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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的初步探讨 

  命门是祖国医学生理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医重视命门，认为它是维持生命的根源，在长期临床

实践中，用培补命门的方法治疗某些疾病，取得了显著效果。因此命门问题是当前值得重视的一个研究

课题。本文拟发两部分叙述:一是命门的生理与各脏腑的关系；二是命门在指导临床实践中的意义。文内

就接受前人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一些意见，盼读者指正。 

一、命门的生理与各脏腑的关系 

  命门是生命之根，包含真阴和真阳，产生动气，通过脏腑、经络，达脑，通骨髓，走四末，温皮肤

腠理等，在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上，起着主导的作用。 

  命门这名词最早见于《内经》:“命门者目也”，系指足太阳经结于睛明穴而言,与本文讨论的命门有

所不同。但从足太阳经和肾经相表里，及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来看，不能说它毫无关系。至于一

般所说的命门以《难经》记载为最早，还指出了命门的生理作用是:“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

藏精，女子以系胞。”至于命门的部位和形象，李梃《医学人门》认为:“人两肾中间，白膜之内，一点

动气，大如筋头，鼓舞变化，大阖周身，熏蒸三焦，消化水答，外御六淫，内当万虑，昼夜无停。”《内

经》虽说“命门者目也”，又曾说“七节之旁，中有小心”，这小心却指出了我们所要讨论的命门部位。

前人以人身脊骨为共二十一节，自上而下当十四节，自下而上当七节之间，其两旁为肾俞，中央即命门

穴。又《难经》说：“生气之原者，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

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将部门的作用归于两肾中间的一点动气。从以上三

种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祖国医学在很早以前对命门的认识已经是相当细致的了。                      

正因为命门居于两肾之间，中医认为肾和命门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惯常引用坎卦（ ）来示意。

意思是上下两短划代表阴，代表两肾，中间一长划代表阳，代表命门，张景岳所谓：“两肾者坎外之偶，

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一以统两，两以包一。”将肾和命门看作一个整体，总称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

虽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如《难经》以“左为肾，右为命门”，虞博主张“当以两肾总号命门”等，但

是根本上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在总的作用方面也没有不同意见。根据中医理论，肾有伎巧、作强等作用，

这种作用有赖于命门的促进，同时命门中的真阴真阳亦有赖于肾精的奉养，肾和命门的关系显然十分密

切，但肾和命门毕竟是二物，不是一物，尤其《内经》指出两肾之间有小心，分明是说二者具有不同的

形态。所以可以合，合之为坎卦，可以分，分之则命门如一太极。 

  关于命门的功能，前人曾用三个比喻来说明。一是比作走马灯，走马灯的走动全靠灯中一个火，火

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命门正如灯中之灯火，命门火的充旺、衰微、熄灭，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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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全身机能，因而强调命门的意义就是“立命之门”（见赵献可《医贯》）；二是比做灶底之火，锅中

的米须用火来煮熟，少一把火则迟熟一些，加一把火则快熟一些，火力不足便全部不热。人身营养依靠

后天水谷精微，而主要在于命门之火帮助腐熟。所以命门为先天，犹如灶火，先天更重于后天（见张景

岳《传忠录》）；其三把命门比作门户的枨闑，静而阖、涵养着一阴的真水，动而开，鼓舞着龙雷的相

火，好像枨闑一样具有开阖的作用（见虞博《医学正传》）。这些比喻虽不免近乎想象，但对于命门功

能的描写是比较深刻的，他们的见解均以命门的作用是火的作用，也就是阳气的作用。我以为从坎卦来

看命门是以阳气为主，从命门本身太极来说，太极生两仪，便是命门的真阴真阳，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

