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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神”的浅识

卢健棋 韩景波

【摘要】 中医学对神含义的诠释很多，本文从文字学起源，神和心脑以及其他脏器的关系来诠

释神的含义，神是基本生命活动和五脏活动的表现，神的功能的正常与否和心脑有密切的关系，心

为神志的正常提供物质基础，从物质上保障神志的正常，而脑是神志的起源，从根源上保障神志的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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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中，神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黄帝内

经》在不同的篇幅中很多次论及“神”，但是《黄帝内经》论述

“神”的篇章分散，涵义丰富、深奥，使人容易产生歧义。学

术界就孰主神明———心主神明、脑主神明、心脑共主神明有

争议［1-3］。现就研读《黄帝内经》中的思考和结合在临床工

作中的一些体会，从中医学思维的角度出发来谈谈对“神”
的认识。

1 从文字起源谈“神”

“神”字的出现很早。《说文解字》中“申”与“神”互训，

而“申”与“电”同文。“电”甲骨文作阴阳激耀之形，即神异

可怖者谓之神。而《黄帝内经》是这样论述“神”的。《素

问·八正神明论》说:“帝曰: 何谓神? 歧伯曰: 请言神，神乎

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

视，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同一篇又说: “视

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素问·天元纪大

论》说:“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

无方谓之圣。”以上这些论述，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神”独具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基于现代生命科学对人体

生命活动认识与对“神”本质认识的局限和不十分清楚的，

古人对“神”有这样的解释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奠定了《黄

帝内经》对“神”的特殊认识。

2 “神”是基本生命活动的表现

《黄帝内经》中谓，“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抟谓之神”，

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是这样解释的: “即前两精相

抟，共成一形，一形之中，灵者谓之神者也，斯乃身之微也。
问曰: 谓之神者，未知于此精中始生? 未知先有今来? 答曰:

按此《内经》但有神伤、神去、并无神灭之言，是知来者，非同

始生也。”也就是说，在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神就生

了，以后在胚胎的生长，以及以后人的生长，就烙下了神的特

殊烙印。说明“神”是基本生命活动的体现，“神”是中医学

对生命的一种本质的理解。同时，杨上善还有这样的解释:

“释教精合之时，有神气来托，则知先有，理不虚也。”据此可

见，在两精相抟之前，神先已存在。从物质层面来看，人的精

子和卵子是有生命的，古人没有显微镜，不可能看到这些东

西，但已经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笔者猜想，精子和卵子所携

带的遗传物质，就存在有中医所谓“神”的成分。

3 心为“神”提供物质基础

首先要提出的是中医的“心”也是基于解剖基础上的，

如《灵枢·经水》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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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建华［4］认为: “五脏概

念的本始含义是依据解剖实体观察而来的。”有物质的心才

能有“意识”的心，这在《黄帝内经》的诸多论述表明，也就是

说，心为“神”的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如《素问·五脏生成

篇》谓“诸血者，皆属于心; 心主身之血脉”。《灵枢·营卫生

会第十八》谓“血者，神气也”。《素问·六节脏象论》说:“津

液相成，神乃自生。”《灵枢·天年》云:“何者为神? 岐伯曰:

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必具，乃成为

人。”《灵枢·天年》又云:“失神者死，得神者生。”可见，心主

血脉，血液充足，在脉管中运行正常，神气才能外现，才会出

现神采飞扬的表现。

此外，《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尚云“心者，生之本，

神之变也”。说明心不仅对形体起支配、统帅、决定的作用，

同时也是精神活动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主宰的场所，心脏既是

生命的根本，也是神机变化的物质源泉。

现代有很多学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心是精神活动

的场所，思维的器官，曲解了《黄帝内经》中对心和神的关

系。但也有学者认识比较深刻，如许遵贤［5］认为: 出入是神

在心的运行方式，神自心中出入，不从别处出入。心为神的

居所，打个比喻，心好比是房子，而神好比是人。心是神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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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如同房子是人的居所。正如《灵枢·大惑论》云: “心者，

