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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中医的“五观” 

1.中医元炁、⽆极、太极学说 

第⼀节 中医是中华传统⽂化（精髓/瑰宝）的代表 

（1）元炁是⽣命能量的来源 

       ⽓（炁），⽆形⽆⾊，如果不是特意提及，⼤多数⼈不会留意。尽管如此，有⼀

个事实我们得承认：憋⽓让⼈难受，⼝⿐被⻓久封住，⼈就会断⽓。 

       很难想象，结构如此精妙拥有⾼度智慧的⼈体，却⾃始⾄终摆脱不了“⽓”的控

制。“⼈之⽣死由乎⽓。”《医⻔法律·先哲格⾔》把⽓提到关系⼈之⽣死的重要地位，

⽓似乎近似于道，极为低调⼜极为重要，⼈体秒⽤⽽不知，⼀旦缺⽓，随即毙命。 

       ⼩到分⼦、原⼦、电⼦、夸克、量⼦，⼤到⼈体、房屋、国家、地球、宇宙，到

处充满了⽓。《抱朴⼦内篇·⾄理》道：“夫⼈在炁中，炁在⼈中，⾃天地⾄于万物，

⽆不⽣炁以⽣者也。”这句话说明了炁与⼈的关系，讲到⽓之为⽤，⽆所不⽣，就像

《医 权初编》所讲，“⼈之⽣死，全赖乎⽓。⽓聚则⽣，⽓壮则康，⽓衰则弱，⽓散

则死。” 

       中医将⽓称为元炁、原⽓、真⽓等，认为⽓来源于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

微。这样的说法，也许不是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来源于⽗⺟之精⾎与

后天 的饮⻝，⼈就是这样诞⽣、成⻓的。虽然此种解析⽐较粗糙，未达全意，但是，

炁作 为中国传统⽂化的代表性符号，意义之⼴之深触及中国传统⽂化的⽅⽅⾯⾯，确

实有 很多不同的解释，似乎也很难科学地表述。 

       不过，从炁 对⼈体的关键作⽤来想⼀想，炁 是⼈体⽣命活动的原动⼒，这是⽏庸

置疑的。《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以五⽓，地⻝⼈以五味。五⽓⼊⿐，藏于

⼼肺，上使五⾊修明，⾳声能彰；五味⼊⼝，藏于肠胃，味有所⽣，以养五⽓。⽓

（炁） 和⽽⽣，津液相成，神乃⾃⽣。”这说明，⽓就是⽣命能量的来源。 



       中医、西医的根本区别就是⼀个字：炁。有炁，就有命运和运⽓。中医⾃始⾄终

贯穿炁，⽽西医⾃始⾄终贯穿原⼦（器）。后者是⽤⼿术⼑⽀离整体结构，⽽前者却

是 ⽤针灸针打通全⾝经络⽓脉。后者治的是躯体，⽽前者治的是由炁⽽影响到的个体

以 及与个体⼼志品⾏、环境有关的运⽓和命运。 

       健康，对于西医是全部，对于中医却是基础。中医追求的是突破⾝体潜能，堪破

宇宙奥妙，炼⽓达道。 

       古⼈在《元⽓论》中道，“夫元⽓修炼，⽓化为⾎，⾎化为髓，⼀年易⽓，⼆年易

⾎，三年易脉，四年易⾁，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年易发，九年易形，

从此延数万岁，名⽈仙⼈。九年是炼⽓为形，名⽈真⼈。⼜炼形为⽓，⽓炼为神，名

⽈⾄⼈。”这是教⼈突破⾝体潜能的。

       《元⽓论》⼜道，“夫元⽓有⼀，⽤则有⼆，⽤阳⽓则能⻜⾏⾃在，朝太清⽽游五

岳；⽤阴⽓即能住世⻓寿，适太阳⽽游洞⽳。是谓元⽓⼀性，阴阳⼆体，⼀能⽣⼆，

⼆能⽣三，三⽣万物。万物若不得元⽓，分阴阳之⽤，即万物⽆由得⽣化成⻓。故神

⽆元⽓即不灵，道⽆元⽓即不⽣，元⽓⽆阴阳即不形。形须有⽓，⽓须有阴阳，阴阳

须有精，精须有神，神须有道，道须有术，术须有法，法须有⼼，⼼须有⼀，⼀须有

真，真须有⾄，⾄⽆⾄虚，⾄清⾄净，⾄妙⾄明。”这是教⼈突破宇宙奥妙。 

       故道为体，⽓为⽤。⽓为体，两仪为⽤。

      所以懂得两仪规律，近于懂得⽓。懂得 ⽓的规律，近于懂得道。《易经》说，“⽓

之⽣即是道是易。”⽓对于道家来讲，⽓即 道。 ⽓对于易家来讲，⽓即易——炁是阴

阳变化的法则，反映了卦⽘中的象、数、 理、义、⽓。 

       ⽓在阴阳变化之中，也有体⽤之别。

       体⽤之妙，则⽞妙⽆穷。 体⽤之妙，遵循这个规则：以阳为显体的则配之隐阴之

⽤，以阴为显体的则配之 隐阳之⽤。 ⽐如隐态虚物为阴，显态实物为阳；静为阴，动

为阳，这是体，如果配之⽤的话，则与体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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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论的发展脉络 

       研究元⽓论，不得不提战国时期楚⼈鹖冠⽒。他的姓名已经不可考，因为经常以

鹖⻦⽻⽑为冠饰，故⼈称鹖冠⼦，其著作《鹖冠⼦》是最早提出元⽓说的著作。 《鹖

冠⼦·泰录》说，“故天地成于元⽓，万物乘于天地。” 鹖冠⼦在书中讲到“元 ⽓”是“天

地之始”“万物之⺟”，也是构成整个物质世界的本原。

       对于宇宙起源与万物⽣成，《鹖冠⼦》说：“有⼀⽽有⽓，有⽓⽽有意，有意⽽有

图，有图⽽有名，有名⽽有形，有形⽽有事，有事⽽有约。约决⽽时⽣，时⽴⽽物

⽣。” 

⼀→⽓→意→图→名→形→事→约→时→物 

《鹖冠⼦》宇宙⽣成模式图 

       有⽆极（有⼀）之后便有⽓，有⽓⽽有意识（有意），有意识⽽有意图或想象

（有图），有意图或想象⽽有概念（有名），有概念⽽付之⾏动获得具体的事物（有

形），付 之⾏动获得具体的事物就会做事或⽣事（有事），做事或⽣事就会约定与契

约（有约）。 只要签定了契约，履约的时间就产⽣了，履约的时间定好了，这件事物

就会在预期中 达成。所以，鹖冠⼦接着说，“故⽓相加，⽽为约也；约加为期，期加为

功。功之相加， ⽽为得失；得失相加，⽽为吉凶。万物相加，⽽为胜败。皆发于炁，

⽽通于道。” 继鹖冠⼦之后，相继有战国的宋钘、尹⽂，东汉的王充，唐代柳宗元、刘

禹锡， 北宋张载和清朝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元⽓说，其中王充把元⽓说⽤到⽣命繁衍

上，认 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元⽓⾃然⽽然地构成的，夫妻之间也是由于元⽓的运⾏⽽

繁衍出 ⼦孙后代。张载认为阴阳两种⽓充满了宇宙空间，除此之外，宇宙中再没有其

他东西， 元⽓间也没有间隙。关于元⽓的运⾏机理，张载提出“太虚即⽓”，认为虚⽆

的空间， 成为⽓存在的基本形式。“⽓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知太虚即⽓，则

⽆⽆。” 张载认为太虚是⽓散⽽未聚的原始状态，是⽆形的，是⽓的本体“太虚⽆形，

⽓之本 体。” 知道“太虚”是“⽓”存在的⼀种形态，就不会把它单纯地理解为“⽆”。他还

否定⽓是神⻤造成的神秘观念，认为元⽓是物质的，只是因有阴阳⼆性的推动⽽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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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动静，是阴阳⽭盾的结果。⼈，便是应阴阳⽭盾⽽⽣。 ⽴于天地之间的⼈，不

但由天地之⽓构成，⽽且时刻以天地之⽓的阴阳消⻓转化 为⽣存养分与⽣存条件。 

       因此，元⽓与空⽓、微波等截然不同，元⽓是⼀种始元的全息能场，它包括微

波、 外线、射线、场能、能量、辐射等等，是光、声、电、磁、⼒、场、粒⼦、能源

的结 合，是不会受阻隔，且直达⽣命本源的。元⽓隐于我们的⾝体、⽣活、⼯作之

中，渗 透于宇宙万物各维的时空，并不时显化为微波、外线、射线、场能、能量、辐

射等等为我们⼈类所⽤。 

       光、声、电、磁、⼒、场、粒⼦、能源等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存在吗？ 

       依然存在。古代⼈会发现光、声、电、磁、⼒、场、粒⼦、能源等概念吗？他们

不会。因为他们并没有利⽤科技与知识将元⽓显化。即使⼈类科技进步神速，却依然

只是认识了元⽓的表⾯的⼀⼩部分，这就像练⽓功的过程，将⼤量空⽓运转于体内，

炼成⼀⼩缕真⽓，我们认识元⽓的过程，就是炼⽓的过程。 



5

（3）⼀炁化三清 

        道教中有“⼀炁化三清”之说，化成哪三清呢？

       化成了地格、⼈格、天格三清，也 化成 了精、⽓、神三样法宝，也化成了物

质、能量、信息三种形式。它们之间的对应 关系如下： 

        地格——精——物质；⼈格——⽓——能量；天格——神——信息。 

        在已出版的《⼈联⽹》丛书中，我讲过“物质、能量、信息”三者的关系，这部分

内容现在简述如下： 

        物质是我们看得⻅摸得着的东西，如⼟地、物品，但是物质的本质不是这些能看

到的“象”，物质的本质是能量。

       不同的物质是能量的不同结构形式，不同的物质最终都可以转化成同⼀种能量。

       为什么说万物归⼀，⼀⽣万物，万物皆数，数说万物，就是说不论何种物质，模

样如何不同，属性如何差异，从总体上来讲，万物都归于同⼀ 种能量，能量皆数。

即，万物皆能量，能量皆数字。

       能量创造了⼀切，能量就会联接， 万物互联。 

       儒家的中庸就是能量，佛家的真空就是能量，道家的同道就是能量，“⼈”家（⼈

联⽹）的⼈道就是能量，基督的静默就是能量，回教的清真就是能量。 

       能量⽆处不在，⽆所不能，充满宇宙。

       ⼈若具备了全⾝的能量，就是天、⼈与⽆ 极合⼀，与佛家合⼀，与道家合⼀，与

⼈家合⼀，与上帝合⼀，⼀切宗教的最⾼梦想， 原来就是⼀个能量。

       ⽆论是儒教，佛教，道教，⼈教，基督教，回教的⽆数经典 理论， 都是⼀个指

向：提⾼⼈体的能量。 

        所有的经典只说了⼀个问题，所有的⽅法只是⼀个⽅法，四个字： 

        提⾼能量！

        这⼀种能量，我们很难感受到。



        但是，这⼀种能量在不同因缘机会中，会以“信 息”的⽅式转化成物质，让⼈能够

触摸到。

       另有⼀种说法是，“信息”是能量的⼈格化， 能量⼈们看不懂，但是⼈为解释的信

息是⼈能够看懂的。

       还有⼀种说法是，物质与能 量构成⼀定内容的信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信息就

是数字（通过河图、洛书的⽅式 将信息转化为数字），数字是根本，信息却是解码后

的数字。 

       地格、⼈格、天格三清，以及精、⽓、神三宝，其内部关系，如同物质、能量、

信息的关系⼀样，这种关系遵循⾝（精）—炁—神的运⾏顺序与规律。 即⼈类对⽓的

认识，必须经过：体于物⽽知“⾝”，体于形⽽知“炁”，体于炁⽽ 知“神”，体于神⽽⻅

性，体于性⽽知“虚”，体于虚⽽归道的正确过程。

       这六个阶段之中，第⼀阶段是精的阶段；

       第⼆阶段是⽓的阶段；

       第三⾄第六阶段是神的阶段，所说的“神”、“性”、“虚”、“道”只是将神细化了。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六个阶段都属于炁的阶段。即，⽓⾄少分两种，⼀种是能

感受到能看到的，⽐如，⼭脉、河流、道路、建筑、空⽓、温度、湿度、⻛⾬、雷

电、季节变换，装饰材料、形状、颜⾊、⽇常⽤品等等。

       ⼀种是⽆法看到⽆法感受到的， ⽐如，环境、家居⻛⽔、意识流动波、宇宙引⼒

波，⼈体⽣物波，地球磁场波等等。

       我在《舞动⽓场》⼀⽂中讲到：“⽓（炁）是宇宙的本源，是构成天地⼈最基本的 

物质。阴（炁）阳（⽓）⽓化成⽔、⽕，⽔、⽕形成⼟，⽔⽕通过⼟形成⾦、⽊有形

之物，逐渐演变成万物。⼀⽅⾯是⼟⽯⾦属矿物等⽣成⽆机物，另⼀⽅⾯是从⼟、⾦

中摄取养分和⽔⽽⽣⻓成动、植物，形成有机物。这有四个层次演进过程，第⼀层次

是⽓（炁），第⼆层次是形⽓之间，第三层次是形，第四层次是万物。可⻅图（⼀）

万 物⽣成演化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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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万物⽣成演化模式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元⽓-阴阳-五⾏-万物的宇宙演化过程来看，在⽓的作⽤

下，阴阳是五⾏基础，五⾏是由阴阳的变化产⽣出来的，那么五⾏关系就必然要受阴

阳对⽴统⼀规律的决定和制约， 所以阴阳分析是五⾏分析的基础， 五⾏分析是阴阳分

析的具体化。” 

        关于⽓的特性、宇宙⽓的运动、⽓表现的光、⼈体⽓场等等叙述，详细⻅本书附

录的论⽂《舞动⽓场》，这⾥不再赘述。 

        在结束关于炁的探讨时，我们分享⼀下关于炁的⼏个感想： 

        ①⽓有多种，中医把⼈体的⽓分元⽓、宗⽓、营⽓、卫⽓。元⽓是⼈体最根本、 

最重要的⽓，是⼈体⽣命活动的原动⼒；宗⽓是由⾕⽓与⾃然界清⽓相结合⽽积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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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的⽓，是我们常说的呼吸之⽓；营⽓是⾏于脉中⽽具有营养作⽤的⽓；卫⽓是⾏

于脉外⾯⽽具有保卫作⽤的⽓，是⼈体的防御之⽓。 

       ②从体、⽤的⻆度讲，⽓之体为能量，⽓之⽤为阴阳，即万物以负阴抱阳的⽅式 

在⽤⽓的。

       万物⽣成演化模式图中，第⼆层次的形⽓之间就是抱阴负阳的状态，已⽣ 成⽔、

⽕的五⾏雏形。第三层次的形，即由阴阳化为五⾏之形了。

       ③从动⼒的⻆度讲，⽓之动为时（天时，或永恒的变化），⽓之⼒为空（地利，或

永恒的冲突）。

       ⽐如，《易经》中说，“动则⾏⽓，⽓则⾏运。”意思是说只要动了，就 有新⽣命出

现，就会出现新⽣命的⽓场，⽽⽣命的⽓场有⼤⼩、强弱之别，这就会影 响该⽣命的

运势⾛向。

       也可以这样讲，动则⾏⽓，是指⽓之动为天时，是宇宙星⾠的 永续转动（变

化），这个过程中⼀直在持续产⽣新的⽣命，只不过很多⽣命有天时没有 地利，未能

显形罢了。

       ⽓则⾏运，是指⽓之⼒为地利，每个由⽓产⽣的新⽣命在争夺 ⽣存的地之利，胜

者显形，败者化⽓，落红化作春泥更护花，由⽓产⽣⼜化为⽓。

       不过，从结局来讲，不能现在显形的胜者，还是已经化⽓的败者，最终都要化成⽓

来滋 养宇宙。 

（4）⽆极与太极 

       孔⼦在《易经·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卦。”