略了肾的关系。这种看法，在《类经》里也曾提到，两肾中间的命门即人身的太极，水火就在这里生长，

还说明水火就是元阴元阳，也叫真精真气，命门的阴精即阴中之水，阳气即阴中之火。沈金鳌《沈氏尊

生》书里也说过：“命门之火涵于真水之内，初非火是火，水是水，截分为二。”这样，真阴真阳的相

依相存，相生相长，便是水火既济。所以命门的作用虽然突出在阳气方面，不能片面地只重真阳而忽视

了真阴。 

  命门与各脏腑的关系，陈士铎在《石宣秘录》里曾经这样说过：”心得命门而神明有主，始可以应

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

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他

根据《内经》十二官的作用，论及命门为各脏腑活动的根本，命门有损害则各脏腑的生理机能均会受到

影响。但是，命门如何和各脏腑取得密切联系，我认为应作如下的说明： 

  １．命门和心：命门在两肾之间，心和肾的经络本相贯通，一般称心和命门为君相二火，性质上又

是同气相长。故《内经》称命门为小心，并指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说明命门阳气和心阳相通，

也只有命门阳气通过心经后才能使全身精神焕发。 

  ２．命门和肾：肾和命门最为接近，两者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过。《内经》又说：“肾主骨，骨生

髓”，又以“脑为髓海”，还説：“肾藏精，主蛰封藏之本”。可见肾和骨髓的生成、脑的活动、生殖

力的旺盛等，有着密切关系。命门通过肾脏，对这些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３．命门和脾：命门和脾为先后二天，后天的生化须赖先天命火的温养，在上面亦曾谈到，但应当

注意先天真阴的不匮乏，也需要后天不断地供应。故许叔微说：“补脾不若补肾”，而李东垣却说：“补

肾不若补脾”，说明了先后天的相互关系。 

  ４．命门和三焦：命门为三焦的发源地，唐容川称为焦原，《内经》所谓（指三焦）“属肾，肾上

连肺”。命门阳气的温分肉腠理，即是通过三焦来布达全身，营气出于中焦，卫气出于下焦，也是通过

三焦而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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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命门和胆：命门为相火，胆亦司相火，命门与胆的性质既相同，由于命火温养胆火，使肝脏春

生之气得到畅达，前人以胆为中正，并谓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便是这个理由。 

  ６．命门和督脉：督脉主一身之阳，它的循行路线，根据《内经》营气篇十二经始于肺，络于肝，

接任脉，再接督脉，不接任脉而再始于肺，《骨空论》指出督脉属肾，合膀胱、贯脊上脑。这说明命门

为督脉行经之处，命门阳气即通过督脉传达十二经，同时也通过督脉与脑和肾取得密切联系，并与膀胱

发生气化关系。 

  因此，我们对于命门的功能与各脏腑及形体组织的关系，概念如下图: 

  从图内可以看到，命门阳气通过上述各脏腑经脉的联系而传达全身，而各组织与内脏的关系也不是

单纯的，如脑和心、肾、督脉均有密切关系等，这在临床上就有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謙斎医学講稿・命门的初步探讨 

 

4 

 

 

二、命门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 

  根据中医对命门重要性的认识，运用到临床方面，它的治疗原则是滋补。因为命门包涵真阴和真阳，

这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又分为清补和温补二法，而清补中必须阴中有阳，在养阳的基础上滋阴，同

样地温补必须阳中有阴，在养阴的基础上扶阳，纵然真阴真阳失其平衡而产生相对的寒热偏盛现象，也

必须遵守阴平阳秘的法则调养，不能单纯地用辛热或苦寒治标。如经常使用的方剂六味地黄丸和附桂八

味丸两方，六味丸用熟地、山萸、山药、丹皮、泽泻、茯苓治肾水亏损，头目眩晕，腰腿酸软，阴虚发

热，自汗盗汗，憔悴诮瘦，精神疲困。八味丸即六味丸加附子、肉桂，治命门火衰而能生土，以致脾胃

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冷惫，脐腹疼痛等症，都是符合于命门的真阴或真阳虚衰的治法。

张景岳曾提及薛立斋常用人味丸益火，六味丸壮水，多收到良好效果，因用二方之意，另制左归饮、右

归饮和左归丸、右归丸，作为治疗命门真阴或真阳衰微的主方。四方的药物组成如下表:: 