神之舍也。”《灵枢·天年》云:“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

成，神气舍心。”此神气舍心，即明言心为神的居所，神入于

心中。“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亦明言神明自心中而

出。另一种认为脑是神的主宰。这都是没有完全参透“神”
的涵义，心对神的主宰作用都体现在心为神提供的物质基础

上。如《内经·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这说明心是精神的居所，而心是通过其主

血的功能、为神提供物质基础来使精神有所居处的，这可以

通过一个临床常见的例子来加以证实。例如，在现代医学中

有一个阿-斯综合症( Adams-Stokes 综合症) ，即心源性脑缺

血综合征，是指突然发作的严重的、致命性的缓慢性和快速

性心律失常，引起心排出量在短时间内锐减，产生严重脑缺

血、神志丧失和晕厥等症状，是一组由心率突然变化而引起

急性脑缺血发作的临床综合征。从这个定义看，当心脏失去

主血脉的功能或者主血脉的功能发生严重障碍，就会导致神

无居所，发生神明丧失，如果不及时抢救，病人会死亡，这可

以从另一角度印证了《黄帝内经》的理论。

4 五脏活动是“神”的体现

五脏在精神方面的活动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都

是神的活动反映。中医理论认为，五脏活动是“神”的体现。
如《素问·宣明五气篇》云: “五藏所藏: 心藏神，肺藏魄，肝

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灵枢·本神》云: “故生之来谓之

精，两精相抟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

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

智。”从以上经文中可以看出，五脏的精神活动都是“两精相

抟”派生出来的，是神在生命活动的各种神志体现，分属于

五脏，但是统领于心。《灵枢·卫气》云:“神生于五脏，舍于

五脏，主导于心。”可见，只有心君健旺、神安气定，五脏安

和，才会五志祥宁，反之，则五志失常，七情过极，百病丛生。
而通过调节七情，安定心神，使五脏健旺，从而病愈疾瘥。临

床上此等案例甚多，如在西汉初年的韩婴与其后的司马迁，

都记载了扁鹊诊治虢太子尸厥的病例。扁鹊的论述如下:

“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

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

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

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

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

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这个病例生

动的说明了五脏活动是神的体现。
五神涉及到人类潜意识活动和认知心理活动，而人类的

潜意识过程和认知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目前有

关生命医学的研究一般认为这些都是大脑功能的体现。因

此，很有必要谈到与“神”有着密切关系的另外一个汉字，就

是“明”字，首先，从其字义来讲，小篆:“明”，从月、从冏。冏

是窗户 的 象 形 文 字。月 光 自 窗 户 射 入 屋 舍 为 明，本 义 做

“照”解。乃光明射及物体使显露无疑之意。冏亦声。金文

“明”为日月并照之会意字，用在中医学中就是意识清醒的

意思。在《素问·脉要精微论》有“头者，精明之府”之论，还

有《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之说，

心和脑都和“明”有关，从《内经》的本意可以这么理解，要保

持意识清醒不仅和心有关系，而且和脑有密切的关系，从

《黄帝内经》中的论述看，“神”在但不一定“明”，如《素问·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曰“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

者，此神明之乱也”，现代在临床中也可以见到这类病例，如

植物人状态，患者没有意识，但是患者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

可以正常，这就是有神无明，另外处于癫痫发作状态的患者，

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在《说文解字·思部》说“思，睿也，从心，从囟。

凡思之属皆从思”。而“思”字厕于“囟”、“心”二字之间，次

于“囟”之后，而下接之以“心”字。从“思”的造字起源来看，

人的思想和心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神”功能的正常与心脑两脏

有着密切的关系，心脏为神志的正常提供物质基础，从物质

上保障神志的正常，而脑是神志的起源，从根源上保持神志

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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