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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西星医学思想：道医融合的智慧与贡献

李　涵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陆西星的医学思想在道学与医学融合背景下独具特色。陆西星在九试不中后弃儒学道，成为内丹东派之祖。其医

学思想强调性命双修、三教融合，著作如《三藏真诠》等为医学作出贡献。其文学作品《封神演义》也涉及医药题材。陆

西星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性命双修理念及精、气、神内涵与医学的关系，对传统医学理论有丰富作用，对后世医学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未来可从与其他医学流派互动、结合现代科技、养生保健应用及文化传

承等方面深入研究。

关键词：陆西星；医学思想；性命双修；精、气、神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陆西星的医学思想深内丹理论的影响。在其著作《三

藏真诠》有华青囊仙师的有关医药学语录；《无上玉皇心印

妙经测疏》阐发了精、气、神的内涵以及三者相依相济关系；

《玄肤论》把炼神即自我心灵的净化看成是丹功的前提，炼

神分为澄神、养神、凝神三个层次。这些著作不仅成为道家

经典，也为医学作出了贡献。

陆西星的医学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所著

的我国第一部长篇神怪幻想小说《封神演义》多处涉及与医

药有关的题材。如对心的解剖特点和功能的正确表述，对先

天禀赋决定体质强弱的阐述，以及对柴胡、升麻等中药治疗

疾病的描写，可见其饱读中医及丰富阅历。陆西星身体力行

其医学思想，享年 86 岁，在古代属长寿之星。他的医学思

想在道学与医学相互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独特的价值

和意义。

1.2 研究目的

陆西星的医学思想在传统医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贡

献。他将道教内丹理论与医学紧密结合，为传统医学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陆西星强调性命双修，将三教思想相融合，这一理念

在医学上体现为身心并重的治疗观念。他认为，人的身体和

精神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只有同时注重身体的调养和

精神的修炼，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这种思想与传统医

学中“形神合一”的观念相契合，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

生、发展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在具体的医学实践中，陆西星的著作如《三藏真诠》《无

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和《玄肤论》等，为医学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指导。其中，对精、气、神内涵及三者关系的阐发，

为中医的养生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精、气、神是

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和动力，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通过调养精、气、神，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和治疗

疾病。

此外，陆西星的文学作品《封神演义》中涉及的医药

题材，也反映了他对医学的深刻理解和丰富阅历。这些描写

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为后人了解古代医学提供了

珍贵的资料。

总之，深入剖析陆西星的医学思想，可以揭示其在传

统医学中的独特价值和贡献，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有益

的启示。

2. 陆西星生平及思想渊源

2.1 陆西星生平概述

陆西星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于 1520 年，自幼

聪颖，才华横溢，工诗文，擅书画。在早年，陆西星致力于

追求功名，事举子业。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尽管他

才华出众，却在科举之路上历经坎坷，九次参加乡试皆不中。

2.1.1 早年求功名

陆西星自小就被里人视为神童，家庭贫寒的他立志通

过考取功名来改善生活、照顾母亲。12 岁入县学，18 岁成

为秀才后便踏上科举乡试之途。但此后多年，九试不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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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灰意冷，把书篮抛进秦淮河，感慨自己“生无食肉相，居

官何足云”。

2.1.2 入道后的发展

九试不中后，陆西星开始探索新的人生道路。仿效吕

洞宾，不顾家人反对，弃儒学道，戴起黄冠，自称道人。嘉

靖二十六年，他声称遇到吕洞宾降临其北海草堂，亲授丹诀。

此后，陆西星潜心修道，创立了内丹东派。他著书立说，阐

发内丹之旨。其著作有《方壶外史》《南华真经副墨》《楞

严经述旨》等。《方壶外史》集十余种丹法论著和道经注释，

《南华真经副墨》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庄子》。陆西星认为

自己深得吕洞宾真传，在书中力斥三峰采战之术为邪法，将

大元之道与之分开。他强调“性命双修”，主张“真火无候，

大药无斤”，强调内炼之道要顺乎自然。

2.2 思想渊源分析

陆西星的医学思想融合了道家、儒家及佛教思想，呈

现出独特的内涵和价值。

2.2.1 道家内丹思想影响

道家内丹双修理论为陆西星医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陆西星认为，宇宙的本源即阴阳和合之气，人也由阴阳之气

构成。通过修炼使身中之气调和，以与宇宙本体相符，这是

道教内外丹功法的基本原理。在医学思想中，他强调人体的

健康与精气神的协调息息相关。

2.2.2 三教融合的体现

陆西星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儒释道思想在其医学思想中

的融合。在《金丹就正篇·自序》中，他提到“嘉靖丁未，

偶以因缘遭际，得遇法祖吕公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2]，

并在后续的修行和著述中，将吕洞宾所授的丹诀与儒释道思

想相结合。例如，在《玄肤论》中，他把炼神即自我心灵的

净化看成是丹功的前提，炼神分为澄神、养神、凝神三个层

次，这其中既有道家的修炼方法，又有儒家的道德修养和佛

教的心灵净化要求。[3] 通过这些著作，陆西星将儒释道三教

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医学思想体系。

3. 陆西星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3.1 性命双修理念

性命双修是陆西星医学思想的核心，他提出“性命双修，

此本成仙为圣之大旨”，这一理念在医学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3.1.1 修性与心灵净化

