。从生理重视形神相关、病理重视形

神相失、养生重视形神兼备、诊断重视形神俱问、治疗重视形神兼顾等方面，阐述了《内经》把

人的心理活动与生理、病理、预防、诊断、治疗等看作密不可分的整体，认为《内经》的有关思

想涵盖了现代心身医学的主要理论，研究和发扬其心身医学理论，能拓宽思路，为临床更好地治

疗心身疾病奠定基础。 

【关 键 词】内经； 心身医学； 理论探讨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1．250014，山东中医药大学2002级博士研究生 2．山东中医药大学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身医学越来越引起广大医学工作者的重视，心身医学是一门主要从精神

和躯体的相互关系来研究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基本规律和防治方法的新兴学科。心身医学体系的建立距

今虽然只有60年左右，但追溯《内经》，可以发现其中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心身医学思想。 

1  生理一重视形神相关 

   《素问•八正神明论篇》[1]论曰：“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

得，不知其情，故曰形。……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语，口弗能言，俱视独见，

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内经》精辟地论述了“形”(生理)与“神”(心理)功能

的协调、统一是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素问•调经论》，云：“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

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联骨髓，而成身形五脏。”张介宾释曰：“形者神之体，神者形

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说明有生命的人是具有“形”和“神”两种属性的统一

体，形神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神是在形的基础上产生的，《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1]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神有赖于形的充盛与调畅，《灵枢•平人绝

谷篇》[2]云：“血脉和利，精神乃居。”“形与神俱”，才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

问•上古天真论》[1]。形神相离，就会出现“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灵

枢•天年》)[3]。“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内经》精辟论述了心理对生理的影

响。这种重视心理、生理相互关系的观点，是心身医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2  病理一重视形神相失 

   《内经》认为，健康的精神活动在防御疾病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灵枢•本藏》[3]云：“志意

者，所以御精神、收魂晡、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

脏不受邪矣。”若精神活动失调，即形神相失，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情志内伤是导致形神相失的主要原因。情志变化最先伤及气机，损及阴阳。《素问•举痛论》[1]

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就阐明了情志

变化可以导致气机逆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1]又说：“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

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素问•痿论篇》[1]也说：“悲哀

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不仅说明五志可以伤及气机，而且

进一步阐明情志变化可以损及阴阳，衍生出种种病理变化，最终伤及脏腑而导致“生乃不固”的后

果。情志因素还可以直接损伤五脏的功能，《素问•五运行大论篇》[1]云：“神……在藏为肝……其

味为酸，其志为怒，怒伤肝；……在藏为心……其味为苦，其志为喜，喜伤心广…•在藏为脾……其



味为甘，其志为思，思伤脾厂…•在藏为肺……其味为辛，其志为忧，忧伤肺厂…•在藏为肾……其味

为咸，其志为恐，恐伤肾。”《灵枢•百病始生》[3]亦云：“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

也。”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五志可分别伤及五脏，引起脏腑功能紊乱，从而导致多种心身疾病的发生。

《内经》详细论述了情志因素致病的发病机理。《素问•举痛论》[1]云：“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

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

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下行矣。……惊则

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

矣。”《内经》还充分认识到社会因素、心理偏颇也是导致形神失衡的重要因素。《素问•疏五过

论》指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为

挛。”《素问•痿论篇》[1)也说：“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人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

痿，及为白淫。” 

   《内经》不仅认识到“神”影响“形”，还认识到“形’’也可以影响吁申”，即躯体疾病可以

导致情志异常，如《素问•藏气法时论》[1)指出：“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吭

吭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再如《灵枢•本神》[2)，也说：“肝气虚则恐，实则

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内经》在认识疾病时，强调社会因素及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也重视

疾病的心身反应，充分体现了心身医学的思想； 

3  养生一重视形神兼备 

   《内经》积极提倡养生，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其养生思想主张形神兼备，调神为上，十分重视心

理活动与摄生防病的关系。《素同•上古天真论》[1)要求人们“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

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强调“……美其食，伍其服，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劳其目，淫欲

不能惑其心”，“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

体不敝，精神不散”，才能“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

来”。侧重于自身人格修养，以提高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能力。《素问•四气调神大论》[1)更

是强调四气皆须调神，“以使志生”，“使志无怒”，“使志安宁”，“使志若浮若匿”，以适应四

季环境变化的需要。《素问•移精变气论》[1)还指出：“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淡之

世，邪不能深入也。，’这些养生和预防医学思想与现代心身医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4  诊断一重视形神俱问 

   《内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心身医学”或者 “心身疾病”的名词，却描述了许多心身疾病。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1)云：“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阳气者，大

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疏五过论扩”云：“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

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

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

荣。”详细记载了煎厥、薄厥、脱营、失精等心身疾病及其临床表现。 

    在进行这些疾病的诊断时，《内经》要求医生充分认识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素问•经脉别论》[1)说：“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

皆为变也。……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素问•疏五过论

扩”指出：“凡未诊病者，必闻尝贵后贱，……名曰脱营。尝贵后贫，名曰失精。……医工诊之，不

知病名。……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

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者治之，不

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明确指出医生必须掌握心身医学知

识，诊病时要注意患者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变化，才能诊之无过。《素问•徵四失论篇》[1)也指

出：“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此类，足以自

乱，不足以白明……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进一步

要求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一定要从社会、心理、生理等方面作全面分析。可见《内经》在探讨疾病的诊

断时，不仅重视生物学的自然因素，更强调入的社会因素，这些论述都和现代心身疾病的要求极为相

似。     4  治疗一重视形神兼顾 

   《内经》提倡治疗疾病时综合考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诸因素，采取形神兼顾的治疗方法。

《素问•疏五过论》[1)云：“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

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

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形神兼顾就是注意治神与治形相结合。治形是指调整脏腑气血功能

的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神是指调节精神活动，以心身和谐为目的的心理疗法。形神兼治分为

调神以治形和治形以疗神两个方面。“调神以治形”，即通过心理疏导，唤起患者的积极情绪，增强

其战胜疾病的信心，以达到调畅气机，燮理脏腑，促进疾病痊愈的目的。《灵枢•师传沪¨指出：

“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



人，恶有不听者乎?”明确阐述了心理疏导的治疗原则。“治形以疗神”，即根据形体病变可以产生

情绪障碍的原理，应用辨证施治的方法，通过治疗躯体疾病来改善心理活动，调节情绪，安神定志。

这些思想在《内经》中有鲜明的论述。《内经)强调在形神兼顾的基础上，重视对心身疾病进行个体

化治疗。《素问•血气形志篇沪¨载：“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

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

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内经》把调神、治神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素问•宝命全开论扩l／说：“一日治神，二日知

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日制砭石小大，五日知脏腑血气之诊。”《素问•五脏别论篇沪¨也说：

“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候，观其志意，与其病能。”情志疗法是《内经》提出的治疗疾病的重

要方法：《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沪¨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

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详细论述了以情制情来治疗情志疾病的方法。

《内经》还认识到某些疾病疗效欠佳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如《素问•汤液醪醴论沪¨曰：“帝

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歧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谓神不使?……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

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神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

之而病不愈也。”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内经》把人的心理活动与心理、病理、预防、诊断、治疗等方面，

看作密不可分的整体，强调“病为本，工为标”，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其

有关思想涵盖了现代心身医学的主要理论。1992年的国际心身医学大会指出：“世界心身医学应向中

国的中医学寻找智慧。”在医学模式转变的新世纪，研究和发扬《内经》的心身医学理论，能拓宽思

路，为临床更好地治疗心身疾病奠定基础。(收稿日期：200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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