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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卷 论　语　摘

一 、 解 剖 生 理

概论

大哉目之为体，乃先天 ，经络之空窍，肇始之元明

之精华，荣卫之膏液，故有金珠玉液之称，幽户神门之号

究其源，实阴阳蕴气之始，二五 凝精 。神哉空之际

窍，列分左右，妙合先 既备，神物 渐凝，天，大玄

精明其聚，普照无穷。

《审视瑶函 目为至宝论》

按：眼为上七窍之一，乃视觉器官。眼与整个机体紧密

相联，周身经络将脏腑的精气输送至眼，气血为生成和滋养

眼内组织（膏、液）的主要成分。当胚胎形成之时，眼即随

之形成。出生后，在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开始的同时，视

元明：产生视觉的本源。

二五：代指火、水。五运主五时的顺序由木运开始，按照五行相生

规律依次排列，即首运木运，二运火运，三运土运，四运金运，五运水运。在

这一顺序中， 二为火，五为水。

际：会合之地。

大玄：玄，奥妙。大玄在这里 引申为生命活动。

神物：产生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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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也就产生。视觉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于体内

水（阴精）、火（阳气）两种精华物质的结聚和相互作用的

结果。

，内大概目圆而长，外有坚壳数重，中有清脆 包黑

稠神膏一函，膏外则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则皆血，血

以滋水。

五《证治准绳 轮》

按：本条论述眼的解剖和生理，建 水 膏”立了“血

模式。古人对眼解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正常眼及外伤眼

的外部观察。因此，“血 水 膏”模式虽有一定的解剖学

基础，但与眼的结构不尽相同，主要用以说明眼内支撑和营

养物质的层次，突出血在眼内的重要地位。血是产生视觉的

重要物质基础，眼内各层次组织受血的滋养后，共同完成产

生视觉的功能。血在眼内进行功能的转换，才能适应视觉这

水 膏”模式中，血在最外层一特殊功能的需要。“血 ，

其内为神水，血水比邻，血中的营养物质渗透到神水之中，

滋养神水，使神水具备血的濡养之性，而滋养神膏，保护瞳

神，即所谓“血养水，水养膏，膏护瞳神”（《证治准绳 五

轮》），从而保证瞳神“烛照鉴视，空阔无穷”功能的

发挥。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精 之

清脆：指风轮

精：指视觉功能。

精：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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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为黑眼，为眼，骨 之精为瞳子，筋窠 之血

， 气其窠 之精为白眼精为络 ，肌肉 之精为约

束 ，裹撷 筋骨血 ，上属于脑，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

后出于项中。

大惑《灵枢 论》

按：本条具体体现了中医学说的整体观念，将眼的视觉

形成，归纳为五脏六腑之精微物质上供的结果。根据五脏与

五行的配伍规律，将眼的五个部分与五脏相配，这种分配法

为后世的五轮学说奠定了基础。

大抵目窍于肝，生于肾，用于心，润于肺，藏于脾。

目为至宝论》《审视瑶函

按：上条根据五脏与五行的相配规律，将眼的五个部分

分属于五脏。本条则根据五脏的生理特点，论述各自对眼所

起之作用。肝开窍于目，肝藏血，丰富的血供是视觉产生的

基础。眼起源于先天之精，精藏于肾，眼即为肾所生。眼的

视觉功能是神的活动之一，心主神明而支配之。肺主宣发，

输布津液于周身，眼得津液而滋润。上、下睑为脾所主，其

功能主乎启合，包藏并保护眼球。

窠：窠穴，引申为汇集

骨、筋、血、气、肌肉：分别为肾、肝、心、肺、脾的代词

络：指内、外眦部结膜血管及泪阜。

其窠： 《甲乙经》卷十二第四无此二字，当从。

约束：开合功能，此特指上、下睑。

裹撷：裹，包缠。撷 鞋），用衣襟兜东西。裹撷即包裹网罗之

意，代指上、下睑肌肉。

系：目系，即眼球联系脑的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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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者， 魄 之所常营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