 

左归饮 熟地 山萸 山药 枸杞 炙草 茯苓 

左归丸  十  十  十  十      菟丝 鹿胶 龟胶 牛膝 

右归饮  十  十  十  十  十               附子 肉桂 杜仲 

右归丸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当归 

 

  很明显，张景岳的左归、右归四个方剂，是在六味、八味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入了养阴扶阳的龟胶、

鹿胶、枸杞、菟丝、当归、杜仲、牛膝等而制成的。我们应该承认，左归、右归治疗命门真阴或真阳衰

微是比较恰当的方剂，在药力上比六味、八味推进了一步，用药法则也更周密地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在

扶阳中不离滋阴，相对地滋阴中也处处照顾扶阳，对于偏用辛热补火或苦寒泻火者，有很大启发。 

  为了说聪命门在指导临床实践中的价值，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当然是很不全面的。例

如:我们治疗脊髓炎，它的主要症状为下肢瘫痪，或沉重不便步履，筋骨痿弱，肌肤麻木不仁，全身倦怠，

四肢不温，腰膝寒冷，阳萎，大小便癃秘或失禁等，证属肝肾两虚，命门火衰，督脉阳气失其温通的现

象。就以温补肾命为主，佐以熄风，活络，止痛等法，采用地黄饮子加减，在短时期内使症状消失或减

轻，能扶物或独立行走。地黄饮子用熟地、山萸、苁蓉、附子、肉桂、巴戟、麦冬、石斛等，功效亦在

滋而不腻，温而不燥，能补下元。在这经验上我们治疗弗里德赖希氏共济失调证，除行路不稳，不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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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症外，又表现胸闷、头汗、语涩、音沙似哑、饮食作呛，证属下元虚冷、虚风上扰，兼有舌喑症状，

用上方加入远志、菖蒲等宣通心气，很快即见药效。 

  慢性肾炎是一个顽固疾病，我们根据《内经》“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

溢于皮肤，故为附肿。”因而亦多从温补命门着手以助其气化，并加强中焦健运湿浊的能力，常用金匮

肾气丸结合胃苓汤，标本兼顾，收到满意疗效。这种从温养命门来健运中焦，帮助三焦、膀胱的气化，

使水湿排除，不再积聚的中医治疗机制来看，显然与现代医学中关于本病的认识有所不同。 

  腹泻经久不止，或天明泄泻，或经常大便溏薄，一般所说慢性肠炎，虽然属于肠胃疾病，中医却常

常从脾肾（包括命门）论治。故常用附子理中汤、四神丸等温补命门、健脾厚肠，称为补火生土法。  气

喘证实者多属于肺，虚者多属于肾，在肾多用补肾纳气法如七味都气丸之类。又痰饮咳喘除在肺用小青

龙汤外，一般常用苓桂术甘汤温化中焦，严重的有用金匮肾气丸温补下元。实际上都是着眼于命门阳气，

故喘甚欲脱，头汗足冷，小便不禁，为命门阳气衰竭，又用黑锡丹直温下元作为急救。  神经衰弱的

临床症状，主要表现在失眠、心悸、头晕不能用脑等，中医辨证不离心、肝两经，由于心肝两经与肾命

有联系，除一般调养心肝之外，进一步可以结合滋阴以养肝，通阳以补心。又因命门与生殖机能有密切

关系，对遗精、阳萎等性神经衰弱，中医常称阴虚或阳虚，统称肾亏，在比较顽固的情况下，除一般滋

阴固精外也采用了温养下元的方法。《齐有堂医案》载有强阳壮精丹，用熟地、麦冬、柏子仁、复盆子、

枸杞、虎骨、肉桂等，治疗阳萎有良好效果。他并指出:“用热药于补水之中，则火起而不愁炎烧之祸。”

这对我们主张治疗命门阳虚应在滋阴的基础上扶阳，给予了有力的证明。 

  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治疗大多依据“心生血、肝藏血、脾统血”的理论，偏重于心、肝、脾三方