炼神即自我心灵净化在丹功及医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

地位。陆西星在《玄肤论》中把炼神分为澄神、养神、凝神

三个层次。澄神之要，莫先于遣欲。心灵的净化不仅有助于

修炼内丹，在医学上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调节人的情绪，

减少烦恼妄想，避免忧苦身心，从而维护身心健康。现代医

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心理

状态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

3.1.2 修命与身体调养

陆西星认为通过内丹修炼可以实现身体的调养与健康。

他强调“真火无候，大药无斤”，内炼之道要顺乎自然，勿

忘勿助。在金丹命功方面，主张不必拘泥于繁琐法度。他认

为人体由阴阳之气构成，通过修炼使身中之气调和，以与宇

宙本体相符。通过调节人体内部的阴阳之气，实现身体的调

养。同时，他还重视精、气、神的修炼。精能化气，气能化

神，神反转过来也可转化为精气。保持心理平衡，精神恬愉，

可使精气旺盛，精足则身强体健，精力充沛。

3.2 精、气、神内涵与医学关系

陆西星在其著作中对精、气、神的内涵有着深刻的阐释，

并且将其与医学紧密联系起来。

3.2.1 精、气、神对身体的作用

在陆西星的医学思想中，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

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精、气、神三者相互依存，共同维持人

体的健康。精是身体的根本，为生命提供物质基础；气是生

命的能量，推动人体的生理活动；神是生命的主宰，调控人

体的心理状态。三者协调统一，人体才能保持健康状态。

3.2.2 医学实践中的运用

在陆西星所著的《封神演义》中，多处涉及与医药有

关的题材，体现了精、气、神在医学实践中的运用。例如，

书中对心的解剖特点和功能的描写，如“心者一身之主，隐

于肺内，坐六叶两耳之中，百恶无侵，一侵即死。心正，手

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心乃万物之灵苗，四象变化之

根本。”这里体现了神对身体的主宰作用，心主神明，神正

则身体各部位正常运转。

总之，陆西星的医学思想中，精、气、神的内涵丰富，

与医学紧密相关。在医学实践中，通过调养精、气、神，可

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和治疗疾病，为传统医学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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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西星医学思想的贡献

4.1 对传统医学理论的丰富

4.1.1 阴阳理论的深化

陆西星对阴阳理论有着独特的见解，并将其广泛应用于

医学之中。他认为宇宙的本源即阴阳和合之气，人也由阴阳

之气构成。在医学思想中，强调人体的健康与精气神的协调

息息相关，而精气神的协调又与阴阳之气的平衡紧密相连。

当人体阴阳失衡时，就会出现各种疾病症状。陆西星

的阴阳理论为中医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调整人

体的阴阳平衡，可以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

在具体的医学实践中，进行辨证论治。对于阴虚的患者，

可以采用滋阴的方法来补充体内的阴液；对于阳虚的患者，

则可以采用温阳的方法来增强体内的阳气。通过调整阴阳，

使人体恢复到平衡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

4.1.2 五行与人体健康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人体的肝、心、

脾、肺、肾。陆西星认为，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维持着人体

的动态平衡。

陆西星的五行学说对人体健康的指导意义在于，通过

观察人体五行的状况，可以判断人体的健康状况。如果五行

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失调，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症状。因此，

在医学实践中，可以根据五行学说进行辨证论治，调整人体

的五行平衡，以达到治疗疾病、保持健康的目的。陆西星的

阴阳理论和五行学说为中医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4.2 对后世医学发展的影响

陆西星的医学思想不仅在地方医学流派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记，也为医学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4.2.1 对兴化医派的影响

在兴化地区，陆西星的医学思想对当地医派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陆西星其著作和医学理念影响了众多

兴化医家。

陆西星创立了中国道教内丹东派，在道教养生方面成

就斐然。他的《三藏真诠》《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玄

肤论》等著作中蕴含的医药学思想，为兴化医派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资源。这种理念在兴化医派的医学实践中得到了传承

和发展。

陆西星的文学作品《封神演义》中涉及的医药题材，

也为兴化医派提供了丰富的医学素材。书中对心的解剖特点

和功能的正确表述，对先天禀赋决定体质强弱的阐述，以及

对柴胡、升麻等中药治疗疾病的描写，都为兴化医家的临床

实践提供了参考。

4.2.2 对医学传承的启示

陆西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方式为医学传承提供了

重要的启示。他认为自己深得吕洞宾真传，故著书立说，阐

发内丹之旨。他的著作涵盖了道教内丹理论、医学思想、文

学作品等多个领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总结

陆西星的医学思想在两宋、元明道教房中术及内丹双

修理论的背景下，融合道家、儒家及佛教思想，呈现出独特

的内涵和价值。

陆西星医学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理论的

丰富。一方面，深化阴阳理论，认为宇宙和人体皆由阴阳之

气构成，强调人体健康与精气神协调及阴阳平衡相关，为中

医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指导医生辨证论治。另一方面，

体现五行学说，将木、火、土、金、水对应人体肝、心、脾、

肺、肾，认为五行相生相克维持人体动态平衡，可据此判断

人体健康状况并进行辨证论治。

总之，陆西星的医学思想在传统医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和价值，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5.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首先，可以深入挖掘陆西星医学思想与其他地区医学

流派的互动关系。例如，可以对比研究与陆西星同时期或相

近时期的其他地区医家著作，寻找可能存在的相似理念或相

互影响的线索。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陆西星

医学思想在整个传统医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陆西星医学思想中的精、气、

神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陆西星强调的精、气、神相互依存以

及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可以借助现代神经科学、心理学、

免疫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

再者，进一步研究陆西星医学思想在养生保健领域的

应用。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传统的养生保

健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陆西星的性命双修理念以及对阴

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的阐述，为养生保健提供了丰富的

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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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陆西星医学思想的

传播与发展。陆西星的著作涵盖了道教内丹理论、医学思想

和文学作品等多个领域，这些作品不仅是医学知识的载体，

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对陆西星著作的版

本流传、翻译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了解其医学思想在不同历

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情况，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提供借鉴。

总之，未来对陆西星医学思想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

和潜力。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深入探索，可以更好地发

掘其医学思想的价值，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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