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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阐发目命门的由来、内涵和临床意义。[方法]应用人体发生认识论

的方法，基于《内经》对人体生命双结构和心肺脾三本的理论基础来揭示目命

门的实质。[结果]“形与神俱”是人体生命存活的唯一条件，“形”来源于父

母精卵合子，精卵合子的 DNA 细胞为先天心命门；“神”来源于天地之气味，

生神的肠胃黄庭为后天命门；“神舍于心”则先后天命门合一于目，叫目命

门。[结论]人体有先天命门和后天命门之分，先天心命门为精卵合子的 DNA 细

胞，后天命门为来源于天地之气味化生为神的肠胃黄庭，二者合一于目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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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命门说，就像三焦说一样是千古疑案，至今没有定论。自从笔者提出

人体生命双结构和心、肺、脾三本观念[1-2]之后，命门的实质也就迎刃而解了，

《黄帝内经》目命门说是对的，目命门说三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

离合论》说：“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灵枢·根结》说：“太阳根

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卫气》说：“足太阳之本，在

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

1 先后天命门

笔者在 2007 出版的《医易生命科学》一书中首次公布了人体生命双结构的

研究成果[1]，在此基础上于 2013 年在《中医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笔者的心

肺脾三本的观点[2]，这两大学术观点是笔者今天揭开命门实质的依据和理论基

础。

父母遗传精卵合子在母血养育下发展为胎儿形体，可知父母遗传的精卵合



子是人体生命存活的根本物质，精卵合子分裂为体细胞逐渐发育成了脏腑形

体。由此可知，精卵细胞就是人体生命的先天命门根子，称为先天命门。先天

命门是受精卵，受精卵含有父母遗传给的先天元精、元气、元阳、元阴，但那

不是个体人肾中的元精、元气、元阳、元阴。精卵合子在母血的滋养下，由精

卵合子发育成体细胞、各种组织、脏腑器官等，这种分裂发育数之可十，推之

可百、可千、可万，但其基础不变，高度统一在精卵合子 DNA 基因下，所以每

个细胞都是同源于精卵合子的 DNA 下，都是全息的，都可以克隆复制，甚至可

以再生。形质命门 DNA 结构示意图见图 1。由精卵合子生成的人体脏腑形器命

门都含有先天父母元精、元气，故脏腑都是“生化之宇”，有“生化”作用，

其规律叫天数、天命，有生化周期，以生长壮老死。

图 1 形质命门 DNA 结构示意图

众所周知，精卵合子是在母血供给胎儿心脉输布滋养下长大成形体的，所

以心为先天之本主形体，先天命门就是心命门，位于皇城膻中，道家称为中丹

田，佛家称为心轮。因为心主形体，故云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心所主形体既是中医的命根子，也是西医的命根子，形体解剖是中西医的

共有财产。不过西医对解剖发挥的更加淋漓至尽，抓住精卵合子 DNA 基因继续

做更大更深的科学研究。而中医则用道生、太极说发挥其全息、复制克隆理

论。如《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出土马王堆甲本作“中”）气以为和。”《系辞传》说：“易有太

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形体解剖方面西医比中医研究

的更为深入，而主形体的心命门却是中医西医沟通的切入点。

胎儿出生剪断脐带的瞬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切断了由脐带母血

的供养，打开肺门鼻和脾门口，开始自主摄入天地之气味而获得营养，所以

肺、脾为后天之本。胎儿和婴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胎儿是母体的一个附件，

是被动接受母亲输送给的营养，婴儿是一个个体人，是主动有口鼻摄入营养。

从婴儿开始，后天肺、脾二本摄入的营养开始滋养先天形体了。天地之气遗传

给人的是另一个生命体，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地之气是如何生成这个生命体的呢？《素问·六节