也，神气之所生也。

《灵枢 大惑论》

按：本条进一步阐述了眼与全身的密切关系。周身的血

脉流经于目（诸脉者，皆属于目），运行在血脉中的营气和

行走在血脉外的卫气，同时经过眼部，并作为寓居之处，以

维持眼的正常功能。魂舍于血，随血液的流动，到达并活动

于眼。精是构成眼的最基本物质，魄附于精，并精而入于

眼。因此，眼的视觉功能，得到了神气的生养。

于阴，白眼赤 法是故瞳子黑眼法 脉 于阳也，

故阴阳合传 而精明也。

《灵枢 大惑论》

按：本条运用阴阳学说来阐明眼之解剖与生理。从眼的

各部色泽分析，黑睛（包括角膜、虹膜）色青、瞳子色黑属

阴；白睛色白、络色赤属阳。从脏腑所属分析，黑睛、瞳子

为肝肾之精气所注，二脏居于体之下部皆属阴；白睛、络为

心肺之精气所注，二脏居于体之上部皆属阳。由于阴阳二气

的聚结和相互作用，而产生了视觉 精明。在视觉产生的

这一复杂过程中，主要由于阳气的蒸腾，但阳气的蒸腾必须

以阴精为基础。眼之所以远近发用，各得其宜，正是由于阴

〔 魂：精神活动之一，随神而往来。

魄：精神活动之一，产生本能的感觉和动作。

营：寓居。

法：按理属。

赤脉：指血络

传 团）：“抟”的通假字，聚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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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合抟的结果。眼之视远功能来自阳气的发越，而视近功能

则是由于阴精的凝静。阳气发越，有阴精镇守而不散；阴精

凝静，有阳气布散而能视。

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

窍 上走于目而为睛，其精阳气

《灵枢 邪气藏府病形》

按：十二经脉皆直接或间接与眼发生联系。足三阳经起

于眼或眼周围，手三阳经止于眼或眼周围，足厥阴经、手少

阴经行经于眼，其余各经由于脏腑表里相通，经脉相互会络

而间接与眼相贯通。经络将脏腑的阴精、阳气输送于眼，由

于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视觉功能。在眼与脏腑的关系中，

经络起着联系通道的作用。

诸脉者，皆属 于目。

《 五藏生成论》素问

按：在眼的 水“血 膏”模式中，血为基础，眼的丰

富血供来自全身血脉的输送。脉，亦指经脉。五脏六腑之精

气所以能上注于目，系经脉为之贯通。在藏象学说中，血脉

为心所主，本条之义，非言目主脉，而是强调血脉和经脉对

眼的联络作用。

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

《灵枢 五癃津液别》

空窍：指上七窍。

精阳气：阴精、阳气。《类经》注为“阳气之精华”；亦有人认为是

“清阳气”

睛：《太素》作精，合乎文理精即精明，指视觉功能

。
属：归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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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五脏六腑之津液系五脏六腑之精气所化生，既然五

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五脏六腑之津液亦渗注于目，构成

眼内各种液体，如神水、神膏、泪液等，对眼球起支撑、润

泽、营养和抵御外邪侵袭等作用。

脉之所聚也，上目者，宗 液之道也。

《 口问》灵枢

按：眼是众多经脉汇聚之处，五脏六腑之津液通过经脉

的输送而渗注于眼，其中肝之液为泪，流出眼外，故眼为人

体上部水液外泄的途径之一。

目与肝

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

金《素问 匮真言论》

按：本条根据五行学说理论，应用取类比象方法，将人

体五脏与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黄、

白、黑）、五官（目、舌、口、鼻、耳）等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其中肝与东方、青色、目相配，肝开窍于目，为中医眼

科的主要理论之一，无论在阐述眼的生理、病理或指导临床

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内经》中另有目为心窍之说。《素问 解精微论》载：

“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按照藏象学说的观

点，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故五脏之精气为心所

统辖和支配。心之与眼有两个重要的联系。其一，心主血

脉，身之血受心气之推动而注于眼。其二，心主神明，主宰

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同时也支配了眼的视物和辨色

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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