       廖廖⼏句话，孔⼦⾼度概括了宇宙后天形成的相数规律与过程。 

       ⽼⼦在《道德经》中说，“道⽣⼀，⼀⽣⼆，⼆⽣三，三⽣万物。” 

       廖廖⼏句话，⽼⼦⾼度概括了宇宙后天形成的理数规律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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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万物 

 

       对于宇宙形成的起始点，孔⼦说易，⽼⼦讲道；孔⼦说太极，⽼⼦讲⼀。两位先

圣说法不同，但意思是⼀样的。太极就是⼀，即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

也就盘古开天神话中“天地浑沌如鸡⼦”时的状态。易就是道，太极之前的状态—— ⽆

极，古⼈将太极还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正如晋朝皇 甫

谧在《帝王世纪》中说，“天地未分，谓之太易。元⽓始萌，谓之太初。⽓形之端， 谓

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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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极时代，天地未分称为太易。元⽓开始萌⽣，称之为太初。

       ⽓与形 时隐时现时有转化，称为太始。⽓化为形⽽且物质产⽣了，称为太素。

       物质具备规则的形状，即从物质过渡到物体了，称为太极。 

       这段话解释了宇宙起源的脉络，只是⽓与⽆极关系并没有指出来。结合前⽂，张

载说的“太虚即⽓”“太虚⽆形，⽓之本体。”便能明⽩，其实，⽆极之前有⼀个状态，即

太虚——炁。 

       太极⼀，⽣⼆，两仪即阴阳，三是物联接阴阳，是阴阳联接时的冲突或平衡状态。 

       三⽣万物就如同两仪⽣四象，作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的四象，就如同“万物

⽣ 成演化模式图”中⽕与⽔是⽣命的本源，但是⽣命还不能产⽣，只有⼟之后，⽣命才

能成形。

       试想⼀下，⼀个星球有⽔，有⽕（阳光），但是没有⼤⽓层，它的⽔只要产⽣就会

流失在外太空之中，没有⼟来作为⽔与⽕的承载⾃然⽆法创造⽣命。 

       北宋周敦颐在《太极图说》讲道，“⽆极⽽太极。太极动⽽⽣阳，动极⽽静，静⽽

⽣阴。静极复动。⼀动⼀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焉。阳变阴合⽽⽣⽔⽕⽊⾦

⼟，五⽓顺布，四时⾏焉。” 

       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真诰》中讲道：“道者混然，是⽣元炁，元炁成，然后有

太极，太极则天地之⽗⺟，道之奥也。” 

       陶弘景认为元⽓是在太极之前就有的，也就 是元⽓在⽆极的时候就⼀直存在。 

       也就是说⽓是宇宙中最原始最早最本源的存在。不过，⽓在前⽂中已经讨论过，

为了讲述⽅便，我们就以⽆极作为宇宙中最早的存在。 

       ⽆极是研究空、⽆的状态，太极研究的是创世之源，阴阳研究的是宇宙法则。 

       道为⽆极，⼀为太极（太极图应为空⽩圆中间有⼀点，但是太极⽂化的流⾏将太

极后期演化的阴阳⻥形式作为太极图的主流图像）。

       道⽣⼀，即⽆极⽣太极；⼀⽣⼆， 即太极⽣阴阳；⼆⽣三，即阳为天，阴为地，

中有⼈联接天地，天地⼈三合⼀⽣万物，就是三⽣万物，即天、地、⼈三⽓⽣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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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宇宙规律⽤之于⼈，便是中医。

       宇宙规律⽤之于⽹络，就是⼈联⽹。

       看不到互联⽹类似于天，看得到的物联⽹类似于地，要⼈联⽹来联接天地，天地

⼈合⼀闭环循环，事物发展才能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互联⽹+物联⽹+⼈联⽹=万物互联互通互转互融且互为数字，⼈联⽹是⽹络科技的

起点也是终点。 

       ⼈联⽹——开启中医现代化新时代。 

太虚为炁，⽆极是⽆，为了更好描述，姑且称之为⼀空⽩的圆，元炁充斥其中， 

左冲右突，创造⽣命却没有成功。直到机缘巧合下，元⽓集中⼀处，于⽆中⽣有，于 

空⽩圆中创造出⼀点，太极为圆中⼀点，物理天体学称这⼀点为奇点，⼀旦爆炸便形

成宇宙，⽓分阴阳，⽣成万物，⼈为万物的起点也是终点。 

中医认为⼈的⽣命起源过程，其实模拟着宇宙的诞⽣过程，成年男⼥的感应吸引 

虽然暂时没有创造出新的⽣命，但是男⼥相感便是⽆极，便是⽓。男⼥之⽓交合，精 

卵结合⼀个细胞核便成太极，然后⾝体⾥的元⽓始终转换着，调节着，就像⼀个在体 

内旋转循环的阴阳⻥⼀样，细胞核汲取元⽓养分，便以阴阳对称的⽅式⻓出细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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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完整的细胞，就这么⽣⻓着，直到发育成熟，成为⼀个崭新的⽣命体，降⽣⼈间，

此时，这个新⽣命体也是⼀个⽆极，⾃成太极，充满元⽓，这满满的元⽓⼀直伴随我

们的⽣，⻓、壮、⽼，已。 

       这是类似⼈这种碳基⽣命的诞⽣演化过程，⾮碳基⽣命以及中国传统⽂化如何产

⽣呢？其实原理是⼀样的。 宇宙⼤爆炸后的炁充满任何时空，以炁旋转有了向⼼⼒

（万有引⼒），⽆形炁聚集成有形的事、物，线性聚集成简单的事、物，如运动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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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沙、⼟等⽆机物；运 动快的⾮线性的聚集成复杂的事、物，从单体⽣物，植

物、动物到复杂的⼈类等有机 物。这个炁⽣成化育万物，是怎么演化出： 

       1、演化出中华⽂化思维科学的呢？ 

       太虚（炁）、⽆极到太极为树根，炁滋润树根，太极处在扎⼟的根与破⼟的树⼲之

间，最后太极⻓成树⼲；太极，两仪，四象，五⾏为树⼲，中华⽂化之道。炁不断充

实壮⼤树⼲，五⾏处于⼲与⽀之间，分化为两种树⽀；⼀个树枝是⼆进制的后天⼋卦、

先天⼋卦，中间是⼈联接先、后天⼋卦，形成 64 卦；另外⼀个树⽀是⼗进制地⽀、天

⼲；树扎于地，⽴于天，也是⼈联接天⼲、地⽀形成 60 甲⼦，64 卦和 60 甲⼦再向上

就是天、地、⼈合⼀组成中华⽂化之术，也就是整个中华⽂化的底层思维科学。此思

维科学也分阴阳，隐性为道，显性为法，道法⾃然。 

       由天、地、⼈具象化，便为天为互联⽹，起到虚拟转现实的作⽤；地为物联⽹，

起到给万物智能的作⽤；⼈为⼈联⽹，起到将⼈智能激发到超能的作⽤。此为中华传

统⽂化发展⽹络科技之术。 

       2、演化出中华⽂化⾃然科学的呢？

       ⽐如⻛⽔、中医、命理、相术、⼘术；物理、数学、化学；紫薇⽃数、⼤六壬、奇

⻔遁甲等； 

       3、演化出中华⽂化社会科学的呢？

       ⽐如儒、道、佛、诗、词、歌、曲、《论语》、 《道德经》等，是为中华⽂化发展

之术。 

       中华⽂化思维树产⽣了所有中华传统⽂化，也就是说炁的学说是中华传统⽂化的

源头，炁的显化为中华⽂化、科技、经济、政治、⽹络等各个⽅⾯的应⽤，它是道法

术器脉络清晰的科学，只是中华⽂化重理论轻实证，以及⽂化发展的周期过⻓，⼈的

⽣命过短，很多看不⻅的东西难于举证，因此未被专家、学者所发现，本书在此提出

看不⻅，虚拟的东西，希望能抛砖引⽟，引起⼤家的重视并得到⼤家的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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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化（道、术）思维树 

       2.中医阴阳学说 

       《易经》在讲什么是宇宙真相，伏羲⽒⽤阴⽘阳⽘反复组合成类⽐⼈世间的⼀

切事物。《道德经》在讲什么是道，⽼⼦⽤正反两种物象反复对⽐。佛经在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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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 什 么是觉悟，释迦牟尼⽤⼼与⾮⼼、幻与真、空与实反复⽐较说明。 

       请问⼤家，古来圣贤为何如何执著于⽤正、反两⾯的东西来引导世⼈认识这个世

界的真相呢？ 

       因为认清这个世界真相的规律是阴、阳。 

       《易经》云，“⼀阴⼀阳之谓道。”这句话，我们会常常引⽤，因为这句话道出了

道的载体和运作⽅式，即道是以阴阳的⽅式来运转的。这句话之后，另两句话也⾮常

重要，它揭⽰宇宙⽣命起源的奥秘。

       《易经》云，“⼀阴⼀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思是，道以阴阳⽅

式运转，继续（延续）阴阳运转⽅式的动⼒是善（爱， 是⼀切⽣命的起源），成就万

灵万物的是各⾃的天性（天性，是万灵万物能够 成为⾃⼰ 成就⾃⼰的根源）。 

       什么是阴阳？ 

       阴阳的定义，我们只能不很全⾯地概括⼀下，简单地说，阴阳是万事万物统⼀⽽

对⽴的称谓，就是正反对⽴⼜处于同⼀体的两⾯。

       太极图中⿊⽩阴阳⻥，就是对阴阳 ⽐较形象直观的说明。 

       《素问》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周易乾凿度》说：“乾坤者，阴

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 

       古书中提到阴阳，均以阴阳的意义来定义它的概念。不是古⼈说不清楚，⽽是阴

阳本近于道，⽆法说清楚。我们只能盲⼈摸象，从阴阳的属性、运动、关系来描述阴

阳，通过管中窥豹的⽅式以期拼凑出阴阳的全貌。 

       （1）阴阳的属性 

       阴阳的属性是根据象、数、义、理炁来定的。 

       从象上来讲，天、⽇、男、⻢等为阳，地、⽉、⼥、⽜等为阴。 

       从数上来讲，1 、3、5、7、9 等奇数、实数、正数等为阳，2、4、6、8等偶数、

虚数、负数等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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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义上来讲，刚、强、上、左、前、外、⽣、有等为阳，柔、弱、下、右、后、

内、死、⽆等为阴。 

       从理上来讲，⽅、直、⼤、显、神（灵、正）、⽤等阳，圆、曲、⼩、隐、⻤

（形、邪）、体等为阴。 

       那么，阴阳的象数义理⽓是由什么来定的呢？ 

       是由阴阳运动的规律属性来决定。 

       ⽐如，阳主动，阴主静；阳清轻，阴浊重；阳顺浮，阴逆沉；阳上阴下，阳左阴

右，阳显阴隐，阳外阴内；阳明阴暗；阳奇阴偶；阳热阴冷；阳雄阴雌等等。 

       《⻩帝内经》云，“凡论必以阴阳⼤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

阴。⼤国阳⼩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事阴，伸者阳⽽屈者阴。主阳⾂阴， 上

阳下阴，男阳⼥阴，⽗阳⼦阴，兄阳弟阴，⻓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

妇，有丧阴。制⼈者阳，制于⼈者阴。客阳主⼈阴。师阳役阴。⾔阳默阴。予阳受阴。

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诡，极则常际乃反。诸阴者法地，地德安徐正静， 柔节先

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雌之节也。” 

       ⻩帝已经将阴阳属性讲得明明⽩⽩，最后点晴两句告诉我们，凡事要判断阴阳， 可

以天、地属性判断，这样你不会将阴阳分错了。 

       ⻩帝说，“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诡，极则常际乃反。诸阴者法地，地德安徐

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雌之节也。”

       他说所有的阳可以天为标杆来， 天德正⼤光明，但是过于正了，就是在⾏诈，所谓

物极必反也。

       所有的阳可以地为标杆来看，地德贵安定、从容、徐缓、竭诚、⼼静，懂得柔弱、

节制，有预案，有定⽓， 懂得善良、施予、不争，这便是地的法度是雌的品格。 

       也就是说，宇宙万物中只要像天⼀样的事物可以归为阳，⽐如刚健，向上，⽣发，

展⽰，外向，伸展，明朗，积极，好动等特性；像地⼀样的事物可以归为阴，⽐如柔

弱，向下，收敛，隐蔽，内向，收缩，储蓄，消极，安静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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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医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包括阴阳两极，阴阳的属性⼜包括阴阳的对⽴，阴阳

的互根，阴阳的消⻓，阴阳的转换这四个特点。没有单独存在的阳，也没有单独存在

的阴，⼀定是相辅相成的。当阴阳失调后，⼈体便会有疾病出现。 

       在中医治疗学中的阴阳有不同的划分，⽐如有寒热、虚实、表⾥等阴阳属性不同

的病症，有温、清、补、泻和解表、治⾥等阴阳治法。 

       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着的、

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于阴。对于⼈体具有推动、温煦、兴奋等作

⽤的物质和功能，统属于阳；对于⼈体具有凝聚、滋润、抑制等作⽤的物质和功能，

统属于阴。 

       ⼈体上部为阳，下部为阴；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为

阴； ⽪肤在外表为阳，筋⻣在内⾥为阴；六腑属阴，五脏属阳；五脏中的⼼、肺在上

焦属阳，相对于⼼肺偏下的肝、脾、肾属阴等等。 

中医与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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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阴阳之运动与阴阳之关系 

       世界上没有⼈能造出⼀台永动机，普遍说法是⽆法为永动机提供持续的能源。真

是如此吗？ 

       如果把能源换成阴阳，世界上就有永动机，只是这是理想中的状态。如果运⽤阴

阳道理，可以造出接近永远在动的机器，之所以说是接近，是因为在动的过程中，机

器内部的材料分⼦也分阴阳的，不断动，就不断地消耗，直⾄消耗殆尽停下来。 

       运动，表⾯上靠的是燃料、能量，本质上靠的是对⽴，如果还不理解，你可以理

解为对⽴的⼒。 

       对⽴是运动的第⼀要素。

       光有对⽴不⾏，要让对⽴和解转化⽽变成统⼀，这是运动的第⼆要素。要持续运

动甚⾄永恒运动，就要满⾜第三要素，在⼀个统⼀体中进⾏对⽴统⼀，⼜继续在统⼀

中⽣出对⽴的⽆限循环。 

        运动即阴阳。 

       以⻢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讲，世界上没有静⽌的事物，⼀切事物都在运动—

—⼀切事物都处于阴阳之中。

       阴阳运动中阴与阳以及阴阳统⼀体产⽣的⼏种关系，如下： 

       ①阴阳互根 

       阴阳互根，是事物或现象中对⽴着的相反两⾯，具有互相依存，互相为⽤的联系。

阴与阳的每⼀侧⾯都以另⼀侧⾯作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即没有阴，阳不能存在；

没有阳，阴也不能存在。阴阳互根，也即阴阳互为体⽤，⼀般是阴为体，阳为⽤。然

⽽阴阳体⽤是可以相互变易对反。阴为阳⽤，则以阳为体⽽⽤阴；阳为阴⽤，则以阴

为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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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阴阳消⻓ 

       阴阳消⻓，是事物或现象中对⽴⾏的相反两⾯，运动和变化着，其运动是以彼此消

⻓的形式进⾏。因为阴阳两个对⽴的⽭盾⾯，始终处在彼消此⻓、彼进此退的动态 平

衡之中，才能保持事物的正常发展变化。阴阳消⻓，就是阴多⼀分，阳少⼀分，阴 少

⼀分，阳多⼀分，从物理学来讲，就是物质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在《⼈联⽹》丛书 还

