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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巍运用“魄门亦为五脏使”理论治疗肛肠疾病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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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杨巍教授运用“魄门亦为五脏使”理论治疗肛肠病的临床经验。杨巍教授认为，魄门的合理

启闭与肝、心、脾、肺、肾五脏功能的正常发挥密不可分。杨巍教授根据不同类型肛肠病与五脏之间的关系进

行诊治。如治疗便秘，重视肺脏宣发肃降作用，常加用宣肺通气之品；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以疏肝养心、

调理冲任为治法，并创拟肛痛方；治疗器质性肛肠疾病伴焦虑悲伤情绪者，从肝论治，辨证加用安神疏肝解郁

之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无论便秘与泄泻，均重视脾胃之升降功能；治疗炎症性肠病、习惯性便秘等慢性

病，常从肾论治，注重培元固本，脾肾兼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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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YANG Wei in Treating Anorectal Diseases with Theory of "Anus as
Envoy of Five Zang-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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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roctology，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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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ofessor YANG Wei'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reating anorectal

diseases with the theory of "anus as envoy of five zang-organs". Professor YANG Wei believes that the

normal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anu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ormal play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of the liver，heart，spleen，lung and kidney. Professor YANG Wei mad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anorectal diseases and the five zang-organs. For

example，when treating constipation，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ole of lung in diffusing and dispersing，and

medicinals for diffusing the lung and ventilating are often added. When treating functional anorectal pain，

the treatment is to soothe the liver and nourish the heart，and regulate conception and governor vessels，

and Gangtong Prescription is self-prescribed. For patients with organic anorectal diseases with anxiety and

sadness， the treatment starts from the liver， and additionally applies medicinals for calming the mind，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solving constrai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For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have constipation and diarrhea，attention are paid to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function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For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habitual

constipation and other chronic diseases， the treatment often starts from the kidney treatment， and

attention is paid to generating the origin and consolidating the root as well as supplementing both the spleen

and the kidney.

Keywords：Anorectal diseases；Anus as envoy of five zang-organs；YANGWei

·· 217



新中医 2024年2月第56卷第4期
NEW CHINESE MEDICINE February 2024 Vol.56 No.4

杨巍教授躬耕肛肠专业三十余载，对肛肠病的

诊治技术和理念特色鲜明。治疗肛肠病强调：一要

牢记“整体观念，内外兼治”；二要学会“常中有

变，顺势而为”；三要遵循“能药不术，能早不晚，

能简不繁，能小不大”的痔病治则；四是治疗肠道

疾病“尤重培元”。笔者跟随杨巍教授学习，在这四

大治疗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魄门亦

为五脏使”理解，现整理阐释介绍如下。

“魄门亦为五脏使”见于《素问·五脏别论》，

曰：“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其对良性

肛肠疾病的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1 “魄门亦为五脏使”内涵

1.1 “魄门”释义 历代医家对魄门的认识有所差

别。笔者认为，可以先从最基本的“形而下”的解

剖学角度，对魄门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现在对于

“魄门”的阐释接受度较高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着

眼整体观，将魄门与大肠看做一个整体，肺与大肠

互为表里，肺藏魄，故肛门为魄门，体现了人体的

整体统一性 [1]。《难经》 云：“大肠者，肺之腑

也。”“下极为魄门。”唐代杨玄操则在注解《难经》

时提出：“下极为魄门，魄门者，下极肛门也。肺气

上通于喉咙，下通于肛门，是肺气之所出也。肺藏

魄，故曰魄门焉。”清代高士宗《素问直解》 谓：

“魄门，大肠之肛门也。大肠为肺腑，故名魄门。”

二是局部观认识，即肛门本身及其功能[1]。唐代陆德

明《经典释文》解释，“魄，本又作粕”，又曰“粕

门”为“肛门”。丹波元简在其著作《素问识》中

说：“魄，粕通……盖肛门传送糟粕，故名粕门。”

