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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五音疗法综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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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五音疗法属于音乐疗法的一种，本文对其五音疗法的由来、中医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并叙述了理论结合临床的应用原
则与途径，以求更好地达到治疗目的。且对近年来临床应用情况进行概述，总结了近年来五音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情况。结果表明中
医五音疗法作用重大，应该更好发掘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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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医通过五音调治身心自古以来就是养生治病的辅助

之法。近些年来，音乐治疗更是风靡于欧美，广泛应用于精
神病医院、老年疗养院、儿童特殊教育部门等，疗效也得到肯
定。音乐疗法是一种由医学、心理学、音乐美学、物理学等多
种学科相互融合的综合学科。应用特定音乐使人的行为、感
情及生理功能产生一定变化的医疗技术。五音疗法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有力的理论依据，五音与中医理论正
确巧妙的结合，又能够有效指导于临床。

1   五音由来
中国音乐理论中的五声音阶，其分别名为宫、商、角、徵、

羽，简谱记作 1、2、3、5、6。其实，“五声”一词最早出现于《周
礼·春官》：“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而“五音”最早见
于《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冯文慈 [1] 认为，
宫商角徽羽阶名五个字其实来自于我国古代天文学中星座
之名。周武彦认为“宫”来源自炎帝氏族的牛图腾；“商”源
自氐羌氏族的羊图腾；“角”源自以鸟类为图腾的氏族；“徵”
源自以猪为图腾的集团；“羽”来自以马为图腾的匈奴人和蒙
古人。认为五正声之名正是从古代五个氏族集团信奉的五
种动物图腾“牛、羊、雉、猪、马”自认而来的。

2   中医五音疗法理论
藥，樂二字音义同源。我国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药物、音乐

及其与治疗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医五音疗法的理论依
据可简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天人合一

《乐记》说音乐属于神的范畴而顺从天的意志，《乐礼篇》：
“乐者⋯⋯率神而从天”。音乐是天的想法，故而很明显体现

出了天的意志。《乐论篇》：“乐由天作”。《乐化篇》“乐者，
天地之命”。很明显音乐是天的一种体现。《黄帝内经》很
系统地阐述了五音与生理密切的联系 [2]。《灵枢·经别》：“内
有五脏，以应五音⋯⋯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
经⋯⋯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者也。”又言“人以天地之气
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等。可
以说人类乃至万物都是由天地之气生化而成。人类即是大
自然的产物，那么生命气机的运转与天地之气的运动规律就
必然有着和谐微妙的内部联系。《灵枢·邪客》：“天有五音，
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一
语道破五音与身体的天人合一关系。
2.2   阴阳五行

中医有阴阳五行理论，古代的五声音阶与五行相应，所
以音乐治病的研究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不
可分割的。五行五音之间，以及它们与季节、情志、自然界的
生命活动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客观联系 [3]。阴阳学说与音乐的
产生又有着渊源关系。《吕氏春秋·仲夏纪》云：“音乐之所由

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阴阳变化⋯⋯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音乐源于“太
一”，由“阴阳”变化而来。阴阳变化的规律蕴含在音乐的音
调、音色、音量、节奏等方面。根据五音（宫、商、角、徵、羽）调
式，从奇、偶数看阴阳关系，凡以宫、角、徵（奇数）为主音的
调式，阴阳比例皆为四阳二阴；凡以商、羽（偶数）为主音的调
式，阴阳比例皆为三阳三阴。音乐治疗正是利用不同的音乐
类型平衡机体阴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肝主目，⋯⋯在音为角；心主
舌，⋯⋯在音为徵；脾主口，⋯⋯在音为宫；肺主鼻，⋯⋯
在音为商；肾主耳，⋯⋯在音为羽”。意思就是角音入肝、徵
音入心、宫音入脾、商音入肺、羽音入肾。这便将宫、徵、角、
商、羽五音与喜、忧、怒、悲、恐五种人类情感通过五行基础属
性联接在一起。《素问·气交变大论》：“东方生风⋯⋯在音为
角；南方生热⋯⋯在音为徵；中央生湿，⋯⋯在音为宫，西方
生躁，⋯⋯在音为商；北方生寒，⋯⋯在音为羽。”通过五行
与五方、五色、五味及相应的自然变化一一相应形成了音乐
与自然界的统一。曹蓓认为《黄帝内经》将五音和脏腑的配
属关系用于临床，五音归属于五行，内应于五志，五脏能够影
响五音，反之亦可通过五音调节五脏功能，即通过与五脏同
样情调的音乐达到情感的宣泄和平衡。
2.3   司外揣内

《难经·六十一难》：“闻而知之谓之圣”。《说文·耳部》：
“闻，知闻也。从耳，门声”。这说明“闻”在最初只有听觉的

概念。“闻其五音以别其病”。《灵枢·外揣》谈到：“五音不彰，
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外内相袭。”《素问·五脏生成篇》：

“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脏相音则表
明一脏一音相呼应，人之五音有变，五脏即有病。五脏有病，
声音的高低、长短、徐促不同，体现了“有诸内，必形诸外”的
观点。五脏可以影响五音，五音也可以调和五脏。音声反映
情志，中医喜、怒、悲、忧、恐五种情绪与音乐及五脏有着严密
的对应关系。其中愤怒的音声与肝相对应；带有快乐的音声
与心相对应；带有忧思的音声与脾相对应；带有悲伤色彩的
音声与肺相对应；使人感到紧张的音声与肾相对应。从外部
声音的变化就可以揣测内部脏腑的疾病。但干祖望等认为
一脏有疾病，五音皆变，并不能细分哪个音阶异常，其取证于
内经，且说明后世医家极少提及五音五脏一一对应关系，宋
以后更是如此。也有人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断定五音与五脏
的相应关系这是极为牵强的，单个音尚不能影响到不同的脏
腑 ,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就更不必说了。但
都同意五音与五脏的联系，通过“闻”即司外揣内即能诊病。