讲过，不仅是物质能量守恒，信息也是守恒的。 

       ③阴阳转化 

       阴阳转化就是阳与阳的转换和变化，它是物象的两种不同属性，在⼀定条件下向其

对⽴⾯的转化。这个⼀定条件是什么？就是极。 阴极转化为阳，阳极转化为阴。这就

是⻢克思辩证法中讲到的量变引起质变。 

       相对阴阳消⻓⽽⾔，消⻓是量变、渐变，⽐如同为阳属性，少阳转为⽼阳，少到⽼

只是数量、程度的改变，为量变。转化则是质变，如⽼阳⾄极，便转为少阴，阳转 阴

便是本质上的根本改变。 

       ④阴阳平衡 

       阴阳平衡，是事物或现象中对⽴的相反两⾯，在消⻓和转化过程中，产⽣两⼒互消

⽽达到暂时动态均衡的状态。也可以说是，阴阳平衡是⼈们追求和谐对⽴⽽⼜统⼀ 的

状态，是太极后发展存在的理想状态，道家有时称之为道德，儒家称之为中庸，《周

易》称之为中正、中和等。凡是阴多阳少，或是阳多阴少，都必然导致事物事态的发

展变化⽽⾛向⼀端，⾛向⼀端则会偏重⼀端⽽偏轻另⼀端，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中间

状态的阴阳平衡，在⼈⽂中我们称为和谐。这种阴与阳调和的相对性均衡和谐，是易

变的中互状态，中医正是以此理⽽以不⾜补及，太过溢损的前提作参照。 

       ⑤阴阳交合 

       阴阳交合，是事物或现象中对⽴的相反两⾯，如同男⼥关系⼀样相互吸引，⽔乳

交融结合在⼀起，并同时互体互⽤，同时在消⻓和转化的过程中，互养共⽣⽽产⽣崭

新的⽣命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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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合是⼀种趋势性运动，它是消⻓和转化的动⼒来源的发⽣状态，通过交合运动 

⽽变化⽣⻓。平衡的交合以圆形为交合运动，失衡的交合则以线形为交合运动，在乎

其间的从线形运动转为圆形运动。

       ⑥阴阳圆道 

       阴阳圆道，指阴与阳⽆论其内外之间的发展，在时间上都处于循环往复⽆穷⽆尽 

变化之中，在空间中处于周⽽复始的螺旋状⽆穷⽆尽变化之中。其近圆环形与螺旋上

升的变化发展轨道，以及呈直曲线往返的运动，均称之为阴阳圆道。 

       从阴阳的⼏种关系与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祖宗的智慧有多⾼明。⻢克思唯物 

辩证法的主要核⼼便是⽭盾、量变质变、发展，然则我们⽼祖宗在五千多年前便已知

晓了。 

       我们祖国有⼀个研究⻢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他是我们开国领袖，他将⻢列的研 

究浓缩成⼀篇经典著作《⽭盾论》。当时我们中国在⽇本刺⼑⼤炮的蹂躏下，即将⾛到

亡国亡种的毁灭边缘，这篇著作为我们中华⺠族指明了⽅向，点亮了希望。 

       阴阳即⽭盾。 

       在我们开国领袖⽑泽东著作《⽭盾论》⾥，分为七个部分来论述⽭盾法则： 

       ⼀、两种宇宙观。涉及形⽽上学与辩证法两种宇宙观，还提到内因与外因的概念

与关系。 

       ⼆、⽭盾的普遍性。涉及两点：⽭盾存在于⼀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盾；⽭盾存

在于⼀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时时有⽭盾。 

       三、⽭盾的特殊性。涉及三点：不同事物的⽭盾各有其特点；同⼀事物的⽭盾在 

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盾及每⼀⽭盾的不同⽅⾯各

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法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主要的⽭盾和主要的⽭盾⽅⾯。涉及主、次⽭盾与⽭盾的主、次⽅⾯。主要

论述主要⽭盾与⽭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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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阴阳与中医 

阴阳既然近于道，中医在诊疗的过程中，⾃然不能缺了阴阳。在诊断中，证候如 

表证、热证、上焦、⽓分、动、多⾔、明亮等为阳，⾥证、寒症、下焦、静、⽆声、

晦暗者都为阴。 

在中药⽅⾯，升散、⾟热、⾏⽓分、性动⽽善⾛者为阳，敛降、⼊⾎分、性静⽽

善守者为阴。 

       五、⽭盾诸⽅⾯的同⼀性与⽃争性。涉及两点：1、⽭盾双⽅相互依存，⼀⽅的存

在以另⼀⽅的存在为前提。双⽅处于⼀个统⼀体中；2、⽭盾双⽅相互贯通，在⼀定条

件下可互相转化。 

       六、对抗在⽭盾中的地位。涉及对抗是⽭盾的⼀种特殊形式。即便对抗消灭了，

⽭盾依然存在着。 

       阴阳两种物象信息体，会从前后、上下、左右、内外、主次⼗个外部⽅向来推动

旋转，会从刚柔、强弱、⼤⼩、冷热、静躁、⽣杀、形⽓等多个内部⽅向来推动旋转，

⽭盾亦如此。 

       不⽤刻意进⾏对⽐，相信很多朋友能看到阴阳与⽭盾的相似性，这⾥也从侧⾯印

证了中华传统⽂化的特有魅⼒与经久不衰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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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四项学说（包括四季，四⽅位） 

       四项，⼜称为四象。以元⽓来解释，太阳是指阳⽓达到顶峰，阴⽓开始蕴含的时

候；太阴是阴⽓达到顶峰，阳⽓开始蕴含的时候；少阳是阳⽓逐渐增多所达到的⼀种

中间状态，少阴则是阴⽓逐渐增多⽽达到的中间状态。 

       《周易·系辞》说，“是故《易》有太极，是⽣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卦，⼋

卦定吉凶，吉凶⽣⼤业。” 

       当然有时病⼈情况复杂，不好辨阴阳，那就要把它当成阴阳统⼀体来看，治阳⽽

泄阴，补阴⽽泄阳，⾃然要系统地对待。⽐如阳⽓有余，却使⽤温阳之法，那么阳⽓

就会炽盛⽽成⽕热，必将导致阴津枯竭；如果是阳⽓不⾜却使⽤阴寒之法，则阴寒愈

盛⽽阳⽓衰微了。 

       《素问》说，“阴胜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胜则热，阴盛则寒。”意思是说，阴

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阳盛则体热，阴盛则体寒，阴阳互根，从⽽引申出反治之

法， ⽐如：求汗于⾎，⽣⽓于精、引⽕归源、纳⽓归肾，都属于⽔⽕既济的范畴。

阴阳虽两分，源头却为⼀，《⻩帝内经》说“⽕为⽔之主，⽔即⽕之源”，这就是阴阳

⽔⽕不相离的道理。 

       阴阳还分为先天与后天。⽐如⽓⾎、脏腑、寒热等有形能感觉到的的阴阳，为后

天形成的阴阳。⽽先天阴阳则是元阴和元阳。

       元阴也就是⽆形之⽔，主宰⾝体的⽣⻓发育和维系，⼜叫作天癸，或者元精。

       元阳就是⽆形之⽕，主宰⾝体的⽣化之机，也就是神机，也叫作元⽓。 

       《⻩帝内经》认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这⾥的神，便是指先天的元⽓和元

精，即我们常说的精⽓神。 精⽓神好，⾃然体内阴阳平衡。

⾝体阴阳平衡，⾃然会使⼈看起来精⽓神充⾜， 两者也是⼀对阴阳关系，在对⽴统⼀

中寻求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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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中的四象，是从两仪⽣出来的。两仪者，阴阳也。四象者，太阴、少阳、太

阳、少阴，两仪怎么⽣出四象呢？ 

       ⽣命诞⽣于⽔，我们便从纯阴开始。纯阴便是⽔，随时间推移，纯阴产⽣⽼阴，

⽼阴发⽣量变产⽣阴中之阳少阳（⽊），少阳量变成为阳中之阳⽼阳（⽕），⽼阳发

⽣ 质变产⽣阳中之阴少阴（⼟），少阴发⽣量变产⽣阴中之阴⽼阴（⾦），⽼阴⼜

循环⾄少阳。实际上，五⾏中的⽔与⽕对应纯阴与纯阳，⽽四象的太阴太阳少阴少

阳，对应 的不是⼀个纯粹的五⾏，⽽是混合型的五⾏，⽐如⽼阳既有⽕也⽊也可能

有⼟等。 

       这⾥要特别说明的是，四象中任何⼀象包含三层含义。以少阳为例，少阳包含了

⽼阳，因为少阳迟早会⻓成⽼阳，这是同属性的量变，这是从时间⻆度讲的。少阳同

时包含了⽼阴，因为少阳与⽼阴是⼀体两⾯，没有⽼阴就没有少阳，这是从空间⻆度

讲的，也预⽰着会朝着不同属性的层⾯演变。这两者都是⼀变，或者⾛了⼀步。再⾛

两步，⼆变时，我们得看远⼀点，少阳会变成⽼阳直⾄质变为少阴，⽽与少阳同在的

⽼阴会直接质变为少阳。具体往娜个⽅向，就要看哪个⼒量更强⼀些。 

       以上是从易的象数的层⾯来理解四象，从理的层来理解四象，四象⼜是不同的含

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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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图 

 

       除此之外，以四象配四时、四⽅、四灵、五⾏等，四象便形成了⼀个庞⼤的学说

体系，如下： 

       四时：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四象”；或以春⽣、夏⻓、秋收、冬藏来解“四

象”。也有⼀说太阳就是夏⾄，太阴指的是冬⾄，少阳指的是春分，少阴指的是秋分。 

       《周易·系辞》说：“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

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因此，从易理来讲，吉凶、变化、悔吝、刚柔，也

是易之四象。 

       上⾯讲的象数之四象，在易理上就有⼈为对应的关系了。例如，如果说⽼阴是

凶，怎么变呢，可能就质变为少阳是躲避，或者⽆咎了，少阳再⼀变成为⽼阳就变成

了⼩吉、⼤吉、乐极⽣悲 了。当然⽼阴虽是凶，在不变的时候，它是与少阳⼀体两⾯

的，它寓意是即便在最绝 望最惨的时候，依然是有希望的毫光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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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分成四段）：朔⽉、上弦⽉、望⽉、下弦⽉。朔⽉⼀般指农历初⼀，

上弦⽉指农历初七或初⼋，望⽉则是指农历⼗五，下弦⽉则指农历⼆⼗⼆或者⼆⼗三。

朔⽉就是太阴，上弦⽉是少阳，望⽉是太阳，下弦⽉是少阴。 

       四⽅：以东、南、西、北为“四象”。 五⾏：以⽊、⽕、⾦、⽔四⾏为“四象”。（⼟

主四季，故不单列。） 

       星象：东⽅七宿⽈⻘⻰、南⽅七宿⽈朱雀、西⽅七宿⽈⽩⻁、北⽅七宿⽈⽞武，

       此为“四象”，也即“四灵”。 四数：七（少阳）、九（太阳）、六（太阴）、⼋（少

阴）。 

       此外，四象还可配以颜⾊、声⾳、味道、⼲⽀等等相配合，组成新的有代表意义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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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与⼲⽀ 

四象与⽓⾊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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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元御在著作《四圣⼼源》⽈：“⽔、⽕、⾦、⽊，是名四象。四象即阴 

阳之升降，阴阳即中⽓之浮沉。分⽽名之，则⽈四象，合⽽⾔之，不过阴阳。分⽽⾔

       四象理论是中医理论的核⼼内容之⼀，在中医⾥⾯，四象是阴阳⼆分为四的体现。

       中医的四象也指四象图，便⻘⻰⽩⻁朱雀⽞武四神兽，也以经常以神兽⼊药以取

得更 好的寓意与药效。 

       在⼊药⽅⾯，中医认为⻁⻣能 “搜⻛⽓，健筋⻣、疗疼肿”，⻁睛能“定⼈魄”。⻰ 者

东⽅之神，能主肝病，因此⻰⻣能 “涩精⽓，收神识，⽌滑脱”，⻰⻮能 “清⼈魂”。 在

《伤寒论》中，张仲景有⼤⻘⻰汤、⼩⻘⻰汤、⽩⻁汤和真武汤之说。 

四象与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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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医五⾏学说 

       五⾏，⼀般是指⾦⽊⽔⽕⼟的五种物质与⾮物质的五种元素或能量。 五⾏，也是阴

阳对⽴统⼀演变的五种动态： ⾦代表敛聚、⽊代表⽣⻓、⽔代表浸润、⽕代表破灭、⼟

代表融合。 

之，则⽈阴阳，合⽽⾔之，不过中⽓所变化⽿”。 

       他认为中⽓即⼟为中枢，调和四象 ⽊、⽕、⾦、⽔，因为⼟主五味，⽽出现四象

酸、苦、⾟、咸等偏味的原因是 “⼟⽓之中郁”，因为 “四象之内，各含⼟⽓，⼟郁则传

于四脏，⽽作诸味”，所以调和五脏的关键在调理中宫之⼟之脾胃。

       ⻩元御认为⽢草、 ⼤枣具有⼟德，中正和平，皆能⾛中宫⽽⼊脾胃，⽽⼤枣纯和凝

重，尤具⼟德之全， 故赞之⽈：“真天下之佳果，⼈间之良药”。 

       对四象的表述，《⻩帝内经》则⼗分系统。《⻩帝内经》认为四象为肝、⼼、肺、

肾四脏，分别为天道四象与⼈道四象（天道⼈化）的四象，只是天道四象与⼈道四象虽

然代表肝、⼼、肺、肾四脏，却是不同含义。 

       天道四象如同我们讲的先⼋卦⼀样，其四象顺序为肝、⼼、肺、肾，为少阳、太

阳、太阴、少阴，⽽⼈道四象则为⼼、肺、肾、肝，为太阳、太阴、少阴、少阳。顺

序不同，性质也不同。 

       天道四脏始于肝，是“求其⾄也，皆归始春”的意思（帝出乎震）；⼈道的四脏，始

于⼼，是“太阳独⼤”“⼼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官危”的意思。

       天道四象⾔ ⽣命之本，⼈道四象谈⽣命之⼤⽤，对于临床来讲，后者更有实践意

义，前者更有指 导意义。 

       虽然我们把四象从中医的理论中剥离出来单独讲述，但是它依然与中医整体的理论

是融为⼀体的，讲到四象时，我们应该联想到元⽓、整体观、天⼈感应、阴阳、五 ⾏

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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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是世间近于道的规律，它⽤对⽴统⼀来解释道的运⾏⽅式，五⾏则是⽤五种

动态能量循环的系统来解释道运⾏的模型。如果说阴阳是对⽴统⼀，五⾏便是解释对

⽴统⼀的系统。 

       五⾏让对⽴统⼀具象化，且有更丰富的层次感，更形象的⾃我循环。 

       如果阴阳是体，五⾏便是⽤。五⾏的应⽤极为⼴泛，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五⾏学说认为，⾃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不同的物态属性

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的结果。这⼀发现和应⽤找出了宇宙间万物⽣⽣灭灭的规律和原