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

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



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经文说得很明白，是肺天脾地摄入气味生成的，这个

生命体叫“神”，在肠胃中形成，位于宫殿神阙之中，《黄帝内经》称为“神

机”处，《灵枢·天年》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问·移精变气

论》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所以这是后天命门，《道德经》称为“谷

神”、“冲气”、“玄牝之门”，《黄庭经》称为“黄庭、丹田”，佛家称为

“脐轮、腹轮”，《难经》称为“肾间动气”，现代称为“腹脑”，笔者称为

神命门。黄庭神命门示意图见图 2。

图 2 黄庭神命门

神命门是中医所独有，西医缺之。中医的气本原说只适合用于神命门说

中，不适合用于心命门中。

心主形为先天命门，称之为先天心命门。黄庭丹田为后天命门，称之为神

命门。所以《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人体生命存活的唯一条件是“形与神

俱”，先天心命门和后天神命门合一存在是人体生命存活的必要条件。如《素

问·上古天真论》说：“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灵

枢·天年》说：“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形骸即形

体，没有了“神气”，只有“形骸”就是尸体。先天“形骸”得不到后天“神

气”的滋养，就会死亡。为什么“神气皆去”呢？《素问·汤液醪醴论》说：

“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因

为“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损伤了营卫血气，故而“神去”。救治的方

法，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神”生于五气、五味所生之“精气”，即营卫气血，所以还得从这里调治。

因为是后天滋养先天，所以中医重视后天神命门天地之气，西医重视形质

心命门。

2 目命门实质

《灵枢·天年》说：“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

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

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经文告诉我们，要想活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活

人，就得先天命门和后天命门合一，即是“神气舍心”，后天命门的“神”合

于先天命门“心”，从而达到“形与神俱”的存活条件。

《素问·解精微论》说：“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

《灵枢·大惑论》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裹撷筋、

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



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灵

枢·口问》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灵

枢·经脉》：“心手少阴之脉……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灵

枢·邪气脏腑病形》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

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经文说的明明白白，心主目，心主神，目为

神之门户。所以先后天命门合一彰显于目，这就是《黄帝内经》命名目命门的

道理。

目系入脑，目为命门之门，有门必有室，则脑为命门之室矣。故《素

问·脉要精微论》说头为精明之府，谓，“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

矣”；又说：“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

黑。如是则精衰矣。”

《灵枢·卫气行》说：“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

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趾之端。”可见命门以阳气为主，昼行于阳经，夜行

于阴经，平旦复合于目。命门之门必有开合，其开合表现于目，其开启钥匙是

卫阳之气，开启时间是平旦日出时。

3 后世命门说

自从《黄帝内经》提出目命门说之后，后世医家多有不同见解，仁智互

见，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是因为他们没有读懂《黄帝内经》有先天后天命门

之不同，及其合于目命门矣。

3.1 心包络命门说 心为先天命门。《灵枢·邪客》说：“少阴，心脉也。心

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

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

者，心主之脉也。”所以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说，“心与包络者，君火、

相火也”，“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

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凡心包络之脉，出于心中，以代心君之行事也。

与少阳为表里”，“少阴为火，君主无为，不行其令，相火代之。兼心包络之

脉，出心系，分为三道。少阳相火之体无形，其用在其中矣”，“心主血，血

主脉，二者受邪，病皆在脉。脉者，血之府也。脉者，人之神也。心不主令，

包络代之。故曰：心之脉主属心系。心系者，包络命门之脉也。”李氏从生理

上分析了心与心包络的关系，因为心包络代君行事，故将先天心命门称为心包

络命门。心命门，即包络命门，故《脾胃论·脾胃胜衰论》说：“手厥阴为十

二经之领袖，主生化之源。”《医学发明·病有逆从》说：“厥阴心包乃包

络，十二经之总也。”突出了心包络命门为十二经之本源，其根源在于心包络

是相火。

心包络主血脉，血生精为男子之精和女子之卵而藏于肾，故李东垣在《东

垣试效方·妇人门·带下论》说：“夫手、足厥阴者，生化之源也。足厥阴主

肝木，肝藏血；手厥阴命门、包络相火，男子藏精施化，妇人系胞有孕，生化

虽异，受病则同。”《兰室秘藏·小儿门·斑疹论》中说：“夫胞者，一名赤

宫，一名丹田，一名命门，主男子藏精施化，妇人系胞有孕，俱为生化之源，

非五行也，非水亦非火，此天地之异名也，象坤土之生万物也。”心包络代君

行事主脉而养育形体，可知此乃先天心命门说之发挥。《素问·评热病论》

说：“包脉者属心而络于包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

也。”因为心包络主脉，所以“包脉者属心”即属于心包络。心包络所主之脉

络于子宫中，心包络所主之脉不通于子宫则月事不来矣。心包络所主脉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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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故云命门通于肾。