通过对比两种观点可以发现，从解剖学角度来

看两者能进行统一的是，“魄门”所指代的位置是一

致的，即现在所说的肛门处。但是中医立足整体，

重功能轻形态，因此，肛门不仅是形态上的一个具

体器官，更重要的是其在“五脏使”作用下传导糟

粕的这一主要生理功能。

1.2 “亦为”解 《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教授

指出：表“类同关系”是“亦”的基本语义[2]，可以

作 为 “ 也 ， 又 ” 之 义 来 理 解 [3]。《辞 源》 中

“为”（wéi）字在做动词时的释义是：担当，作；制，

造成；成，变成；治理；学；使，令；是；有[4]。结

合语境，“为”字上述词义均不太符合，笔者认为此

处可不进行翻译，采用其字面直译，或将“为”作

“被”解释，即魄门也为（被）五脏所役使 [5]。王洪图

教授在《王洪图内经讲稿》 [6]中提及：“亦”字是有

意义的，与前面论述的五个传化之府受五脏浊气相

承，说明魄门也为五脏所役使。

1.3 “五脏使”解 “肝、心、脾、肺、肾”即五

脏。“使”作役使之意。结合语句也就是说，魄门

“水谷不得久藏”的作用是服务于五脏的，被五脏所

役使。《类经·藏象类》中对该词的解释：“虽诸腑

糟粕固由其泻，而脏气升降亦赖以调，故亦为五

脏使。”说明魄门与五脏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被五脏

支配役使，二者同样具有一个相互影响制约的关

系，以使机体处于动态平衡[7]。

2 魄门与五脏的关系

2.1 魄门与肺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

大肠……”，《灵枢·经脉》中的这段表述，说明肺

与大肠相表里，二者脏腑表里相关，肺气的肃降与

大肠的传导糟粕功能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朱丹溪

根据此理论确立的提壶揭盖法，是治疗大便秘结的

基本治法。肺藏魄，“魄”指与生俱来的、本能的感

觉和动作[8]，即在精神活动中起到主管人的感觉和支

配行为动作的功能表现，更侧重于现代医学所说的

非条件反射[9]，而排便反射是人体与生俱来的。经络

循行、脏腑表里关系、治则治法以及五神脏理论等

均说明肺与大肠具有直接联系。《医醇賸义·秋燥》

云：“肺与大肠相表里，补其脏必兼疏其腑，泻其腑

必兼顾其脏，此脏腑相连，不可分割之定理也。”因

此“魄门亦为五脏使”应先从肺之使论[10]。

在相关疾病治疗方面，魄门与肺之间的关系同

样起重要作用。作为大肠的下端，魄门的启闭决定

糟粕的排出与否，其开而不合或合而不开均会导致

大肠功能失常，进而与肺脏功能互相影响。如肺脏

气机阻塞，肃降异常，腑气不通，易致肠燥便秘，

魄门闭。反之，若大肠出现实热证，魄门闭而不

开，大便传导不畅，腑气受阻，会出现由肺失宣降

的胸满咳喘[5]。

杨巍教授在治疗便秘时，重视肺脏的宣发肃降

作用，在实秘、虚秘方基础上，常加味防风、苦杏

仁、紫苏叶等宣肺通气之品，以求肺气宣畅，三焦

通调而不瘀堵，二便调畅。另外，针对虚证便秘，

杨巍教授尤重宣畅肺气[11]，善用全瓜蒌，取瓜蒌皮清

热化痰、宽胸利气之效，瓜蒌子化痰润肺、滑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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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之功，两药合用，宣肺润肠作用倍增，提壶揭

盖，宣畅肺气，通实大便。

2.2 魄门与心 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

主”，主宰人类一切精神思维意识活动 [8]。大肠作为

六腑之一，传导之官，自然受心脏的节制，而魄门

做为大肠的下极，同时作为官窍之一也同样受其调

控。此外，心还主血脉，人体生理功能的正常离不

开血液的濡养，大肠和魄门也不例外。正如张景岳

在《景岳全书·血证》中提出心之作用：“以至滋脏

腑，安神魂，润颜色，充营卫，津液得以通行，二

阴得以调畅。”