因。五⾏学说在中医、运⽓学、⻛⽔学、预测学等⽅⾯不仅是理论指导，更拥有实践

的成果。 

       五⾏学说的产⽣，据传最早源于西周《尚书》的记载：“五⾏， ⼀⽈⽔，⼆⽈⽕，

三⽈⽊，四⽈⾦，五⽈⼟；⽔⽈润下，⽕⽈炎上，⽊⽈曲直，⾦⽈从⾰，⼟爰稼穑。

润下作碱，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作⾟，稼穑作⽢。”此论以⽔作为五⾏之⾸的排

序，⼤体上介绍五⾏的性质与作⽤。 后来春秋战国形成⼀个学派叫阴阳五⾏学派，五

⾏进⼊显学的阶段。到了汉代独 尊儒术，五⾏学派便藏于⺠间，在中医、算命、⻛

⽔、预测学等⽅⾯有⼴泛的市场。 

       五⾏学说⼗分庞⼤繁杂，我们将从五⾏属性、⽣克，及五⾏在中医的应⽤等⽅⾯

初探五⾏，希望能阐释⼀⼆。 

       （1）五⾏属性 天地万物皆有阴阳正反两种对⽴⼒量，即有⽣有克，有来有往。五

⾏⼜各具阴阳 之⽣克对⽴统⼀的特性，因此五⾏其实是阴阳的扩展版。 五⾏之⾏，就

是运⾏，什么在运⾏？怎么运⾏呢？ 

       是⽓在运⾏，简单说是能量在运⾏。⽔润下⽽为下向运⾏，⽕炎上⽽为上向运

⾏，⽊外发⽽为外向运⾏，⾦内敛⽽为内向运⾏，⼟平实⽽为平向运⾏。 

       根据《⻩帝内经》的观点，⽔⾮实⽔，⽽是⽓动中之“湿＂；⽕⾮实⽕，⽽是⽓动

中之“热”；⽊⾮实⽊，⽽是⽓动中之“温＂；⾦⾮实⾦，⽽是⽓动中之“寒”；⼟⾮实⼟，

⽽是拥有湿、热、温、寒的⽓动，具有综合调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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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五⾏⽣克 

五⾏学说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相⽣相克的因果联系，它促进着事物的发展

变化。 

相⽣，即互相滋⽣、促进。相克，即互相制约、克制。在相⽣的关系中，都有⽣

我和我⽣两个⽅⾯的关系。⽐如，⽣我者为⽗⺟，我⽣者为⼦孙，克我者为官⻤，我

克者为妻财，⽐肩者为兄弟。 

⽣者，推动事物的成⻓。克者，维持事物的制衡。没有⽣就没有事物的发⽣和成

⻓，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在发展和变化中的平衡与协调。没有相⽣就没有相克，没

有相克就没有相⽣。这种⽣中有克，克中有⽣，相反相成，互为因果互相为⽤的关

系， 推动和维持事物的正常⽣⻓、发展和变化，⽽且是在五种能量圈中循环往复，周

⽽复始的。 

五⾏⽣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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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克图中，可以明确看到五⾏的⽣克关系，不再多讲。需要补充说明的

是特殊的五⾏⽣克关系。 

       物极必反，凡事物亢极则乘，强⽽欺弱，这叫做乘。

       事物亢极，太过，往往易折， 如⽟硬易碎，钢太刚易折断，就是这个道理。

       五⾏亢乘是量多克量少的⾃⾝顺克现象。 

       第⼀种现象叫过⽣反克（或五⾏乘侮）。 

       任何事物皆有极限，五⾏相⽣固然是好，但是过犹不及，因此需要注意量⽐。

       就如在同⼀载体下，阴阳某⼀⽅过多则另⼀⽅会受压制⽽少。例如，⼟⽣⾦，

但过多的“⼟”反⽽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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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春旺、冬相、夏休、四季囚、秋死； 

       五⾏⽕ 夏旺、春相、四季休、秋囚、冬死； 

       五⾏⼟ 四季旺、夏相、秋休、冬囚、春死； 

       五⾏⾦ 秋旺、四季相、春囚、夏死、冬休； 

       五⾏⽔ 冬旺、四季死、春休、夏囚、秋相。 

       在五⾏⽣克中，季节等因素决定了五⾏旺衰，这时就会出现逆克的现象，如衰克

旺，弱克强的现象。

       如“⼟旺⽊衰，⽊受⼟克；⽊旺⾦衰，⾦受⽊克；⽕旺⽔衰，⽔ 受⽕克；⽔旺⼟

衰，⼟受⽔克；⾦旺⽕衰，⽕受⾦克。” 

       故《元理赋》有⾔，“⾦赖⼟⽣，⼟多⾦埋；⼟赖⽕⽣，⽕多⼟焦；⽕赖⽊⽣，⽊多

⽕塞；⽊赖⽔⽣，⽔多⽊漂；⽔赖⾦⽣，⾦多⽔浊。” 

       第⼆种现象叫弱⽣反克 

       ⽣者不⾜⼒⽽反受被⽣养者克的现象。再以“⼟”与“⾦”为例，“⾦”过多⽽“⼟”少，则

“⼟”⽣“⾦”不⾜⽽反受累受克；可说成是“⾦多⼟泄，泄多为克”。故有说法：“⾦能⽣⽔，

⽔多⾦沉；⽔能⽣⽊，⽊盛⽔缩；⽊能⽣⽕，⽕多⽊焚；⽕能⽣⼟， ⼟多⽕灭；⼟能⽣

⾦，⾦多⼟虚。” 

       第三种现象叫五⾏衰旺反克。 

       在五⾏中，根据季节不同，当令的五⾏存在旺相休囚死的状态。

       即当令的旺，我⽣的相，⽣我的休，克我的囚，我克的死。

       ⽐如，春天是⽊当令的季节，因此⽊旺； ⽕是⽊⽣出来的，因此⽕相。⽔如同⽣

⽊的⺟亲，现在⽊已⻓成兴旺之势，⺟亲便可退居⼀旁，因此⽔休；春⽊兴旺，⾦已⽆

⼒克伐，因此⾦囚。⼟是⽊所克的，现在⽊既当令，⽓焰强旺，因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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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照表 

 

       (3)五⾏与中医 

       中医讲究天⼈合⼀，五⾏规律类⽐于⼈体，有奇妙的效果。 

       ⽐如，以五脏配属五⾏，则由于肝主升⽽归属于⽊，⼼阳主温煦⽽归属于⽕，脾

主运化⽽归属于⼟，肺主降⽽归属于⾦，肾主⽔⽽归属于⽔。为什么有此说法？因

为，肝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有“⽊”⽣发的特性，故以肝属“⽊”；⼼阳有温煦的作

⽤，有“⽕”阳热的特性，故以⼼属“⽕”；脾为⽣化之源，有“⼟”⽣化万物的特性，故以

脾属“⼟”；肺⽓主肃降，有“⾦”清肃、收敛的特性，故以肺属“⾦”； 肾主⽔、 藏精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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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润下的特性，故以肾属“⽔”。 

万物五⾏对应表 

       五⾏学说把⼈体作为整体看待，实现了⼈体脏腑组织之间⽣理功能的内在联系。

⽐如，肾（⽔）之精以养肝，肝（⽊）藏⾎以济⼼，⼼（⽕）之热以温脾，脾（⼟）

化⽣⽔⾕精微以充肺，肺（⾦）清肃下⾏以助肾⽔。这就是五脏相互资⽣的关系。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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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肃下降，可以抑制肝阳的上亢；肝（⽊）的条达，可以疏泄脾⼟的壅郁；

脾（⼟）的运化，可以制⽌肾⽔的泛滥；肾（⽔）的滋润，可以防⽌⼼⽕的亢烈；⼼

（⽕）的阳热，可以制约肺⾦清肃的太过，这就是五脏⽣克的关系。 

       与此同时，五⾏说明了脏腑间的病理影响。

       ⽐如，肝病可以传脾，是⽊乘⼟；脾病也可以影响肝，是⼟侮⽊；肝脾同病，互

相影响，即⽊郁⼟虚或⼟壅⽊郁；肝病还 可以影响⼼，为⺟病及⼦；影响肺，为⽊侮

⾦；影响肾，为⼦病及⺟。

       肝病是这样， 其他脏器的病变也是如此，都可以⽤五⾏⽣克乘侮的关系，说明它

们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五⾏与五⾊、五味等都有关系，通过病⼈的⾊、味、脉，可以诊断病⼈的病情。 

       ⽐如，如⾯⻅⻘⾊，喜⻝酸味，脉⻅弦象，可以诊断为肝病；⾯⻅⾚⾊，⼝味

苦，脉象洪，可以诊断为⼼⽕亢盛。

       脾虚的病⼈，⾯⻅⻘⾊，为⽊来乘⼟；⼼脏病⼈，⾯⻅ ⿊⾊，为⽔来乘⽕，等

等。 

       在治疗原则上，中医采取“虚则补其⺟，实则泻其⼦”的⽅法，补⺟，是针对具 有

⺟⼦关系的虚证⽽治疗的，如肝虚补肾，因为肾为肝之⺟，所以补肾⽔可以⽣肝⽊。 

       泻⼦，是针对具有⺟⼦关系的实证⽽治疗的，如肝实泻⼼，因为⼼为肝之⼦，所

以泻 ⼼⽕有助于泻肝⽊。

       中医还采⽤“抑强扶弱”的⽅法，泻其克者之强，补其被克者之弱。

       如肝⽊太过⽽乘脾⼟，肝⽊太过为强，必须泻之，脾⼟为弱，必须补之。 

       ⼈体任何⼀部位都有五⾏，⾄于这个部位是哪种五⾏，可根据五⾏的属性来判断，

这就带有个⼈的主观看法了。

       有很多专家在同⼀部位上的五⾏解读，甚⾄有截然不同 的⻅解，这⾥就不再提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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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主要谈谈中医的⼗进制。 

       在四⼤⽂明古国中，巴⽐伦⽂明的楔形数字为 60 进制，玛雅数字为 20 进制，其

他国家包括中国都在使⽤⼗进制。这说明⼈类的⼼理都是相通的，⼈有⼗指，掰开⼿

指计数是⼈类最基础的共通点，因此⼤多数⼈采⽤⼗进制计数是⾮常正常的。 天⼲

为：甲、⼄、丙、丁、戊、⼰、庚、⾟、壬、癸。 地⽀为：⼦、丑、寅、卯、⾠、

⺒、午、未、申、⾣、戌、亥。 可以看出天⼲为⼗，地⽀为⼗⼆，这些都成为⼗进制

计数的前提条件。 

5. 中医⼗进制 

经过我⼤量的研究，发现实现中医量化的数字编码可以采⽤⼆进制与⼗进制两种 

⽅式。⼆进制包括阴与阳，河图、洛书，先天⼋卦与后天⼋卦的应⽤，此点我们会在

第三章讲到。 

实际上，天⼲和地⽀的发明就是⽤来计数的，只是它计的不是⼩事物⽽是记录⽇ 

⽉星⾠和岁时季节的变化规律。根据天时运⾏规律，古⼈把⼗天⼲和⼗⼆地⽀相互轮

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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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配合，排衍出六⼗个⼲⽀，称为六⼗甲⼦，即六⼗年⼀甲⼦。把⼀昼夜分为⼗⼆时

⾠，以⼗⼆地⽀来代表。 

       ⼲⽀产⽣后，同样也应⽤到中医上。在《⻩帝内经》中便⽤⼲⽀来说明⼈体复杂的

⽣理病理现象，创⽴了相应的中医基础理论和诊断治疗⽅法。阴阳是抽象的，五⾏ 把

阴阳具象化了，⽽天⼲地⽀把五⾏更具象化了，最后纳⼊六⼗甲⼦的⼤循环之中。 

       也就是说，仅仅⽤五⾏来解释⼈体的⽣理变化还不够透彻，于是引⼊⼲⽀来进⼀

步说明其变化。⽐如，五⾏的⽊、⽕、⼟、⾦、⽔，配以天⼲则甲⼄属⽊、丙丁属⽕、

戊⼰属⼟、庚⾟属⾦，壬癸属⽔。五⾏配以地⽀，则寅卯属⽊、⺒午属⽕，⾠戌丑未

属⼟，申⾣属⾦，亥⼦属⽔。 

       天⼲地⽀主要讲时间和空间，⽽⼈则⽴于天地之间，受天地限制，同时具备时间

空间的特性，中医认为天地⼈合⼀，其实就是讲⼈体的⽣理功能以及⽓⾎经络的循环，

会随着天地⽇⽉时⾠的变化⽽变化。尤其在⼆⼗四⼩时内，⼈体的⽓⾎经络变化是⾮

常明显的，中医师就是利⽤这⼀点，根据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治疗⽅法和服药⽅

法，从⽽达到精准治疗的⽬的。 

       中医把⼗⼆地⽀运⽤于⼗⼆经络⽓⾎的流注循⾏，其顺序为：寅时起于肺，卯时到

⼤肠，⾠时到胃，⺒时到脾，午时到⼼，未时到⼩肠，申时到膀胱，⾣时到肾，戌 时

到⼼包络，亥时到三焦，⼦时到胆，丑时到肝，寅时⼜起于肺，如此反复循环。古 ⼈

因此创⽴了⼦午流注、灵⻳⼋法等针灸治病的特殊⽅法。 所以，学好中医，⼀定要掌

握好天⼲地⽀的特性与应⽤。 

（1）天⼲ 

      ①天⼲之象理 

       甲：表⽰种⼦⽣机发动，嫩芽突破甲壳⽽初⽣。甲⻣⽂象种⽪裂开的形象。 

       ⼄：表⽰幼苗始拔节⽽⽣⻓。象形字⼄本义象植物屈曲⽣⻓的样⼦。 

       丙：表⽰为阳⽓充盛，⼩苗⽣⻓显现。古代以⼗⼲配五⽅，丙为南⽅之位，因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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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说⽂韶字》：“丙位南⽅，万物成炳然。阴⽓初起，阳⽓将亏，从⼀⼊⻔，⼀

者阳也。”五⾏中丙丁属⽕，丙为阳⽕，丁为阴⽕。

       丁：表⽰不断壮⼤成⻓。王充《论衡》⽈，“⻮落复⽣，⾝⽓丁强。”丁引申为强

壮。 

       戊：表万物越发茂盛。古代以⼗⼲配五⽅，戊居⼗⼲中，因以五⾏指中央。《汉

书》⾔：“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表⽰万物含英吐秀已⾄成熟之极。甲⻣⽂作 “已”、" S" 形，象绳曲之形。象 万

物辟藏诎形也。

       庚：表⽰果实收敛，⽣命可繁殖更换。原指⼀种农具，样⼦像簸箕⽽有柄，扬⾕ ⽶

⽤的，故下加⼏笔便成了康字。 

       ⾟：表⽰成熟肃杀后，新⽣机渐潜伏起来。象形字，据甲⻣⽂像古代刑⼑，本义 ⼤

罪。⾟之借⽤为天⼲第⼋位，可能是取⾃原古⽂通”薪"、“新”及⾟辣字义，及对应⼄ 之

屈曲弯伸表⼆⽽对反为艰⾟作为天⼲⼋。 

       壬：表⽰阳⽓蜇伏于下，妊养着新的⽣命。象形兼指事，像⼀个⼈挑担⼦，本义

挑担。 

       癸：表⽰第⼆代⽣命⼜将开始，宿根待发。 

       ⼗天⼲原本是古代描述物候的符号，指随四时阴阳的时空更替，⾃然界的万物⽣ ⻓

化收藏的演变次序。甲⼄为万物破甲⽽初⽣渐⻓之貌；丙丁为万物成⻓明显壮⼤之 状；

戊为万物丰茂⽽开花结果之景；庚⾟为万物⼀改丰实⽽变为收敛肃杀之情；壬癸 为阳⽓

蛰伏，⽣机潜藏，待春⽽动之体。 

     

       ②天⼲之数与阴阳 

       天⼲对应的数字为： 

       甲、⼄、丙、丁、戊、⼰、庚、⾟、壬、癸分别对应数字为1、2、3、4、5、6、

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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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对应为：甲⼄属春，丙丁属夏，庚⾟属秋，壬癸属冬，戊⼰⻓夏（综合

⼆分 ⼆⾄）。什么叫⻓夏？ 

       戊⼰⼟古代作第五季⻓夏，是作为综合四季的，根据地⽀的中央⼟司属四⽴（⽴

春、⽴夏、⽴秋、⽴冬），故此认为天⼲戊⼰⼟应主两分和两⾄，⼆分为春分、秋

分，⼆ ⾄ 为夏⾄、冬 ⾄，合称⼆分⼆⾄。 

《素问》说：“甲、丙、戊、庚、壬为阳，⼄、丁、⼰、⾟、癸为阴；五⾏各⼀阴

⼀阳，故有⼗⽇。”即天⼲分属阴阳性为如下： 阳性：甲、丙、戊、庚、壬；阴性：

⼄、丁、⼰、⾟、癸。 

       ③天⼲与⽅位五⾏ 

 ⼗天⼲意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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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天⼲化合冲克 