心包络的募穴在膻中，《灵枢·胀论》说：“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灵枢·海

论》说：“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所以李

东垣认为，“三焦元气为父之气散也，包络相从母也，并行而不相离，母之元

气也，故俱会于胸中。经云：膻中之分，父母居之，气之海也，如天地之尊，

不系五形”。《医学发明·三焦统论》说：“手少阳脉通于膻中。膻中者，臣

使之官，为气之海。”此言三焦与心包络相表里，父为阳，母为阴，即三焦主

阳元气、心包络主阴元气，此阴阳二元气会合于膻中气海，故乃以心包络命门

为主。

《兰室秘藏·妇人门》崩漏治验中说：“脾主滋荣周身者也；心主血，血

主脉，二者受邪，病皆在脉。脉者，血之府也。脉者，人之神也。心不主令，

包络代之，故曰心之脉主属心系。心系者，包络命门之脉。”就是说，血脉病

都属心包络命门病。《兰室秘藏·妇人门·经漏不止有三论》中曾三次提到

“命门”（升阳除湿汤、黄芪当归人参汤、升阳举经汤），均以“包络命门”

为主。从其云“少加生地黄去命门相火”知当为“包络命门相火”，即是心

火，因为生地黄是凉血补血的。从受精卵合子发育成体细胞，以及组织、脏腑

器官，都是心血的功劳，所以补这种元精、元气，朱丹溪用四物汤加炒黄柏、

龟板，《丹溪心法·发热》云：“四物汤加炒黄柏，是降火补阴之妙剂。”四

物汤补血，是补血以涵养心火，则心火不起。心主血脉，脉为血府，心之真阴

及心血，故补阴丸为四物汤加炒黄柏。

3.2 右肾命门说 《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

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

以系胞。”《难经·三十九难》说：“肾有两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

《难经》为什么提出“右肾命门”说呢？因为心包络脉诊在右手尺部。晋代王

叔和《脉经》将心包络和三焦脉诊定在右手尺部，就与《难经》右肾命门三焦

说柔和在了一起。《此事难知·表里所当汗下》记载李东垣“不传之秘”的脉

[3]是：“右手尺脉为命门”，“命门之脉诊在右手尺”。此法李东垣《脉诀指

掌·右手足六经脉》亦说右尺候“手少阳三焦脉和手厥阴脉”[4]。《脉诀指

掌》是李东垣的著作，《此事难知》是李东垣高徒王好古的著作，尽记其师李

东垣的“不传之秘”。两书均记载右手尺脉是诊候包络命门相火及三焦相火

的，故知所谓的右手尺脉命门说，不属于肾，而是属于心包络，只因从脉位说

两尺属肾，故有“右肾命门”说。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

八·三焦精腑辨证》说：“古人谓左肾为肾脏，其腑膀胱；右肾为命门，其腑

三焦。”金代刘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火类》中将《素问·刺

禁论》“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与《难经》“右肾命门”说和《脉经》右尺诊

心包络、三焦说揉合在一起，强调“右肾命门为小心，乃手厥阴相火包络之脏

也……，与手少阳三焦合为表里，神脉同出，现于右尺也。二经俱是相火，相

行君命，故曰命门耳。”将命门与相火联系起来，认为右肾命门属相火，为手

厥阴心包络经之脏，与手少阳三焦经相表里，其功用为“相行君命”，于是右

肾命门说得以确立。与刘河间同时代的张元素在《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

说：“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主三焦元气，……三焦为

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刘河间的手厥阴、

手少阳三焦相火命门说，为张元素和李东垣所传承，创建了“心包络命门”



说。从相代君行令的角度提出心包络命门说，以代心命门说。

3.3 肾命门说 心主血，心包络主脉，血生精，精藏于肾为精子、卵子，故明

代虞抟明确提出“两肾总号命门”之说，他在《医学正传·医学或问》说：

“夫两肾固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关，虽为水脏，而实有相火寓乎其中，象

水中之龙火，因其动而发也。愚意当以两肾总号为命门，其命门穴正象门中之

振闑，司开之象也。惟其静而阖，涵养乎一阴之真水；动而开，鼓舞乎龙雷之

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变也。若独指乎右肾为相火，以为三焦之配，尚恐立

言之未精也，未知识者以为何如? ”

