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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曾在香港中醫雜誌曾發表一篇質疑李中梓的「腎為先天之本」學說的文章，既已破舊就嘗試立

新。本次研究結合古籍文獻與現代胚胎學，發現心臟是胎兒最早發育形成的內臟，繼而發展血液循環系統，

接收母體經臍靜脈提供的營養，讓胎兒健康成長，心臟的生成及發育均早於腎臟，故可推斷腎非先天之本，

心才是先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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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自在香港中醫雜誌第十五卷第三期發表《腎為先天之本》的論文，其結論是否定了李中梓的「腎為先天之

本」學說，不少同道先進或中醫學生追問腎非先天之本，是否有其他臟腑為先天之本？故嘗試以本研究來解答

此問題。  

我國醫學古籍找不到腎為先天之本的依據，是否就沒先天之本的內臟或器官呢?翻查醫籍如：《黃帝內經》、

《難經》中，均無記載的任何臟腑為先天之本的，但我們在上次腎為先天之本的研究中，發現了「生之本心也」

的論述，詳見《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為陽中之太陽，

通於夏氣。」[1]故本文嘗試以分析心是否可以作為先天之本為切入點。 

有關心字早在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已經有記載，如《殷虛文字乙編》第738號卜辭：「貞有疾（心） 唯有

跎。」這個心字寫作，跟我們後來常用的「心」字有些差異，據嚴健文研究所得，「這是尸體仰卧體位，開胸

後所見於胸腔中心臟部位。」[2]殷商後期，心臟解剖時，注意到心臟內腔的結構，故後來甲骨文的「心」，加

上了內瓣腔，衍變成現在的「心」字的雛形。這表示先賢對心臟解剖形態及生理功能，已經有所認識，故有《史

記‧殷本紀》記載：「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醫古籍中，《黃帝內經》

卻沒有記載心的生理及解剖，而《難經‧四十二難》將心則描述為：「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

主藏神。」[3]明代張景岳著作《類經‧經絡類》提到：「心當五椎之下，其系有五，上系連肺，肺下繫心，心下

三系連脾肝腎，故心通五臟之氣而為之主也」。  

我們討論什麼臟腑是先天之本前，首先，釐清什麼是「先天」？「先天」與「後天」對應，「先天」應該

是指出生前或自出生即存在的，自身本有的，非自身本有的為「後天」。「先天」可指人或動物誕生前的胚胎

及孕育時期，也可指宇宙本體，萬物本源。 「先天」指人或動物誕生前的胚胎時期，如在《醫宗金鑑‧刪補名

醫方論卷一》參附湯‧治陰陽氣血暴脫等之證記載：「先身而生，謂之先天；後身而生，謂之後天。……先天之

氣為氣之體，體主靜，故子在胞中，賴母息以養生氣，則神藏而機靜；後天之氣為氣之用，用主動，故育形之

後，資水穀以奉生身，則神發而運動。」[4] 

 

2 胚胎學證實最先生成心臟 

從現代醫學研究胚胎發育中，發現心臟是脊椎動物胚胎中的第一個功能性器官，在人類中，心臟在胚胎發

育的第四周就能自發地跳動[5]。人類在胚胎第三周時，生心區的中胚層內出現圍心腔，在圍心腔的腹側中胚層

會逐漸形成縱向並排且中空的心管。在胚胎發育第五周初，心臟外形基本完成，但內部分膈是在第五周末才宣

告完成，永久性左、右心房胚胎發育在第七周形成 [6]，此時血液循環系統可基本運作，所以，人類的胚



胎最先發育生成的是心臟及血液循環系統。  

又依據田合祿研究所得:「在胚胎發育時，心臟及血液循環系統是最先成形的。一般在懷孕七周左右，就可

以用B型超聲設備看到胎兒心跳；懷孕十二周左右，使用多普勒胎心儀可檢測到胎兒心跳；妊娠18~20周可用聽

筒經孕婦腹壁聽到胎心音。可知胎兒最早生成心臟，而不是腎。胎兒期只有血液單循環，屬於體循環，沒有心

肺小循環，不與外界接觸。胎兒依靠母親血液供給生命營養物質，從臍靜脈進入心臟，然後輸送到全身。 

從生理角度來說，胎兒的成長及生命決定於母血的供養。所以在胎兒時期，首先是心、血液循環系統供給

全身營養，心臟起主導作用，是胎兒先天之本，即父母遺傳有形生命體存活之本，故稱心為君主之官，為生之

本。沒有這個生命之本，就沒有個體人。」[7]從胚胎發育生成時序，發現心臟是在母體內最先生成及運作的器

官，故應考慮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本。 

 

3 心主宰生命之本 

田合祿在其著作《內經真原》提出：「《素問‧靈蘭秘典論》講五臟之中的君主心和宰相肺最重要，並將它

們置於皇城——胸肋之中保護起來。可是現在的主流觀點卻遵從明代李中梓《醫宗必讀》的觀點，認為腎脾最

重要，謂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筆者從發生學角度研究胎兒和出生後的嬰兒、成人人體生理差異，發

現人體真正的生理三本，先天之本不是腎而是心，後天之本非脾一個，還有一個肺，肺比脾更重要。從現代醫

學得知，呼吸系統、循環系統和消化系統是人體中重要的三大系統，對維持人體內環境的穩定有很重要的作用。

肺主呼吸，不斷從外界攝取清氣，同時不斷地排出體內廢氣；心主血脈，通過心的推動作用，將富含營養的動

脈血液輸送到全身各部，並將靜脈血回輸心臟；脾主飲食，攝取人體需要的營養物質。一日呼吸、血液循環和

營養攝取停止，生命活動就隨即終止。可以說，呼吸、血液循環和水穀營養是維持人體生命的基礎，直接關係

着人體生命的延續與身體的健康狀況。特別是呼吸和水穀的攝入功能更為重要。」[8] 

人的生命由父母而來，更與母體的天癸有密切關係，天癸者月經也，《內經素問‧評熱病論》曰：「月事不

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9]可知月經與心肺

有直接關係。《內經靈樞‧邪客》曰：「心者，五臟六肺之大主也。」[10]「心為五臟六肺形體之主宰，即心主形

體。心主形體，形體來源於父母精卵合子，精卵合子是人體生命之本。用現代科學的話說精卵合子的根本是DNA，

這就是人的先天命門，稱之為心命門，主十二官之安危。」[11] 

 

4 結論：心為先天之本 

明代李中梓提出是腎為先天之本一說被推翻後，正如前文所述醫古籍沒有明確記載先天之本的相關文獻，

但我們嘗試尋找出真正先天之本，如以胚胎發育落墨，近人田合祿提出三本學說及先天命門，以心有先天之本，

正可糾正舊說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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