       甲⼰合化⼟，⼄与庚合化⾦，丙与⾟合化⽔，丁与壬合化⽊，戊与癸合化⽕。 

       ⼗⼲化合，⼜称五⾏五合，或天⼲五合。五合者，即五位相得⽽各有合，这可从

河图上的数字可以得出。

       河图1 和 6 向合，2 和 7，3 和 8 ，4 和 9，5 和 10 均各有 合。⽽以⼗天⼲对

应，则 1 为甲， 6 为⼰， 1 和 6 向合，则甲与已化五⾏⽓合。其它以此类推。 

       甲庚相冲，⼄⾟相冲，壬丙相冲，癸丁相冲，戊⼰⼟位中央，⽆⽅向相冲。 甲⼄

⽊克戊⼰⼟，丙丁⽕克庚⾟⾦，戊⼰⼟克壬癸⽔，庚⾟⾦克甲⼄⽊，壬癸⽔ 克丙丁

⽕。 

       （2）地⽀ 地⽀是中国古代天⽂学最最核⼼的内容，是中国古代天⽂学最重要的

符号。天⽂ 来⾃具体对天象的观察，源于古代⼆⼗⼋星宿另⼀种⼀年的表达。

       ⼦代表⿏，丑代表⽜，寅代表⻁；卯代表兔，⾠代表⻰，⺒代表蛇，午代表⻢，

未代表⽺，申代表猴，⾣代表鸡，戌代表狗，亥代表猪。

       同时古⼈发现⼗⼆属相的分 布很有特点，⽐如，⿏年旺的年份，北⽅的⿏更多，

因此⼦为北⽅；我国东北的⻁很 凶很⼤，因此寅居东北；东南为沿海地带，为⻰之

故乡，因此⾠居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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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对应的五⾏、时⾠、⼈⾝、⽅位以及地⽀的冲克化合的关系，不再详细

叙述，现在资讯⽅便，均可以信息⽹络及图书馆查阅到。 

       ⼗⼆时⾠以地为⽀，以天为⼲。每⼀个时⾠都有天地之⽓，都有阴阳相交。⼗⼆

时⾠是⼗⼆个⽉的缩影。⼗⼆⽉份四季，⼗⼆时⾠亦可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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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间，受天、地之养，受天、地之⽣、⽼、病、死。

       中医乃⾄中国古代哲学的核⼼理论为天⼈合⼀。 

       每天⼗⼆时⾠的地⽀永不变，变的是天⼲。不同的天⼲与地⽀的结合便成了同⼀

时⾠的不同点微妙的变化。有些时⾠适合嫁娶、开业、求财，有些时⾠则不宜。有些

时⾠（季节或⽉份）治疗某病会奇效，皆是某⼀时⾠（季、⽉）的天地之⽓在起作

⽤。 所谓天时、地利、⼈和。 

       所有的术数都可以看⼈事，但都要结合看天、地的状况，看天、地对⼈的影响。

所谓谋事在⼈，成事在天。⼀个⼈的病好了或没好，⼀个⼈的事情成了或没成，⼈的

作⽤何其微弱。最⼤的影响因⼦在于天、地。很多⼈去世时总在那⼏个特定的时⾠

⾥， 像⼦时、午时、寅时等，这些时⾠正是阴阳转换的节点，还有⼀些⽉份也是死

亡率⾼ 的⽉份。 

       中医所讲的⼈得病的外邪有⻛寒暑湿燥⽕，也是来⾃天之⽓的影响。 

      ⻛对应五⾏之⽊，天之⽊⽓为甲、⼄，地之⽊⽓为寅、卯。天地交合后的⽊为甲

寅、⼄卯。 

       寒对应五⾏之⽔，天之⽔⽓为壬、癸，地之⽔⽓为亥、⼦。天地交合后的⽔为壬

⼦、癸亥。 

       ⽕、暑对应五⾏之⽕，湿、燥对应五⾏之⼟或燥对应五⾏之⾦。 

       ⼈在某⼀年、某⼀季节、某⼀⽉、某⼀节⽓时容易同时得某⼀类病，即来⾃天地

的影响。

       有些⼈不得，是他⾃⾝的某⼀⽓强刚好对抗住了外部某⼀⽓的侵袭，⽐如他 ⾃⾝

⼟、⾦⽓旺，春天⽊旺之时，别⼈易得脾胃、呼吸系统疾病，但他没事，⼀⽅⾯ 是肺

⾦、脾⼟旺，不怕⽊克；另⼀⽅⾯，他的⽊⼤概率会弱，到了春天，刚好⼜能补 天地

给养的⽊之⽓。如果到了他⾃⾝有某⼀⽓弱⽽天地之⽓刚好⼜为可克其之⽓，他 就会

病、会伤或是更严重。⽐如某⼈⽕⽓弱，到了冬天或⼦⽉、丑⽉，旺⽔克弱⽕， 旺的

湿寒之泥⼟泄其弱⽕，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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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合⼀宇宙观

（1）中医要求能量要顺“道” 

       明⽩了天⼲地⽀、阴阳五⾏，再来看《⻩帝内经》上所讲的某脏腑会在某 ⼀季

节病、在某⼀季节重、在某⼀季节愈；或会在某⽉病、某⽉重、某⽉ 愈就可理解

了。 

 第⼆节 中医的“五观” 

⼿掌三合六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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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宇宙能量，分“阴阳”，有上升的⽓和下降的⽓，也有左旋⽓与右旋⽓。上升

的⽓为清为轻，下降的⽓为浊为重，⼆者碰撞，形成异变，在⽓候是降⾬或⻰卷⻛，在

⼈体是五邪或疾病。⽓⼀个在左，⼀个在右，两种⽓相辅相成开始有规律地旋转，形成

的图案就是《易经》中的太极图，这是⼀切⽣命的基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便是宇

宙的真相，⾃然的奥秘，即任何事物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这也是⼀ 种道。 

       道有万千，⾃然⽽发⽣的道，⽅为⼤道。中医顺⼤道，就是顺着⾃然之道——⼤

⾃然的规律。 

       ⼤⾃然的规律就是天与地之间运⾏的规律，这也是宇宙能量上升下降、左旋右旋

所产⽣的。世界上的⼀切事物都是相对运动的，能量也是如此。 

       易经其实就是在研究能量是如何运动的，只不过它把能量分为阴与阳罢了。刚才说

过能量的运转⽅式是升降与左右旋，能量的属性是什么呢？能量属性主要分为胀与

缩。是升降旋转导致了胀缩呢，还是胀缩推动着升降与旋转？应该是两者都有。 胀

缩，简单来说是热与冷。

       《千字⽂》中所说的“寒来暑往”“露结为霜”也是在讲述这个⼤⾃然的规律。冬天与

夏天是交替进⾏的，阴与阳也同样在交替。在⼤⾃然中，当能量持续下降，天⽓就会变

得寒冷，就会出现露⽔。当寒⽓进⼀步增加的时候，露⽔就会变成霜。寒露过去后就是

霜降也是这个道理。反之，“⽓”上升，天⽓就会变热。 世间万物的⽣存都依靠能量。在

⾃然中，我们可以将阳理解为⽩天，将阴理解为夜晚。⽩天，阳⽓上升，植物吸取热的

能量开始⽣⻓。到了夜晚，阴⽓上升，植物就要依靠夜晚的能量来中和⽩天所吸收的阳

⽓。在这个过程中，能量是守恒的。植物在吸阳⽓的时候，动物会在吐阴⽓。反之亦

然。这就是为什么植物⽣产的氧⽓为⼈所⽤， ⽽⼈呼出来的⼆氧化碳却是植物的最

爱。在夏天的窑洞中或者地下室⾥还是会感觉到凉⽓，是因为热⽓上升⽽冷⽓下降；在

冬天⾝处窑洞或者地下室，我们反⽽会感觉到 温暖，这就是阴阳⼀体，阴阳交互⽽能

量守恒的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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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顺应此道，⼈体的很多病症治疗起来就变得很容易了。例如，⼀个⼈怕冷，

我们就顺应⾃然，提升他体内的阳⽓，也就是热⽓，这样⼀来就不怕冷了。若是⼀个

⼈上⽕，那我们就让他体内的能量往下降，降低他⾝体⾥的阳⽓，这样⼀来就不上⽕

了。夏天空调屋⾥待久了，就要在骄阳下⾛⼀⾛，依靠热的能量来中和体内冷的能量，

这样⾃然也不容易得“空调病”了。 

       （2）⼈体与宇宙的天⼈合⼀ 

        ⼈体与宇宙，是合⼀的。宇宙即⼈体，⼈体即宇宙。看似⽞奇，实有证据。 

       从宏观的⻆度看天体运⾏，与微观的⻆度看⼈体，其实都是⼀样的。⼀年中分为

12 个⽉，⼈体有 12 条经络；⼀年⾥有 365 天，⽽⼈体有 365 个⽳位；⼀年内有 24

个节⽓，⼈的脊椎有 24 节，这些都不是巧合！⼤到宇宙天体，⼩到⼈体五脏六腑，其

实运⾏的逻辑都是⼀样的，这就是⼈似宇宙，宇宙似⼈，天⼈合⼀。 

       在太阳系中，⾦星、⽊星、⽔星、⽕星、⼟星的运⾏，与我们⼈体五脏六腑的运

作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亮绕着地球转，可以影射⼈体体内的⼩周天。⼀年中的 24个节⽓也是古⼈根据

⼈体的24个脊椎在⻣节变化的时候产⽣的微妙感应来划分的。 所以，宇宙之中的每⼀

点我们都能从⼈体中找到对应。

       中医所说的“天⼈相应、 天⼈合⼀”指的就是宇宙中的变化规律与⼈体在进化中所形

成⽣理变化规律相通。 

       我们在对⽇⽉的变化中认识到天体的运动规律，在⼭川河流的变化中认识到⾃然

的规律，在世间⼀切的万物的井然秩序中找到⽣命繁衍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中找到

⼈体与宇宙之间的联系。

       可以说，我们认识宇宙、认识⾃然，就是认识⾃⼰，⽽在认识⾃我的过程中也对宇

宙有了更加完善的认知。 

       ⼈体与宇宙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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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内经》研究的就是利⽤五⾏中⾦、⽊、⽔、⽕、⼟相⽣相克的规律来研究

⼈体的运⾏规律。⽓候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都会对⼈体造成⼀定的影响，这就是《⻩

帝内经》中强调的“⼈与天地相参”。⽆论是从养⽣的⻆度来看，还是从治病的⻆度 来

看，⼈只要能够适应四季变化、环境变化，⾝体的功能就能得到正常的运转。⼈体昼夜

的⽣⻓规律对应宇宙中阴阳的变化，跟宇宙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中医中，疾病也有

“旦慧，昼安，⼣加，夜甚”的规律。 

       ⼈在宇宙中⽣存，就会受到宇宙的影响。与宇宙相⽐，⼈是⼀个⾮常渺⼩的个体，

⼈必须与⾃然和谐相处，积极适应⾃然的变化。⼈与⾃然从来都不是站在对⽴⾯上的，

⽽是要互相包容，努⼒形成⼀个整体。只有这样⼈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真

正意义上的健康也不能够从⼀个单⼀的⻆度来看待。我们⽣活在⼀整完整的宇宙空间

中，宇宙中的万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的健康就是体现⾃然的健康，⽽⾃然的健康

也能体现出⼈的健康，这也就是 “天⼈合⼀”。 

       （3）“相”乃全息，⼿相⾯相揭露的⼈体奥秘

       ⼈体有两只⼿，每只⼿都代表着⼀个太极。左⼿和右⼿。⼿掌与⼿指、掌⼼与掌

背、⼿纹与⼿的颜⾊、指纹的形状都分阴阳。在五根⼿指中，有四根分为三节，这三

节代表着三才，即：天、地、⼈纹。五指也有五⾏之分，代表着四⽅与四季，即南北

东西与春夏秋冬。⼿的⽓⾊也各分五⾏，确定旺、相、休、囚。 

       通常⼈的⼿掌分为红⾊和⽩⾊，红⾊的地⽅⾎管密集，⽩⾊的地⽅⾎管相对较为

疏散。⼈体若是健康，⼿掌的颜⾊则⾊调柔和⾃然，呈淡红⾊，富有光泽。若⼿掌的

颜⾊为鲜红、暗红或是红棕等较深的颜⾊，或为⻩、褐、⿊，同时有⻘筋凸起，⾎丝

密布，⼀般来说就是⾝体出现了问题。 

      ⼈的掌纹看起来复杂，却暗含条理性，由 14 条线、8 种纹有规律的组合起来。掌

纹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出⽣时就有。⽽另⼀部分，则是根据⼈体在⽣⻓过程中所产

⽣的变化⽽变化，这些变化⼤多数来源于⽣理变化和⼼理变化。 



47

       在中医中，可以通过⼿纹的变化来观察⾝体上出现的问题。例如，代表胃的区域

位于智慧线的下⽅，也就是⼿掌中央向下的位置。通过观察此区域可以看到胃部的⼀

些状况。若是此区域颜⾊偏暗偏⻘，则有胃病；若此区域苍⽩、⼲燥，则脾胃虚弱，

消化不良。 

       五指中同样也蕴含着五⾏。 

       ⼿只是⼈体结构的⼀部分，⼿相却能显⽰⼈体整体的健康全息影像，如同⼀花⼀

世界，⼀世界只是⼀花。⼿相能预测⼈体的健康，同样⼈体的健康也会告诉我们⼿相

的状况。不仅如此，⼈体的指甲、头发、胡须、⾯相、⽪肤、⾆相等等，都可以预测

⼈体的健康情况，只是现在总结的主要是⾯相、⼿相、⾆相罢了。 

       以⾯相为例，以阴阳、五⾏、三停、五官、⾯相⼗⼆宫等理论为基础，可以把⾯

相划分成诸多部位，进⾏详细分析。 

       ⾯相学讲三停，上停：为天，发际线到眉⽑部位，主管少年运程：15岁〜30岁之

间的运势。 

       中停：为⼈眉⽑到⿐准头部位。主管中年运程：31岁〜50岁之间的运势。 

       下停：为地，⿐下到下巴部位。主管晚年运程：执掌51岁以后的运势。 

       上庭⻓伴君王，中停⻓多贤良，下庭⻓晚景昌。 

       如果上停部位的额头光滑且有光泽，⻓得很开阔，说明其⼈⻘少年运势不错，家

境好，深得师⻓帮扶，学业有成。反之如果额头有乱纹、破损及恶痣，说明其⼈运势

难好，容易有病难，纵然出⾝富贵之家，亦压⼒重重。 

       如果中停在三停之中的⻓度适当，且眼睛炯炯有神，⿐⼦⼭根平顺，⿐头圆润，

双眼下⽅的夫妻宫饱满，说明这⼀时期⼈的⾝体、事业、感情运势顺畅，财运扶摇直

上，⽆论处在社会哪个阶层做事均可得⼼应⼿，⼼情愉快。反之如果中停太⻓或者太

短，与整个⾯部⽐例失调，说明其⼈意志⼒过强或者过弱，容易因刚愎⾃⽤或者懦弱

怕事⽽坏事，做事求财成少败多，陷⼊困境⽽不能⾃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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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相三停 

 

       如果下停圆润，⻓度适宜，说明此⼈晚年做事有分⼨，有包容⼼和处世智慧，有

福泽可享⽤，值得期待。反之如果下停⻓度过于短促，或下巴太尖，或过于消瘦⽆

⾁， 则说明晚年仍然为名为利为⼦⼥终⽇操劳，或者⾝体有恙，少有闲暇和闲⼼安度

晚年， 为劳碌之命。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部的五官、头⻣、眉⽑、肤⾊、痣的位置等判断⼀个⼈的

