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積陰為地、濁陰為地○- ○- ○-  

神明()之府 
（陰陽調和）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故積陽為天，

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

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

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嗔脹，此陰陽反作，病

之逆從也。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

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

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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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中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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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

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

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

上竅。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

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

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

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泄為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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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

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

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勝則動，熱

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天有四時五行，

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

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

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

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

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咳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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