现代医家多宗肾命门说。《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

藏之”，五脏六腑精满才能藏于肾，肾的虚实反映了五脏六腑的虚实。因为是

从上心肺生成的动脉血生成了精卵而藏于肾，正如《素问·评热病论》说月事

来源于在上的心肺，故《素问·上古天真论》称之为“天癸”。天癸是复制繁

衍后代的原始物质，虽然繁衍后代的功能属于肾，但不能说命门在肾及命门属

于肾，命门属于心和心包络。男女交媾必是先有心动，心命门启动，阴茎充血

勃起射精，故《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

精。” 所谓“两神相搏”，就是指男女交媾前的心神交会，然后才有射出的

精、卵“合而成形”，所以男女之精在身形之先。如果硬要说肾为命门，那是

繁衍下一代的命门，而不是个体人的命门，个体人只有心命门（心包络命门）

和神命门，并合一于目命门，单独精子或单独卵子没有生命，只有精卵合子生

成 DNA 后才有生命。所以精卵合子生成的 DNA 细胞可以复制克隆，但精子或卵

子不能复制克隆。

3.4 动气命门说 后世命门说，最多阐发的是后天黄庭“神命门说”。大家已

经知道，是后天神命门在滋养先天心命门，从个体人来说，养护后天神命门更

重要。这个“神命门”，《难经》称作“肾间动气”，从而形成了“动气命门

说”。

肠胃后天神命门虽然源于天地气味水谷，然必得少阳三焦相火之蒸腾才能

腐熟矣。所以五运六气标本中气理论以少阳三焦和太阴脾从本之火湿为六经之

本，并得到《黄庭经》的有力支持，《黄庭内景经·上有章》说：“上有魂灵

下关元，左为少阳右太阴”。可知后天神命门离不开少阳三焦相火，三焦相火

是命门的动力。

《难经·六十六难》提出“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的“动气”命门

说，《难经·三十六难》说是“原气之所系”，《难经·八难》说是“五脏六

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这个“动气”就是《道德

经》说的“冲气”，脏腑和十二经脉之海冲脉的动气。所谓“肾间”，指两肾

之间的肠胃黄庭、丹田，不在肾脏。《素问·脏气法时论》说此肠胃黄庭神命

门“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不足

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补之以味。”也以气味补精气。《难经》动气命门

说，有二大特点：一是说动气命门为无形；二是说动气命门为“五脏六腑之

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即人体营卫之气、脏腑之气、十

二经脉之气的本源。特别是提出肾间动气命门与三焦相火有关系，成为“神

机”的根本。

明代孙一奎继承了《难经》肾间动气命门说，在《医旨绪余》中说：“命

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明代张景岳据此

创立了水火命门说，赵献可据此创立了君主命门说，但赵献可君主命门说，不



是先天心命门，仍是后天黄庭神命门。

4 小结

笔者在人体生命双结构和心、肺、脾三本思想指导下，破解了《黄帝内

经》目命门说的实质内涵。后天命门之神舍于心，先天后天命门合一，表现于

目。目命门是由主先天形质的心命门和主后天营养的神命门合成的，开启目命

门之门的钥匙是卫阳之气——太阳，开启时间是每日的平旦，关闭时间是日

落，故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中医有三丹田之说，黄庭神命门为下丹

田，膻中心命门为中丹田，头脑目命门为上丹田。

后世医家将目命门分开言之，将先天心命门代之以心包络命门，将后天黄

庭神命门以动气命门、右肾命门代之。个体人肾命门说不成立，肾藏五脏六腑

之精的作用是繁衍后代，单独精或单独卵不能复制克隆，只有精卵合子的 DNA

细胞才能克隆。

命门是什么？命门就是生命体存活的本源，能够调控生命体的生、长、

壮、老、已。有先天形体心命门和后天神命门之分。

命门物质基础是什么？先天形体命门的物质基础是父母精卵合成的 DNA 细

胞，后天神命门的物质基础是天地水谷气味。

命门位置在哪里？命门有解剖位置，先天形体命门在 DNA 细胞，主于心，

穴在膻中。后天神命门在肠胃，主于肺脾，属黄庭、丹田、腹脑，穴在神阙、

关元、石门。目命门，穴在睛明。命门示意图见图 3。

图 3 命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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