面调养。本人结合西医诊断为骨髓不能生血，进一步从“肾主骨，骨生髓”考虑并困患者多有形寒、面

色苍白及容易感冒等阳虚现象，故常以温补肾命为主，佐以补血，另服鹿茸粉和河车粉，疗效较好。这

方法在白血病严重贫血下，也曾使用，并无不良反应。 

  尝治一八岁小孩，胸椎脊骨突出，将成龟背证，因家属不同意石膏固定治疗，改服中药。我用龟鹿

二仙胶为主，黄酒炖烊，另用熟地、附子、桂枝、细辛、巴戟、黄芪、麦冬、补骨脂煎汤调服，意欲从

命门通过督脉阳气来改善脊椎病变，两个月内居然达到了理想，并在半年内痊愈。 

  又治妇科病月经濇少，轻行后腹痛下坠，不能行立，带下甚多，平日腰酸、形寒、下肢两膝以下不

温，懒于活动，形容憔悴，脉象沉微，曾服十全大补丸达数斤之多，症状未见好转。余诊断为冲、任、

督、带均损，尤其是督脉阳虚为其主要原因，用熟地、山萸、鹿角胶、当归、菟丝子、巴戟、淫羊藿、

茜草、乌贼骨大补奇经。药后便觉舒适，半月后下肢寒冷逐渐消失，再加艾绒、紫石英等继续服用一月，

经来量较多，色转红，净后亦不腹痛。关于月经病有很多与肾命有关系，《傅青主女科》里所说: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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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有余，乃水之不足”，及“非水之有余，乃火之不足”等，实际上都指的是肾命 真阴真阳相对的

偏盛偏衰。 

   此外，如卫气出于下焦，它的作用能温 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遇到表虚 不固，形

寒多汗等症，常用芪附汤加味。又 如肾与膀胱为表里，膀胱不能摄纳，遗尿、．小便窘急失禁等症，

常用固脬丸加减，均是 着重在命门治疗，不能一一悉举。 

三、结语 

  综上所述，命门是祖国医学生理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人对于命门的部位、形象和功能，以及它

与各脏腑组织的联系，很早就有相当细致的认识，并制定出了治法和方剂。我们参考前人文献，根据其

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临床实践，也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充分说明命门是目前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曾将《普济方》内诸虚一门作过统计，这一门包括固精、益气、益血、壮元阳、壮筋骨、治风、

消痰、调脏腑、治痼冷、益髭发、明耳目、理腰膝、进饮食、益精髓、强力益志、驻颜色、轻身延年等，

共一千一百零五方。其中用鹿茸、巴戟、附子、肉桂、苁蓉、破故纸、胡芦巴等温养下元的达三百九十

五方之多，占三分之一强，如果一般温补下元的如枸杞等均计算在内，将超过半数以上。这些温养方内，

除了少数偏于助火，一般均与滋阴有关。于此可见前人对于命门尤其是命门真阳的重视，也不难体会到

命门功能衰弱实为产生虚弱证的重要根源。 

  前人不仅对于虚弱证，包括慢性劳损或急性病转变的某些虚脱证，多从下元治疗外，所有延寿却老

的方法也均以调养命门为主。古代养生家指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李东垣认为:“气为神之祖，精为

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又有丹田、下气海等名称，张景岳释为“气化之原，居丹田之间，是名下

气海，天一元气化生于此，元气足则运化有常。”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气便是命门动气，丹田和气海等

一般都是指的命门，更不难理解古代养生家所谓“调息法”和“还丹内练法”等，主要是调养下元生气。

再从现在大家熟悉的“气功”来说，初步认识到它能使人体阴阳平衡，调整神经机能紊乱，而腹式呼吸

的运动可以促进内脏血液循环，改善机体组织的营养状态等，这些作用都是与命门不能分离的。 

  本文虽然引证了一些文献记载，并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及临证经验，显然是很不成熟的。如何深

入研究说明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观察，并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整理提高。 

（一九六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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