正是由于心脏和大肠、魄门在生理上有如此重

要的联系，因此，三者在病理方面同样关系紧密、

互相影响。其一，魄门启闭受心神主宰。其二，魄

门启闭正常与否对心脏疾病的治疗同样具有重要

作用。

杨巍教授在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这一病因不

明，病位不定的疑难病时，以“诸痛痒疮，皆属于

心”为指导，通过多年临床经验总结了肛痛方，以

疏肝养心，调理冲任为治疗大法，并在此基础上，

常加味炙甘草、淮小麦、酸枣仁等[12]，养心补肝，宁

心除烦。

2.3 魄门与肝 肝主疏泄，可调畅全身气机，以维

持形体、官窍、脏腑之正常功能[8]，大肠作为六腑之

一、魄门作为九窍之一，糟粕的传导及排泄同样受

到肝的调节。经络循行方面，虽然两条经络并无直

接的经脉循行流注关系，却均与肺相关，据《黄帝

内经》中六经的开阖枢理论以及经气理论可知二者

以肺经为中介存在一定的间接联系 [13-14]。此外，《灵

枢》肝经中关于肝经和大肠经的经脉循行流注，亦

说明除肺外，肝与大肠在喉咙亦相通。明代李梴有

云：“肝与大肠相通，肝病宜疏通大肠，大肠病宜平

肝。”不难理解《素问·举痛论》所说：“怒则（肝）

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以及《灵枢·杂病》所提

“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

阴”，这两种因肝气疏泄太过或不及而出现的肠道传

导以及肛门启闭的疾病变化。

针对临床器质性肛肠疾病，如炎症性肠病、肛

隐窝炎、复杂性高位肛瘘术后，此类疾病常有病程

长，愈合慢的疾病特点，病人多有焦虑悲伤情绪，

主诉常自觉疼痛，位置不定，疼痛可忍，除了局部

针对性用药以外，杨巍教授主张从肝论治，临证中

药常加味广郁金、柴胡、佛手、合欢皮等，以达安

神疏肝解郁、益气活血止痛之效。

2.4 魄门与脾 《素问·六节脏象论》 谓：“脾、

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

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此至阴之类，通于土

气。”可见脾胃与大肠均参与“化糟粕”过程，而且

脾的五行属性为土，阴阳属性为阴中之至阴，作为

大肠之下极的魄门，也归属于至阴，可见其关系密

切。脾胃同居中焦，主气机升降和气血生化。其

中，脾主运化，可将饮食物转化为精微，并与大肠

主津的作用相协同，促进大肠对食物残渣中津液的

重吸收。而脾气升清，能将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输

送到全身各处，为脏腑形体官窍提供维持其功能正

常运行的营养[8]。气血生化有源，气机开阖正常，魄

门开合有节，“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正常生

理功能才得以维持[15]。如若脾胃出现问题，也极易对

大肠及排便产生影响。从《素问·脏气法时论》中

对飧泄、肠澼的描述“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

化”即可看出，通腑法也是治疗脾胃病变的常用

方法。

杨巍教授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时，十分重视

肝、脾、肾三脏的顾护与调补[16]。指出治疗该病时应

首分虚实。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及症状，杨巍教授

创立了两个协定方：实炎方和虚炎方。两方治则不

同，药物有异，但均有白术、茯苓、山药此类健脾

之品。虚炎方以黄芪、党参为君，全方益气健脾，

培元固本，渗湿止泻。此外，杨巍教授临证治疗

以气虚为主的便秘时，生白术常增量至 60 g，意

在取其补脾益气之效，气足则推动有力，大便

畅，便秘除。由此可知，不论泄泻还是便秘，杨

巍教授十分重视运用脾胃的升降枢纽功能达到治

疗目的，遣方用药强调寒温并用，意使中焦得

清，枢纽功能恢复 [17-18]。

2.5 魄门与肾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入通于

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二阴指前阴和后阴，

后阴即肛门，该论述直接指出了魄门与肾密切相

关。《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厥固泄，皆属于

下。”“固”即二便闭塞不通，“泄”指二便失去约

束，“下”为下焦，即肾。此论亦指出肾在调节二便

中的重要作用。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诸泄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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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则更直接指出：“肾泄证……其故何也？盖肾为