3   五音疗法运用原则
五音疗法不可单纯用特定的音乐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临床证明听某种或某类音乐确有一定疗效，但其使用原则也
并非一一对应那么简单。现代音乐治疗学认为运用音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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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疾病的方式多种多样，简单将音乐视为“处方”是不全面
的，应该将音乐进行五行分类。《中国天韵五行音乐》每行音
乐又分阴阳，结合不同病人体质辨证施治。五音配五脏的思
想，中医有“顺其脏腑施乐法”。怒伤肝，则用角音补之；喜伤
心则用徵音补之；思伤脾，用宫音补之；忧伤肺，用商音补之；
恐伤肾，可用羽音补之。另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怒
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
忧；恐伤肾，思胜恐”。例如肝属木，怒为肝之志，过怒会伤肝，
所以选用悲切之商调式音乐来治疗。心属火，喜为心之志，
暴喜就会伤心，所以选用恐惧之羽调式音乐，来治疗因过喜
而致心气涣散，神不守舍之病症等。亦应该针对机体的阴阳
偏盛偏衰属性，用音乐的阴阳属性补偏救弊，平衡阴阳。五
行有太过不及的变化，五种调式的音乐也各有太类、少类和
正类的区分。太类有泻的作用，少类有补的效果，正类则平
调阴阳、平补平泻。用药如用兵，也有归经、炮制、升降浮沉、
四气五味、配伍等，也应根据不同的人格类型匹配音乐，也就
是说要辨证施乐，对病选曲。

4   临床应用情况
近年来中医五音疗法临床应用不断扩大，治疗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神经系统疾病

乐丽珍等 [4] 将 150 例中风后遗症患者随机分为五音治
疗和对照组各 75 例，治疗组采用传统医学治疗结合五音治
疗，对照组采用传统治疗，分别治疗 4 周。结果为五音疗法
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及 Barthel 指数评定表结果优于对照
组。吴玉娟等 [5] 将 CFS 患者分为治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29
例。治疗组治疗采用中医五音疗法，对照组采用普通音乐疗
法，连续治疗 3 个月。采用疲劳量表、抑郁状态问卷及疼痛
视觉模拟量表对患者进行测评，得出结论为中医五音疗法可
降低 CFS 患者疲劳程度和抑郁情绪及缓解患者疼痛的程度。
岳阳医院耳鸣专科梁辉等 [6]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五音乐曲疗
法治疗神经性耳鸣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并经过病例搜集和疗
效观察，进一步从临床研究角度验证了五音疗法治疗耳鸣有
效，且疗效确切。
4.2   消化系统疾病

卜秀梅等 [7] 选取 100 例肠易激综合征病人并随机分为干
预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干预组在
此基础上给予 12 周的中医五音疗法，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汉密
尔顿焦虑、抑郁量表评分情况。结果干预后干预组汉密尔顿
焦虑、抑郁量表评分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许继宗
等 [8] 将 60 例功能性腹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予聆听体
感五行音乐序列，配合口服参苓白术散；对照组单纯口服参苓
白术散，两组均治疗 1 个月，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 97%，对照
组总有效率 87%，2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4.3   妇科疾病

李芳等 [9] 选取经前期综合征患者 120 名，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治疗组采用中医五音配合有氧运动疗
法，对照组口服维生素 B6+ 氟西汀片，3 个月后得出结论为中
医五音配合有氧运动治疗经前期综合征疗效确切。李林等 [10]

治疗 90 例围绝经期抑郁症肾虚肝郁脾虚型患者，通过研究
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评分及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探
讨五行音乐和中药自拟补肾安神开郁汤的疗效，结果表明在
服用中药的基础上加用五行音乐疗法，能调节围绝经期抑郁

症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同时可以更好地改善抑郁症状。李学
君在临床中发现民族音乐能明显改善更年期综合征。
4.4   恶性肿瘤

蔡光蓉等 [11] 采用“辨证施乐”配合抗肿瘤治疗，观察了
162 例肿瘤患者，发现中医五行音乐疗法能够有效调节肿瘤
患者情绪，提高机体的自我调节力。廖娟等 [12] 研究对比中医
五行音乐疗法、西方音乐疗法和常规疗法对晚期癌症患者生
活质量的改善程度，发现中医五行音乐疗法较其余二者更能
明显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项春雁等 [13] 使用音乐
电针和音乐电针结合中医五行音乐疗法治疗恶性肿瘤 , 结果
表明电针不是改善患者抑郁状态的绝对手段，而中医五行音
乐对于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抑郁状态有较好疗效。

5   小结
中医五音疗法有丰富的理论做支撑，掌握好与临床结合

的具体方法，正确运用于临床，能够有效解决身体甚至是心
理疾病，身心同治，作为临床主要或者辅助治疗手段发展前
景巨大 [14]。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五音疗法辨证
还不是那么细致，也没有系统化，更没有和古代复杂的律吕
系统相结合，应继续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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