疾病与吉凶祸福，因此论述颇丰，不在这⾥⼀⼀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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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阴阳五⾏平衡观 

       总之，⼈体即宇宙，天⼈⼀体。⼿即⼈体，也是天⼈合⼀。相即⼈体，也是天合

⼀。 ⿇雀虽⼩，五脏俱全。⼀切微观，俱是宏观征兆；⼀切宏观，俱是微观的显

现。微观 即宏观，宏观即微观，万物皆有联系，万物皆互为因果，这便是中医天⼈

合⼀的宇宙观。

        《道德经》有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 有

⽆相⽣，难易相成，⻓短相形，⾼下相倾，⾳声相和，前后相随。” 

       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是在⽭盾中追求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之道”。

⽽“阴阳之道”，也可称之为“平衡之道”。平衡所表达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左不右，不上

不下，不⾼不低。平衡是客观表述，是天地中⽆意呈现出来的规律。在平衡中加 ⼊⼈

的主观诉求便是和谐，因此平衡之道，即和谐之道。和谐之道也是平衡之道。 

       《易经》⼀书既为⾃然规律，⼜被孔圣加⼊道德规范。《系辞》⽈：“故易是有 太

极，是⽣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卦，⼋卦定吉凶，吉凶⽣⼤业”，前⼏句客 观讲

⾃然相⽣规律，后两句由客观规律引申主观的⽭盾与和谐的规律，《易经》中的五⾏将

这些规律更具体化了。 

       五⾏是在⽭盾中追求循环平衡连接。 

       五⾏为⾦、⽊、⽔、⽕、⼟。⽊、⽕为阳，⾦、⽔为阴，⼟则是半阴半阳。物质构

成的基本元素就是五⾏。任何事物都有⼀⾏、⼆⾏直⾄五⾏的属性，这也就是世间万物

各具独特，没有完全⼀样东西的原因。 

       ⽔，指阳性湿⽓，具有向下滋养的作⽤。

       ⾦，为阴性燥⽓，质坚性寒，能柔能刚，可延展，具有肃杀、变⾰的作⽤。

       ⽊，为阳性湿⽓，具有向上勃发的仁慈、柔和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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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物互联⾃然观 

（1）中医的有机⾃然观 

        ⽕，为阳性燥⽓，发热保温，驱逐寒⽓，具有冶炼⾦属的作⽤。

       ⼟，阴阳之⽓平衡， 相交凝结⽽成，有⽣化载物之能。

       宇宙中的各种事物和发展都离不开五⾏相⽣相克的关系。这种关系相辅相成，⽣中

有克，克中有⽣，相互制约也相互发展，维系着事物 的正常发展和变化。 

       五⾏相⽣是指相互扶持、帮助、合作。是⼀种事物对另⼀种事物产⽣的促进和滋养

的作⽤。

       ⾦⽣⽔，⽔⽣⽊，⽊⽣⽕，⽕⽣⼟，⼟⽣⾦。⾦⽣⽔，是因为⾦属材质的东西被⽕

冶炼后，会熔炼成液体，⽽液体是属⽔的。 ⽔⽣⽊，是因为⽔能灌溉草⽊，使⽊⽣

⻓。⽊⽣⽕，⽊属性的物料易⽣⽕。⽕⽣⼟， 燃烧后，会化为灰烬归于尘⼟。⼟⽣

⾦，是因为⾦属矿物隐藏于泥⼟中，故⼟⽣⾦。 

       五⾏相克的含义，是指排斥、反对、压制。是⼀种事物对另⼀种事物的⽣⻓进⾏制

约。⼟克⽔，⽔克⽕，⽕克⾦，⾦克⽊，⽊克⼟。 

       ⼟克⽔，是因为⼟为实⽽⽔为虚，实战胜了虚，从古⾄今也有“兵来将挡，⽔来⼟

掩”的说法。⼟可以防⽔，所以⼟克⽔。⽔克⽕，⽕遇到⽔就会熄灭。⽕克⾦，烈⽕可

以溶解⾦属。⾦克⽊，⽤⾦属制造的⼯具可以切割树⽊。⽊克⼟，树⽊从⼟中破出，向

上⽣⻓，草⽊在途中扎根验⾝的⼒量也很强⼤，可以冲破⼟的阻碍。 

       五⾏存在的意义，不⽌是表达⽣克关系，也是显⽰在万物在⽣克的冲突之中达到

动态平衡，达到平衡了，物体⽅能存在。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激荡中，各具五⾏属

性，在五⾏⽣克的⽭盾中失衡，在失衡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推动阴阳⼒量 消

⻓，达⾄平衡。当达到平衡时，新的⽣物（物体）便诞⽣了。这就是中医的阴阳五⾏

平衡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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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是关联，五⾏是关联，⽽关联或推动阴阳旋转、五⾏循环着，是⽓。 

      ⽓渗透于万 物之中，能相互感应、吸附、排斥、转化，从⽽以这种⽅式将万物连

接在⼀起。 

       《⻩帝内经》⽈：“在天为⽓，在地成形，形⽓相感⽽化⾝万物矣。”意思是宇宙

浩渺⽆垠，充满了⽓，当宇宙太空中的⽓不再缥缈⽆依，落地于可依附的某处尘⼟

时，⽓便化成形。⽆形之⽓与有形之⽓相感应，就由虚转实，化为世间万物。部分世

间万物感应更强烈，就由⽆机物转有机物，由⽆灵智转为有灵智，化为世界万物⽣

灵。 因此，从本质上讲，世间万事万物⽣灵都是⽓。⽓，便成了世间万事万物⽣灵的

连接， 万事万物⽣灵俱为互联，俱为⼀体。 

       例如，⼈的⼀切⽣命活动都是由⽓贯通的，包括感觉、情绪、思维等等，⼀切由

内向外散发出的⽣理或是⼼理的活动，都是在⽓运动下造成的结果。⽓先天藏于肾

内， 后天由肺滋养，借助经络流通于全⾝，维持⼈的⽣命活动。 

       中医指消化功能为“脾胃之⽓”，称⾎液流通循环功能为“⽓为⾎帅”，称免疫 功能

为“卫⽓”，称呼吸功能为“肺主⽓”，称⽣殖功能为“肾⽓”，称新陈代谢功 能为“⽓ 化”。

⼈体所有的功能都需要在⽓的作⽤下维持。⽓若是散尽了，⼈的⽣命也就不复 存在。

因此，对于⼈体来讲，⽓，便是⽆形⽓与有形⽓那⼀点感应，⽆⽓， ⼈体则⽆ ⽣

机，渐渐成为⽆机物。 

        因此，万物有灵，⽓便是灵之魂。有元⽓之灵，才会诞⽣⽣命体。 

        ⽣命体是形，⽓是感应之灵。

 

       ⼈的有形⾁体就脱胎于有感应之灵的⽓。在⾃然演化的过程中，经过阴阳五⾏之

道的助⼒，⼈体逐渐形成了“五脏之形”。但是，在具象的形的背后，是由⽓在⽀撑、

发挥作⽤的。从⽆形的⽓到有形的五脏，⽓既有聚的作⽤，也有散的作⽤。聚散相平

衡，才会显现出⼈体健康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形之⽓与⼈体之形也在相互作⽤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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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物理学揭⽰基本粒⼦间的相互联系是超系统超时空的，⼀个⼏率波能与宇宙

中任何其他事物发⽣联系，不管相距有多远，不管有⽆时空阻隔，⼏率波都能与其他

任何事物联系上，这多像中医理论中的“⽓”。不管时空的距离有多远，⽓也能与宇宙

万物相连接。 

       量⼦⼏率波这种特性，被数学家⻉尔证明，称之为“⻉尔定理”。基于此定理，量

⼦物理学给中医的启⽰或证明是： ⼈所受的影响， 总是⽆时⽆刻， 总是⽆处不在。

（2）现代量⼦物理学对中医万物互联⾃然观的论证 

       在量⼦物理学中，量⼦的运动规律与疾病的发⽣有着密切的联系。量⼦理论论认

为，量⼦具有状态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产⽣另外⼀种量⼦不确定性：即量

⼦状态总是被某种未知量⼦态所吸收并引起量⼦状态不确定性。 

       中医通过宇宙与地球的变化来对照⼈体的变化，观察宇宙对地球的影响来对照周

遭 环境对于⼈体的影响，从⽽确定治疗的⽅案。这个影响就是⽓的变化，⽽⽓的变

化也是不确定的，并由此不确定引起多⽶诺⻣牌似的连锁反应，这跟量⼦的不确定性

极为相似。 

量⼦纠缠



53

       因此疾病发⽣发展的因果联系⼗分复杂，单靠西医头痛治头的⽅ 式只是盲⼈摸

象，中 医的万联互联观与整体观，反⽽能为之建⽴模型。尽管这个模型 有时较模

糊，受主观 影响较⼤，但是整体⽅向不会偏。

       ⽐如，西医通过现代技术检测 出某些病因，虽具体 ⽽量化，但过于狭窄，中医

的“阴阳、表理、虚实、寒热”虽笼 统，却是从⼈这个整 体以及宇宙对⼈影响的关系上

来解读，中医把万物联为⼀体，⾃然拥有⼴阔的视野与 超凡的战略⾼度。 

       量⼦⼒学中令⼈最为称奇的便是能量场。

       场是什么？ 从狭义上讲，场是⼈的聚集 或活动；从⼴义上讲，场是⼀种⼒，这

种⼒能让周围的⼀切⼈事物吸附、排斥、碰撞 等。量⼦⼒学认为，基本粒⼦之间存在

能量场，它们以光⼦的形式吸收或释放能量， 构建起⼀张连接整个宇宙任何⼈事物，

万物互联⽽统⼀的原⼦关系⽹。基于能量场的 理论，量⼦物理学给中医的启⽰或证明

是：患者⾃有能量场，⽽医药、情绪、⽂化、

       环境、万物、万灵，对于患者来说，也同样起到能量场的作⽤。中药吃下去，病

好 了， 只是说明这⽅中药的能量场在患者⾝上起作⽤了，它修复了患者本该完整合

⼀、 运转 有序的能量场。药吃下去，病若没好，说明靶点（病变部位）没找准，或

转移 了。对此，西医只好再⽤仪器来检测，从⽽得出新的靶点，但是在⼈体这个完整

的能 量场中， ⼀切皆有联系，这个靶点有可能⼜会发⽣转移。西医只好⼀直在检测

靶点， 却总是治不好。 

       中医的经络学说跟能量场的特性有⾼度相似，我们看看中医是怎么解释经络的，

中医认为，“经络是指⼈体运⾏全⾝⽓⾎、联络脏腑、沟通肢体、交通上下内外的通

道，是⼈体功能的调控系统之⼀，是进⾏针灸、推拿治疗时指⽰操作部位的标志。经

络系统把⼈体所有的五脏六腑、四肢、五官、九窍、⽪⾁筋脉等连接成了⼀个统⼀的

有机整体，使他们互相关联，互相调控，从⽽可以使⼈体内的功能活动保持相对协调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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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病先防避险观 

在⼈体中有⼗⼆经脉、奇经⼋脉、⼗⼆经别、⼗五络脉等，其中⼗⼆经脉与⼈体 

的脏腑有着直接关系，是⼈体⽓⾎运⾏的主要通道。⽽每条经络上都有许多腧⽳，这 

些腧⽳是脏腑经络之⽓输注于体表的特殊部位，同时是疾病的反应点。每条经络就是 

⼀个⼩能量场，其所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通过刺激这条经络上的腧⽳，来起到⼀定 

的治疗效果。同样刺激这条经络上的腧⽳，也可以治疗这条经络循⾏所到的远隔部位 

的器官组织的病症。⼈体各部位以经络关联，⼀损俱损，⼀荣俱荣，⽣死相关，休戚

与共，这不正是量⼦⼒学中能量场最⽣动的演⽰吗？ 

量⼦⼒学提出全息场的理论，以此解释量⼦事件的⾮局部关联。简单地讲，任何 

局部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全息盘中任何⼀块碎⽚都拥有并包含整个盘⼦所有的完整 

信息。中医的⾯诊、⼿诊、⾆诊等技术，通过局部征兆参透整体信息，其实就是量⼦

全息场理论最好的证明。这就是中医的万物互联⾃然观 

        中医是⼀套关于⼈体健康的系统学说，它的作⽤是两个：预防、养⽣，治疗，康
复。 

       养⽣、避险、治未病是预防，预防措施没有起效果就是病情产⽣的时候，这时要

引⼊治疗。治疗病情会花钱，为了避免花⼤量的钱让家庭陷⼊贫困，每个⼈都会事先

少量钱 购买避险产品以控制⻛险，因此，从更⼤的意义来讲，治疗其实也是预防的

⼀部分。 

       归根结底，中医是⼀⻔关于⼈体健康预防的科学。 预防，就是采取⼀定的措

施，防⽌疾病的发⽣和发展。《⻩帝内经》称，“圣⼈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

乱，治未乱。”可⻅中医很早就意识到“治未病”的重要性， 并进⼀步强调“病已成⽽后

药之，譬犹渴⽽穿井，⽃⽽铸兵，不亦晚乎。” 

       治未病包括三个⽅⾯：1.未病先防。未病先防是指在⼈未⽣病之前，做好预防，

以防⽣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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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病是治未病思想最突出的体现。⽅法有：调养⾝体，提⾼⼈体抗病能

⼒；调 摄精神，锻炼⾝体；饮⻝有节，起居有常；顺应⾃然规律；讲究卫⽣等防

⽌病 邪侵 袭。2.既病防变。如果⼈⽣病了，⼀定要及早进⾏⼲预治疗，以避免疾

病传变、恶 化。防变的内容包括：早期诊断；防⽌传变，防⽌脏腑组织病变的转

移变化；根据其 传变规律，实施预⻅性治疗，以控制其病理传变等等。3.愈后防

复。疾病痊愈后，要 注 意康复保健，避免疾病复发。 

       未病先防是养⽣，既病防变是避险，愈后防复是保健。这三个⽅⾯都同样重要，

没有哪⼀个是重点，哪⼀个是次点的说法。 

       《医学源流论》说，“善医者，知病势之盛⽽必传也，预为之防，⽆使结聚，⽆使

泛滥，⽆使并合，此上⼯治未病之说也。” 因此，优秀的中医师⼀定要有预防的意识，

有预测的能⼒，有病情恶化时的应对措施。 

避险与医学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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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中医的预防分三个⽅⾯： 

第⼀，中医的健康预测。这是⼀套由现象看本质的理论，包括以症辨治，⾆诊、

⼿诊，⾯诊等。 

    第⼆，中医与命理流派的融合与应⽤。中医源⾃传统⽂化，与传统⽂化的其他⽀

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可以互为所⽤。这些传统⽂化流派包括⾯相、⼿相、四

柱⼋字、梅花易数、紫薇⽃数、奇⻔遁甲、⼤六壬、太⼄等都可预⻅疾病甚⾄⼈⽣命

运。中医与之结合，可以预测⻛险并避开⻛险，这些⻛险不仅涉及⼈⽣的⻛险，如重

疾和意外等，还涉及⾃然的⻛险，如台⻛、地震、疫情等。 

第三，⻛⽔对中医养⽣的重要作⽤。⻛⽔包括阳宅⻛⽔与阴宅⻛⽔。阴宅⻛⽔跟

本篇主题关联不⼤，在此不谈。阳宅⻛⽔主要讲家居⻛⽔。 

（1）中医的健康预测 

中医的预测技术有很多，⽐如望闻术、⾆诊、⼿诊，⾯诊，命理等。为什么中医

能够预测⼈体健康状况？ 

       ⾸先，5000 多年前《⻩帝内经》提出了脏象理论，⽽脏象理论是中医疾病预测的

理论基础。脏象理论是中医整体统⼀观的核⼼，它能从局部看到整体，从表相看到本

质。 

       脏，指⼈体脏器。象，指外表征象。脏象即⾔内脏有病可征象于外，所谓“脏居 于

内，形⻅于外”。即⾔内在的脏腑病理可以反映于外，因此通过外在的器官变化征象

便能预知内脏的病理状况。 

       脏象学说提出了⼈体内外相应、表⾥相关、上下互通、腹背呼应的整体观点。既

然⼈体是⼀个统⼀的整体，是互相联系的，因此疾病的存在就不是孤⽴的，任何⼀个

器官有病，其它器官也就必然受到波及⽽有所表露，这就是说通过疾病的先兆能够预

测疾病。 

《⻩帝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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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