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

主。”说明肾脏主导魄开闭。就生理特性而言，肾主

封藏，在人体则体现在藏精、纳气、固摄等以伏藏

为主的功能，若肾封藏失职，则易出现大小便失禁

等滑脱为主的病理变化 [8]。在生理功能上，肾主

水。《医贯》中进一步阐释：“经曰：‘大肠主津，小

肠主液。’又曰：‘肾主五液。’津、液皆肾水所

化。”这些理论无不说明肾脏与大肠、魄门联系

密切。

杨巍教授治疗肛肠诸病，尤其对于炎症性肠

病、习惯性便秘等慢性病，常从肾论治，注重培元

固本，脾肾兼补，常用的中药有仙茅、淫羊藿、肉

苁蓉等，温肾壮阳，扶正固本。

3 结语

杨巍教授认为，治疗肛门直肠疾病，应着眼整

体，以人为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根治疾

病。所以在辨证时应当重视四诊合参，做到“辨病

与辨证相结合”、全身的“宏观辨证”与肛肠局部的

“微观辨证”相结合，不能仅管窥肛肠局部表现。

“魄门亦为五脏使”既是对肛门固泄这一生理过

程的描述，也是对其调控机制的深层概括。肛门的

合理正常启闭是人体的脏腑内在机能良好的体现。

学习探究其深层内涵，不仅可用于指导肛门固泄异

常的治疗，对于各脏腑的疑难杂症也具有指导意

义，正如《素问·标本病传论》所云：“小大不利，

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

［参考文献］
[1] 朱超．“魄门亦为五脏使，谷气不得久藏”探微[J]．河南中医，

2012，32（8）：1095．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52．

[3] 杨丹．上古汉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亦”的使用与发展[J]．殷都

学刊，2019，40（1）：104-111．
[4] 刘瑞明．《汉语大词典》“为”字释义评议[J]．宁夏师范学院学

报，1995（1）：57-62．
[5] 蔡华珠，刘启鸿，黄娟．“魄门亦为五脏使”的内涵及运用浅

析[J]．光明中医，2019，34（9）：1326-1328．
[6] 王洪图．王洪图内经讲稿[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110．
[7] 李琳．“魄门亦为五脏使”理论在心系疾病的应用[J]．中西医结

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6，14（7）：778-779．
[8] 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44，49，50，55，59．
[9] 黄书婷，杨传华．浅析《黄帝内经》所述之“魄”[J]．山东中医

药大学学报，2015，39（2）：152-153．
[10] 马一凤，贺平，刘洋，等．“魄门亦为五脏使”理论的临床应用

简评[J]．黑龙江中医药，2015，44（6）：4-6．
[11] 羊琪琪，裴艳妮，彭云花，等．杨巍运用培源滑润法治疗便秘经

验采撷[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4（6）：560-563．
[12] 钟盛兰，陆宏，瞿胤，等．杨巍教授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临证

经验探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9，16（35）：163-166．
[13] 殷克敬．《内经》归来——论述经络别通[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杂志，2012，18（12）：1295-1297．
[14] 姜惠中，杨兵，李高，等．基于“肝与大肠相通”理论的结直肠

癌肝转移的中医发病机制探讨[J]．时珍国医国药，2021，32（4）：

925-927．
[15] 范薇，杨剑，夏丽娜，等．基于“魄门亦为五脏使”探讨五脏气

机升降与魄门的关系[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8（1）：

106-108．
[16] 彭云花，唐诚，陈天，等．实证肠炎方联合美沙拉嗪治疗中重度

大肠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临床观察[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45（3）：260-264，269．
[17] 唐诚，吴闯，彭云花，等．实炎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分

析[J]．吉林中医药，2021，41（1）：54-57．
[18] 杨佳佳，杨巍，汪庆明，等．实秘方治疗便秘（气秘）的临床疗效

观察[J]．上海中医药杂志，2020，54（增刊1）：78-80．
（责任编辑：刘淑婷）

··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