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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脾胃生》

前言

　　《病从脾胃生》是李东垣《脾胃论》的现代解读本。　　李东垣（1180-1251年），名果，字明之
，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习称李东垣，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李东垣少读四书五经，博闻强记，
通《春秋》、《书》、《易》等。二十多岁时其母王氏患病，李东垣请来许多医生为其诊治，然而非
但医治无效，就连所患何病也不知道。李东垣自伤不知医术而失去亲人，于是捐出千金跟随易州张元
素学习医学，尽得其学，其后经历众多兵祸、流行病等的磨炼和考验，终成“金元四大家”中之一大
家，开创了“补土”派这一著名的中医流派。　　李东垣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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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脾胃生》

内容概要

《病从脾胃生》讲述了：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正常地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
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因此而各司其职；清升、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
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祛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
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膊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病中或病后调养，都须以扶胃气为根本。这就
是为什么医家治病效果的好坏。均看施治后食量的变化情况。如果开始进食，或食量增加，就说明离
病愈不远了。这即是所谓的“胃气生。则万病消”。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
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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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脾胃生》

章节摘录

　　卷上　　脾胃虚实传变论　　《素问·五脏别论》说：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五者，是禀
受天的阳气而生的，它们运化水谷，传化不已，像天一样运转不息，所以主泻而不藏。它们受纳五脏
产生的浊气，叫“传化之腑”。它们受纳水谷浊气却不能久藏，需要把其中的精华输送给五脏，把糟
粕排出体外。所谓五脏，其功能是藏精贮阴而不泻泄，保持阴精充满，而不收受水谷。所谓六腑，其
作用是要把食物消化、吸收、输泻出去，而不贮藏精气，虽然常常是充实的，却不像五脏那样一直呈
充满状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食物下咽以后，胃里虽实，肠中却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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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脾胃生》

编辑推荐

　　李果。号东垣老人。著名的金元四大医家之一，其“脾胃学说”对后世医家影响巨大。尤为温补
学派所承袭。胃弱则全身失养、体虚受病，全面解读李东垣《脾胃论》脾胃调理之道，脾胃是养生根
本。　　迄今为止，中医的精义和灵魂仍然只存在于传统中。中医不只重视养疗之方、调治之法，中
医更重视对身体的全息理解，更在乎对“自然”的亲近。中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哲学态度。更
是一种日常行为。中医甚至认为。即使疾病也具有某种健康倾向。　　回归到真正的中医世界。首先
应从中医名典的阅读开始。　　脾胃调理国医第一书《脾胃论》中的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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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易读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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