⾏则偻附，筋将惫矣。⻣者，髓之府，不能久⽴，⾏则振掉，⻣将惫矣”。

       意思是说： 

       头代表精神，如果头垂着⽬光看着地⾯，表明精神不佳。

       背代表胸腑，如果背肩膀耷 拉着，说明胸有问题。

       腰代表着肾器，如果腰扭转不便，说明肾器疲敝。

       膝代表筋， 如果膝盖不能屈伸，⾏⾛时总僵弯着膝，说明筋有问题。

       ⻣代表髓，如果不能久站， ⾏⾛摇晃，说明⻣的功能虚惫了。

       这些都表明⼈体各部位与脏腑之间，有着特定的相 应关系。 

       其次，经络体系是中医疾病预测的理论⽀撑。

       经络是运⾏⽓⾎、联络脏腑与肢节、沟通表⾥上下及内外通路的组织，是疾病先兆

产⽣的基础。 

       经络是脏腑的延伸，经⽓源于脏⽓，脏⽓通过经⽓互相通应。

       ⼗⼆经络、三百六 ⼗五络，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络周⾝，⽆所不通。 

       由于经络内连于五脏六腑，外散于“⼗⼆⽪部”，沟通了体表和内脏的关系，因此脏

腑包含的全⾝信息，便可通过经络的“内属外络”反映于外。

       ⼗⼆经脉中，每⼀经 都分别络属⼀脏⼀腑，从⽽加强了脏腑表⾥之间的联系。

       经络⼜在五官九窍之间聚集 组成宗脉和筋⾁，构成“⽬系”、“⽿系”、“⿐系”、“宗筋”

等，密切了脏腑和五官九 窍的联系。因此⼈体任何⼀个器官有疾患皆可通过经络的传

导⽽反映出来。 

       《素问》⽈：“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肺病者，喘咳逆⽓，肩背痛。”便是

说的由于经络不畅⽽引发的症状。

        经络能有规律地反映疾病的状况，故根据经络反映 的病证，有助于对疾病的定

性、定位预测，有利于中医的数字化与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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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中医预测技术较多，我们以⾯诊为例。

        ⾯诊的理论基础源于《⻩帝内经》。

       《⻩帝内经》指出：“⼗⼆经脉，三百六⼗五路，起⾎⽓皆上于⾯⽽⾛空（孔）

窍。” 说明⼈体内脏功能和⽓⾎状况在⾯部有相应表现，⼈们可以通过对⾯部状况的观

察， 来了解⼈体的健康状态和病情变化。 

       在⾯诊中，中医师运⽤望、闻、问、切四诊法来对⾯部整体以及⾯部五官进⾏观

察， 从⽽判断⼈体全⾝与局部的病变情况。

       所谓“相由⼼⽣”，内在五脏六腑的病理变 化或是⼼理变化，终会表现在脸上的相

关区域，所以脸部的望诊最能洞察病机、掌握病情。 

       例如，眉⽑和⾝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只要细⼼观察那些⻓寿的⼈就会发现，

他们的眉⽑往往很⻓。如果眉⽑经常脱落的话，我们就要警惕肾脏疾病。

       中医认为， 眉⽑的浓密与⼈的肾⽓强弱与⽓⾎有关。眉⽑浓密，说明⽓⾎旺盛，

肾⽓充沛，⾝强⼒壮；⽽眉⽑稀淡、恶少，则说明其肾⽓虚亏，体弱多病。 

       当然，衰⽼也会造成眉⽑脱落。

       如果40岁以后，眉⽑外侧逐渐脱落，则不必紧张， 这是⾃然衰⽼的象征，⽽如果

没到 40 岁眉⽑就开始较频繁地脱落，则是⼈体早衰的象征。特别是外眉三分之⼀过于

稀疏或脱落，则说明肾⽓衰减，多有肾上腺⽪质功能减 退症、脑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

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等。 

（2）中医与命理流派的融合与应⽤ 

       优秀的中医师都会算命，不少⼈⻅过那种掐指算命的神医，觉得神奇，但是不知道

原因。这⾥简单举⼀个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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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紫微⽃数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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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布斯，天同星坐命，性格开朗，头脑聪慧，灵巧机敏，有强烈的好奇⼼，兴趣

多元，但偏好动脑⽽不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优秀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曲星坐

他的疾厄宫，代表他的⼀⽣先天消化系统⽐较虚弱，⽐较容易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在《乔布斯传》中，有⼀段霍姆斯描述乔布斯⾏为的话：“他总是⾮常饥饿的来到 农

场，⻛卷残云⼀般吃光我们准备的所有⻝物，然后再出去吐掉。这让我们很困扰。 另

外，我想⼤家应该都知道，乔⽼爷⼦是个⼯作狂，因此，在每天⾼强度的⼯作情况

下， 每⽇所需消耗的热量则会更多。但是，乔布斯每天摄⼊的热量⼏乎都是亏空的，

所以 乔⽼爷⼦⼀直是⼀位⾝形消瘦的智者。 

       

乔布斯⼈⽣运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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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布斯的这种⽣活⽅式与它最后的死亡有什么关系呢? 

       乔布斯患有严重的暴⻝症。但乔布斯⼤部分时间是在节⻝的，偶尔在节⻝期间会

突然暴饮暴⻝，然后通过催吐、服⽤泻药等⽅式将⻝物排除体外。乔布斯经常使⾃⼰

处于节⻝、暴⻝、过⻝交替出现的过程中。⽽克制进⻝导致的神经性贪⻝、暴⻝对于

乔布斯来说⼜是难以避免的。加上消化系统先天虚弱，最后导致胰腺癌应对了他的命

理。 

      从乔布斯的命盘⾥⾯早就知道他在 48 岁到 58 岁期间可能发⽣消化系统重疾，就

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改变他的⽣活⽅式，教他避险的⽅法。对他进⾏⼈⽣规划，

要做⼈⽣规划，就要早知道，才能有的放⽮，个性化精确避险。乔布斯⼈⽣五⾏缺

⾦， 对钱⽆所谓，我们要帮助他设计⼀份⼤额保单，以应对乔布斯在48岁⽣病时有钱

治病， 康复，养⽣，养⽼。平时就积攒⼀些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可能发⽣重

疾的时 候，来进⾏⼀些帮助。 

       乔布斯⼈⽣低⾕的时候离开了⾃⼰创办的苹果公司。1986 年第⼆次创业，⾝⼼疲

惫，留下了很多的疾病，后来连续有七、⼋年的时间都在跟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作⽃

争，2011 年的 10 ⽉ 5 ⽇离开了我们。如果他或⽣活环境懂得中华⽂化懂得中医，他

就 可以在这个阶段进⾏⾃我调整，廻避胰腺癌这个⻛险，从命理曲线可以看到他 56

岁不⾛，晚年可以为这个世界做更⼤的贡献。 

       保险应改避险，避险师要懂得⻛⽔，命理，中医，⾦融等知识，才能成为⼀个合

格的⼈⽣规划师。书⾥为什么举⼀个美国⼈的案例？⽬的给⼤家明⽩中华传统⽂化命

理预测技术不只可以⽤于东⽅⼈，也可以⽤于西⽅⼈。中华传统⽂化是⾃然规律，放

之四海⽽皆准。我把乔布斯命理预测情况和乔布斯传记⽐对，他个⼈脾⽓爱好，⽣活

习惯， ⽤⼼研究，发明智能⼿机苹果到他离开苹果公司，第⼆次创业，⽣病到离开我

们，每个时间段都很吻合。让我更钦佩中华前贤的智慧。珍惜吧，你没有福⽓当富⼆

代，没有⼈有权⼒阻⽌你学习中华传统⽂化，你可以向⽼祖宗学习，当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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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命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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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医治病的理论基础是元⽓、阴阳、五⾏、⼋卦、⼲⽀、易理

等，⽽算命的理论基础也是如此，它们本是同宗同源的。医学圣典《⻩帝内经》⼀

书， 内容到处充满易经知识。 

       《⻩帝内经》继承和发展《易经》的阴阳思想，运⽤于医学领域，对阴阳学说中

蕴含的阴阳互根互⽤，消⻓转化的思想作出了医学上的表达。《⻩帝内经》⽤《易

经》 的六⽘观念，提出了三阴，即少阴、太阴、厥阴；三阳，即少阳、阳明、太阳相

协相调的“六经”理论。 

       《⻩帝内经》的阴阳、五⾏、⼋卦和藏象、天⼈相应等理念，都是与易学相通

的。 

        易学和医学本来就是同根同源，⽽命理学与易学同根同源，医学与命理学⾃然就

同根同源了。药王孙思邈说：“欲为⼤医，须妙解阴阳、禄命、相法、周易。” 古代不

少名医都有⼀定的易学知识，甚⾄是易学⼤师。 

       《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了⼀件事，太⼦詹事卢⻬卿在年幼时，向孙思邈请教 ⼈

伦道理，孙思邈解答后，为他看过⾯相，说他五⼗年后会成为地⽅官，⽽孙思邈的 孙

⼦将会成为卢⻬卿的下属，希望可以保全他的孙⼦。后来，卢⻬卿果然当上了徐州 刺

史，⽽孙思邈的孙⼦孙溥则为徐州属下的萧县县官。他孙⼦犯错后，卢⻬卿践诺保 全

了孙溥。 

       命理学派分⽀很多，我们以四柱⼋字与中医的关系为例。 

       年柱：⼈之根基。中医指头部、脑髓、五官、⾯颊； 

       ⽉柱：⼈之太极点。中医指⼼脏、五脏六腑； 

       ⽇柱：抽象的⼈之整体。中医指腰部、肾脏、臀部、⼤腿； 

       时柱：⼈之归宿。中医指⽣殖系统、排泄系统、⼩腿、双⾜、末梢神经。 

       ⽉柱，乃⼈之五脏六腑，犹如当今朝廷，乃国之中⼼，因此，其它三柱之旺衰程

度皆由⽉柱⽽定。任何⼀⼲⼀⽀，⼀定要顺谏⽉令，强⾏逆⽉⽽⾏，表⾯看似⼋字平

衡，实是罹罪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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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区别。天⼲为先天、地⽀为后天；天⼲为左、地⽀为右；天⼲为前，地

⽀为后；天⼲为上，地⽀为下；天⼲为⽣，地⽀为成。 

       ⼈体五脏与五官相通，通⼝称作窍。因此，五官是五脏的外在执⾏部⻔，犹如中

央下派到地⽅的巡视组。肝，开窍于双⽬；⼼，开窍于⾆，寄⽤于双⽿；脾，开窍于

⼝，表征在唇；肺，开窍于⿐；肾，开窍于双⽿和⼆阴。 

       ⼈体五脏亦分五⾏。脾胃为⼟、肺为⾦、肾为⽔、肝为⽊、⼼为⽕。于是，脾胃

⽣肺、肺⽣肾、肾⽣肝、肝⽣⼼。其间任何环节脱链，五脏之间则不能连续相⽣，导

致疾病。 

       ⼼如太阳，为⽕，主下降，普照脏腑；肾如⽉亮，为⽔，主上升，滋润脏腑。⼀

升⼀降，⼀寒⼀热，相辅相成，循环不已。⼼⽕不降，常觉寒冷；肾⽔不升，⼝⼲⾆

燥。久⽽久之，疾病⽣焉。 

       另有易学研究者认为，年柱为头部、⽉柱⼼脏。甲、寅为头；寅为脑髓；⼄、卯

为脑神经、头发、颈部、眼睛；午为头、丁为脑供⾎；亥、⼦为头部、壬癸为脑供

⾎。 上述如果与四柱定位⼀致，⼀旦有损，脑部⽣病。⽐如，年⽉⽇三柱，两癸冲⼀

丁， 或两丁冲⼀癸，不能有效流通，谨防脑溢⾎；年⽉⽇三柱，两⼦冲⼀午，或两午

冲⼀ ⼦，不能有效流通，谨防脑溢⾎；甲⽊为头，⼄⽊为脑⾎管，甲⼄出现在年⽉

柱，遭 受庚⾟⾦克，不能有效流通，谨防脑溢⾎等等。 

       古今圣贤在四柱断疾病⽅⾯总结了很多⽐较实⽤的规律，以肺病为例，摘录如

下： 

       ⾟⾦弱，⼟旺，⼟重⾦埋，柱中⽔多湿⽓重，易患肺⽓肿，肺结核；⾟⾦弱，⼟

旺，⼟重⾦埋，柱中⽕旺燥热，易⽣肺炎；⾦太旺或太弱，肺或⽀⽓管有病；⾦⽔伤

官，寒则咳嗽，热则痰⽕；⾦被⽕克太多，肺炎、咳嗽；柱中有⾟卯、庚寅，患肺

病、 肺⽓肿；⾣⾦被冲克太过，肺炎等等。 

       （3）⻛⽔对中医养⽣的重要作⽤ 

       中医与⻛⽔学关系紧密，同源于易，理法相通。⻛⽔师须兼学中医理论，才能在
 



⻛⽔⽓场布局调整中为宅主的⽣活，尤其是⾝体健康提供保障。中医师须学⻛⽔理

论， 才能在诊断、治病时更好地实践天⼈合⼀的理论，从⾃然、环境、宅居等⽅⾯全

⽅位 地为病⼈的健康保驾护航。 

       ①中医与⻛⽔学的理论共性 

       ⻛⽔学源⾃《易经》，基本理论是⼋卦、阴阳、五⾏学说，强调时空对⼈类⽣活

的约束和影响，同时把易经中⼘筮的预测技术引⼊与⼈类⽣活息息相关的住宅规划与

环 境设计领域。中医理论也源⾃《易经》，《⻩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

籍，⽆不以易理阐释中医，阴阳学说、五⾏学说，天⼈合⼀，在中医学中被发挥得淋

漓尽致， 所谓“医易同源”，便是源于此。后世不少医学家精通易理术数，中医名师亦

是⻛⽔⼤师。 

       中医强调⼈与⾃然的统⼀性。⼈类⽣活在⾃然之中，⾃然是⼈类赖以⽣存的基

础。

       同时，⾃然的变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体，⽽机体则相应地产⽣某些反

应。属 于⽣理范围的就是⽣理上的适应性；超越了⽣理范围的就是病理反映。故《⻩

帝内 经》 说：“⼈与天地相应也” “⼈与天地相参也，与⽇⽉相应也”。正因为如此，对

待疾 病 要因时、因地、因⼈制宜，成为了中医治疗学上的重要原则。⽽掌握⻛⽔

学，就是 帮助中医师把⼤⾃然对⼈体的影响调节到最佳程度。 阴阳、时空、五⾏、

⼋卦、⼲⽀ 配⼈体脏腑、情志，既是⻛⽔学中理⽓配形势、趋吉避凶的理论，亦是中

医学中诊 病、分析证候、辨证论治、针灸疗疾的主要依据。 ⻛⽔术中，把住宅作为

天⼈合⼀的 中介，作为“阴阳之枢纽，⼈伦之轨模”，主要是通 过空间配合时间形式来

体现的。我 的著作《宅命宜忌》对此有详细叙述，这⾥不再赘述了。 

       ②以⻛⽔学阐发防病、治病之微妙 

⻛⽔学涉及“⻰（⼭脉）、砂（⼭地）、⽳（基建选址）、⽔（河流、⽓⼝、道路）、

向（⽅位）”等地利环境，也涉及⽇⽉星⾠等宇宙时空的环境，⻛⽔学强调时、 空、⼈

（天时地利⼈和）之配合，强调“⻰真、砂美、⽳的、⽔佳、向吉”与建筑的和 谐、 与

⼈体的和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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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通过勘查⾃然，利⽤和改造⾃然，选择和创造出适合⼈的⾝⼼健康的最

佳建筑环境，使之达到⽓和、阴阳和、五⾏和、天地⼈和、⾝⼼和于万物万灵的⾄

⾼ 境 界和，即平衡，即和谐，即健康。因此⻛⽔学其实是⼀种隐性的中医术，它是

对 中医天⼈合⼀理论的具体发挥，其防病、治病、康复、养⽣的功能具有科学性。 

       相信不少⼈这样的经历，明明路况良好，但是某⼀路段却经常发⽣交通事故；

婴⼉明明前⼀秒好好的，却到了某⼀时⾠却突然哭闹；到处问医查不出发烧病因，

结 果 ⼀搬家，烧竟然退了；宅主住在圆形建筑物⾥⼼神不宁，改住⽅形建筑后，主

⼈ ⾝⼼俱佳等等。 

 

图（⻛⽔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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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都属于⻛⽔问题。现代科学已经发现⻛⽔环境对⼈体隐晦⽽重⼤的影

响，特意成⽴了⼀⻔介于中医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边缘科学，称之为

“中 医地理学”。中医地理学最早是由于对某些具有地区特征的疾病调查研究⽽开展起

来。 例如，克⼭病、⼤⻣节病、地⽅性甲状腺肿等疾病都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分密

切。 找到了病因，然后才能有效地控制病源，以达到防病、治病、康复、养⽣的⽬

的。现 在，中医地理学的研究已经拓宽，主要包括：疾病地理学、健康地理学、环境

医学、 医学地理制图等⼏个分⽀研究领域。虽然起的是新名头，实质却是我们⽼祖宗

早期在

研究的⻛⽔学与中医学。

       易学、⻛⽔学中常⽤的“⽉节纳卦张布为舆图”、“⼈与天地相参图”、“阴阳期度 赏

罚仁义图”、“⽃枢旋转晦朔合符图”、“据⽘摘符先天六⼗四卦图”等，都是揭⽰了宇宙场

与⼈体场的对应关系，其⽬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防病、治病、康复、养⽣。 



五⻩致病与⻛⽔ 

③⻛⽔学与中医⽣态学 

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活的富⾜，推动了⼈⼝的增⻓，导致了城市的扩张，⼈

类居住环境远离了⼤⾃然，⽇趋都市化、⼯业化，这其实对⼈体健康⼗分不利。 

    我们在钢铁⽔泥森林中⽣活太久，已经忘记⼀个⼈是不能离开⼟地的。在没有科

技之前，以及拥有科技之后，我们⼈类所有的需求，其实都是⼟地给的。⼟地给了我

们⻝物、⽔、空⽓等物质能源，也给了我们与⼟地这个⼤⾃然之代表亲近的机会，我

们享受着⼩桥流⽔、⻦语花⾹、茂林修⽵、晚霞晨曦的精神能源，却不⾃知。但是，

随着⼯业化的发展，城市的扩张，我们已经在远离最为珍贵的精神能源，实是⼗分可

悲的事情。 

    中医与⻛⽔学的融合，正是给我们的⼼灵⼀份可以安守的静⼟。中医吸收⻛⽔学

中重视环境、⽣态、⽓场、⽣理场、⼼理场的科学内容，从时空的⻆度挖掘出⻛⽔防

病、治病、康复、养⽣的功能，摆脱⼈类在防病、治病过程中对“药”的依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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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病救⼈⼈本观 

中医帮助⼀个⼈更好地做⼈，更好地成为万物的表率。 

中医是关于道的学问，这个道是为⼈之道，是为圣之道，是修⾏之道，是法则宇 

宙（或⾃然）之道。⼈受天地之⽓的润泽，禀天地之⽓⽽⽣，⼈是天地万物之灵⻓，

是宇宙中最有修道天赋的⽣灵，因此，⼈应作为万物之表率。 

        中医利⽤⻛⽔学对疑难杂症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从建筑环境上寻找致病原因；中

医利 ⽤天⼈合⼀、阴阳平衡的理论，从美学、医学、⻛⽔学上对⼈体⽣活的住宅、

办 公等 ⽣活环境进⾏选择、调整、改造，以达到减少⼈体⽣病，并强⾝健体的效

果；中 医师 通过“⻛⽔调整”，提⾼治疗效果；中医的医院建设、病区改造，做到“天

⼈合 ⼀”、 “⼈法于天”，创造优美、和谐⼜“藏⻛纳⽓”、“⽣⽓育⼈”的疗养、治病环

境。中 医 与⻛⽔学兄弟联⼿，必然成为⼀⻔应⽤⼴泛的中医⽣态学，从⽽更好地为

⼈类谋福 利。 这就是中医的未病先防避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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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把 “⼈”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提出治病更须治⼈的⼈本观，要求每个中医

师拥有以⼈为本、⾏善助⼈的普惠价值观。 

       ⾛上中医这条路，其实就是⾛上修⾏的路——修医、修⾝、修⼼。 

       修医是指中医师必须刻苦勤学，掌握精湛的医术。修⾝是指中医师须修养⾝⼼，

在⽇常⽣活与⼯作要做到择善⽽从，三省吾⾝，要有⾼尚的品格修养。修⼼是指中医

师能够修养⼼性，德配天地，⾏为世范。修医是最基础的⽆须多提，我们主要谈中医

修⾝、修⼼的⼈本观，⼤概分为以下⼏个部分。 

       （1）西医治病，中医治⼈ 

       中西医理论不同，本质亦不同，西医重治疾，中医重治⼈。西医以病为本，以致

病因素为本。中医以⼈为本，以正⽓为法以正⼈为本。 

       ⼆者的治疗思路也不同：西医强调治病，强调杀灭病菌；医强调扶正祛邪，重视

培养正⽓，对病邪主张祛除，⽽不 是强硬灭杀，以致杀死连带的健康细胞；中医重在

治“⼈”，其实就是改变适合疾病⽣ ⻓的“内环境”，治疗“不正常的内环境”。正常的 内

环境，是阴阳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 下，不会有疾病发⽣，所以“阴阳⾃和者必⾃

愈”。 

       中医把⼈当作⼀个整体，把⼈当作⼀个活⽣⽣的、有⾎有⾁、有感情的⽣命，⽽

不是⼀堆⽀离破碎的器官，也不是⼀堆细胞。反之，西医则相反，只看到疾病却看不

到⼈。 

       以饮⻝为例，西医看重的是⻝物的成分及营养价值，硬性的定出指标量化⼀切，

很少考虑⼈是否会吸收，是否适合⼈的体质。中医却强调因地制宜、因⼈⽽异、讲究

寒热温凉、辨证的看问题，认为再好的东西不适合你都是毒。 

       ⽔的成分是氢和氧，西医⽤物理密度差及各种射线检查⼈体对于⽔的各种需求与

变化，但是热⽔与冷⽔对⼈体作⽤⼀样吗？喝冰⽔与喝温⽔，⼈的体质会⼀样吗？可

以看出，西医研究⼈体过于僵化机械，⽽中医研究⼈体却是灵活的，充满⼈性温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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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唐代孙思邈在《千⾦要

⽅》中强调“⼈命⾄重，有贵千⾦”。张景岳在《类经图翼·⾃序》中说，“夫⽣者， 天地

之⼤德也。医者，赞天地之⽣者也。⼈参两间，惟⽣⽽已，⽣⽽不有，他何计焉？” 可

以看出，历代中医名家反复强调中医师⼀定要对⼈对⽣命⾼度尊重和倍加珍惜， 须知

⼈命关天，决不可等闲视之。中医治病，不是盯住病邪，祛邪更重视扶正，重视 改善

⼈体的整体平衡。 

       （2）医⾝须医⼼ 

       病由⼼⽣。 

       ⼼为五脏六腑之主，为统五脏之神。⼼藏君⽕，君⽕不明则⼗⼆官危。⼼安是预

防疾病的法⻔。 

       “患”字，两⼝⼀⼼⼀杆，⼀⼼顺着⼀杆⽼往上蹿，蹿则不安，不安则变成了“患”

者。因此，⼼安则神定，没有担⼼、害怕、着急、牵挂、忧虑、烦恼，⾃然⽆病。

       治病，⽤好⼼的⼒量能创造奇迹。当⼀个⼈得知⾃⼰⾝患绝症，⾸先吓唬他的不

是绝 症， ⽽⼼魔。他的⼼⽣不起反抗，以为⾃⼰必死⽆疑，于是每⼀天都⽣活在临死

的恐惧之中，如此消耗⼼能，如何能有⼀线⽣机？ 

       降服⼼魔要靠中医等传统⽂化，⼤病患者之所以死亡，⼼⽣恐惧⽽致绝望是最⼤

原因。保持乐观、感恩的⼼态⾮常关键，这个⼯作需要中医师来做了。 

       中医师多对⼤病患者给予劝慰、关⼼，跟他们讲讲兴亡更替，讲⾃然规律，孔成

仁孟取义，讲⽼庄⻩⽼，讲释家空⽆，讲命运⽆常，讲⽣死之道等等，以开解患者⼼

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患者观念，⽣出活的希望。 

       医圣孙思邈说：“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

不读诸⼦，睹事则不能点⽽促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法；不读

《庄》、《⽼》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深⽽⽣。⾄于五⾏休王，七曜全⽂，

并须探赜。若能⻅⽽学之，则于医道⽆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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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医圣之话应作为中医从业者的基本素养。医病⼈之⾝须医⼼，医者医⼰之

⾝更须医⼼，努⼒从中国传统⽂化中汲取营养，提升⾃⼰的素养和境界，提升⾃⼰灵

魂的纯度与⾼度，⽅不辜负医之中正平和之名。 

       （3）情志体质与疾病的关系 

       著名的国医⼤师、中医体质学创始⼈王琦⽼师提出情志体质学。现在只要提到“痰

湿体质”、“阳虚体质”等中医名词，关注养⽣的⼈⼏乎都可以随⼝说出来。 

       据新闻报道，2012 年，德国科隆市副市⻓汉妮特特意来体验中医诊疗。搭脉之

后，王琦告诉汉妮特，她是属于阳虚体质，平时消化功能不好，⽐较怕冷。汉妮特直

呼“不 可思议，太神奇了”。她说：“我特意没有讲胃部不舒服和⼿脚发冷的⽼⽑病，没

想到被 王教授的‘⽕眼⾦睛’看穿了。” 

       情志体质理论认为⼀个⼈⼀种体质，⼀种病，⼀种性格，⼀种命，如果我们要改

变我们的命，就要知道我们的命——我们的体质及由体质产⽣的情志与性格。 

       中医情志体质理论认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我们的出⽣，家庭，社会背景，但是

我们能改变我们的运，运由命决定。⼀个⼈的命，决定⼀个⼈的运，这就是命运。⼀

个⼈的运决定⼀个⼈的⽓，这就是运⽓。⼀个⼈的⽓决定这⼀个⼈的⾊，这就是⽓

⾊。 ⼀个⼈的⾊决定着⼀个⼈的相，我们叫做⾊相。⼀个⼈的⾊相是由⼼决定的，这

就是 相由⼼⽣，改相须治⼼。⼼和性连接来叫⼼性，性和命连起来叫性命，这样就形

成了 ⼀个真正的⽣命闭环，了解其中的奥秘就能改变我们的⼈⽣。 

      为了理解命、运⽓、⽓⾊、⾊相、⼼、性命等奥秘，中医体质理论以⼈的体质为

切⼊点，将⼈划分为九种体质——阴虚、阳虚、⽓虚、痰湿、湿热、⽓郁、⾎瘀、特

禀、平和九种体质。通过辨识体质可以起到有病治病、⽆病保健、治⼈⾏运、⾏运改

命的作⽤。 

       此理论认为，每个⼈虽是独特的个体，却拥有⼈类共通的七情六欲，具体到个体

表现出各⾃不同的情志，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的七种情志变化。⽽
 



73

情志与体质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相互改变。 

       七情与五脏六腑也密切相关，当某种情志表现太过，就会引起相关脏腑⽓⾎紊

乱，导致疾病的发⽣。 

       ① 体质对情志的影响 

       不同的体质，产⽣不同的情志。我们以⽓郁体质为例。 

      ⽓郁体质就是因为⻓期情志不畅，⽓机郁滞⽽形成的性格内向，忧郁脆弱，敏感多

疑为主要表现的体质状态。⽓郁体质的⼈会感多疑，多愁善感，常常主观臆断；孤独

害怕⽆安全感，精神紧张遇 事⼿⾜⽆措；性格内向，性情清傲，不善与⼈交流，对情

绪刺激耐受⼒差；失眠多 梦，头晕健忘；胸胁胀满或有⾛窜疼痛，叹⽓舒服；感觉喉

咙有痰，吐不出咽不下； ⻝欲不佳，饭后反胃吐酸⽔；体形多瘦，脸⾊⽆光，或灰⽩

枯⻩，唇⾊紫暗等等。 

       中医认为，肺主宣发、肝主疏泄、脾主运化，三脏与⼈体⽓机运⾏关系最为密

切。⽽七情所伤多⻅悲、怒、思，悲郁伤肺、⽓怒伤肝、忧思伤脾，因此情绪不良最

易⻅ ⽓机郁滞的表现。肺⽓郁滞可⻅梅核⽓，肺痨；肝⽓郁滞可⻅胁痛，⻩疸，头

晕，失 眠；脾⽓郁滞可⻅⻝欲不佳，腹胀，反酸，腹痛。⼥性易得乳房疾病、产后抑

郁症和 更年期综合症，男性阳痿、尿频与⽓郁有明显关系。⽽⽓郁⽇久导致⾎瘀、阳

虚，⽽发⽣⾼⾎压、⼼脏病、肿瘤。 

       ② 情志对疾病的影响 

       《⻩帝内经》云：“⼈有五脏化五⽓，以⽣喜怒悲忧恐。”指出五脏精⽓是情志活

动的物质基础，即情志是五脏⽣理功能的表达⽅式之⼀，产⽣于五脏的⽓化过程中。

关于其具体机理，《素问·宣明五⽓篇》云：“精⽓并于⼼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

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认为⼈体受到外界事物刺激后，在⼼神主宰和⽀配

下，内脏的精⽓进⾏重新调整和分配。不同性质的外界刺激作⽤于⼈体后，精⽓ 在体

内各脏腑的分布状态是不同的，由此⽽产⽣相应的不同情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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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五脏精⽓充盛，功能协调，则精神充沛，思维快捷，反应灵敏，⾔语流利，情 

志活动处于正常范围，既⽆亢奋，也⽆抑郁；反之，正常的⼼理变化和精神情志活动 

也有利于营卫通利，脏腑功能协调，对⼈体防御外邪、保持健康⼤有益处。这是情绪

对疾病的影响。 

       ⼈⽣是⼀个超级系统，包括健康、事业、家庭等⽅⽅⾯⾯，它们彼此关联，相互

影响，任何⼀根链条的松动或错位，都会影响到⽣命整体的运⾏，甚⾄导致整个⼈⽣

系统的崩盘与⽡解。 

       ⼈⽣问题永远⽆法孤⽴处理，系统性问题唯有系统性治疗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个⼈的体质，关联着此⼈的性情、习惯、经历和处事⽅式，⽽⼀个⼈的性

情、习惯、 经历和处事⽅式，⼜关联着他的体质特点，情志与体质相互影响互为

因果。如果能将情志体质理论灵活运⽤到⽣活和⼯作中，不仅能为治病防病起到重

要预测作⽤， 也会为⼯作与⼈⽣的难题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案。这便是中医情志

体质学在中医治病 救⼈ ⼈本观的个案应⽤，也是它对⼈体健康、性格、习惯、命

运等作出的独特研究与贡献。 这就是中医的治病救⼈⼈本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