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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张登本，男，１９４４年５月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６９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一直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内
经》教学和科研工作４０余年，治学严谨，学术造诣高，在全国同行中具有很高学
术威望和影响力。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古典医籍的文献及临床应用研究。主

编、参编论著、教材、教参６０余部，发表学术论文１８０余篇。主持或参与科研项
目１０余项。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暨优秀教
师”“师德先进个人”。２００６年被评为陕西中医学院“十大名师”，多次荣获陕西
中医学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其主编的《内经词典》获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先后荣获陕西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３项、三等奖２项，省教育厅优秀
教材二等奖２项、陕西中医学院优秀教材一等奖２项。

运气理论彰显着中医药知识中的核心观念


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４６）

摘　要：《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知识，是以气 －阴阳 －五行 －神理论为基础，应用干支甲子为演绎

工具，论述天时气候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关系、论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脏腑疾病流行特征，以及如何预测、治

疗用药规律，无论是藏象、气机气化、组方法度、治则治法，都是以五运六气知识为背景提出的，舍此则无以求治

其文化源头和理论根基，这就是此处认为五运六气理论所凝练的学术立场是中医药理论发展的“臬圭”和“准

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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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五运六气理论所凝练的学术立场是中医药理

论发展的“臬圭”和“准绳”。中医药知识中的核心

观念如：藏象、气机气化、组方法度、治则治法等，

均以五运六气知识为文化源头和理论根基而

构建。

１　藏象之论
藏象理论是《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专论

五运六气理论１０篇中的《素问·六节藏象论》在
论述运气理论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以“藏象”为命

题，强调从事物共性和个性两方面进行认识的方

法。原文以草木为例，肯定了万物禀受阴阳之气

的不同有多有少。尽管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生，

条件相同，但禀受的阴阳二气是有差别的，这就表

现为世界万物千差万别的复杂性。原文以草之五

味变化“不可胜极”，五色变化“不可胜视”，以此说

明万物的复杂内涵。当然，万物变化的千差万别，

不仅与其禀受的阴阳之气多少有关，还与万物本

身的物种有关，与土壤气候等条件有关，与当年相

关气运特点有关。人类作为自然界万类物种的一

员，也有禀受阴阳之气多少的问题，就每一个个体

胎孕中五脏、六腑，乃至皮肉筋脉骨五体、眼耳口

鼻舌五官、爪面唇毛发五华等的先天发育过程，或

者在后天各自行使不同机能的之时，对于不同时

空的阴阳之气发生的气运变化，无不存在着“嗜欲

不同，各有所通”和“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

物，孰多孰少”的通应气化关系，此即如“岁有胎孕

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六气五类，有相胜

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

也”（《素问·气交变大论》）。所以该篇将五运理

论与藏象内容一并论述，在于突出人身内脏不仅

与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之象相应，而且与人类生

存的自然环境中的气运之象、物象相通相应。这

也是该篇将此两个貌似截然不同体系的知识列为

一章论述的良苦用心。而这一理念全面体现于运

气理论的临床应用之中，如《素问·至真要大论》

所论不同气运条件下的脏腑疾病流行特征、不同

气运条件所致脏腑病证的临床表现特征、不同气

运条件下所致脏腑病证的临床组方、用药特点等

等，无一不是藏象知识在运气理论中的具体应用。

２　五行生克制化之论
所谓“五行生克制化关系”，是指应用五行相

生、相克知识，解释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其中相

生、相克、生克制化理论，用于分析事物一般状态

下的调节机制；而母子相及、相乘、相侮理论，用于

解释事物特殊状态时的相互关系。《内经》是基于

自然界五运之气的胜复变化，建立了这一认知事

物之间动态平衡的思维模型，并以“气有余，则制

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足，则己所不胜侮而乘

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行运大论》）方

式予以表述。此后成为藏象理论表述五脏关系、

解释脏腑关系失调机理不可或缺的思维方法，进

而指导着临床的脏腑病证的治疗乃至调养。

３　病机之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率先提出“病机”概念

的，认为掌握病机的重要性和病证与病机的归属

关系，从而奠定了“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辨证大

法。这既是该篇辨证之大纲也是医生治病，必须

细察疾病变化的关键所在（“审察病机”），同时还

要结合气候变化去立法制方（“无失气宜”），才能

得到满意的效果。在该篇原文中提出了掌握病机

的重要性。病机学说是《内经》作者在应用运气理

论指导临床实践经验中凝练的心得，时期实践经

验的结晶，因而自其形成之日至今，不仅对中医临

床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奠定了中医病

机学说的基础，指导后世病机学说的发展，因而成

为中医病机理论的灵魂和源头。

４　标本之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夫标本之道，要

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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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对于《内经》

中标本的涵义，马莳认为，“标本之义，至广至详，

有天地运气之标本，有病体之标本，有治法之标

本”。诸如《素问》的《六元正纪大论》《六微旨大

论》皆言天地运气之标本；《素问·标本病传论》及

《灵枢·病本》乃以病之先后论标本；《素问·汤液

醪醴论》以病者、医者分标本。《素问·至真要大

论》则以风、寒、湿、热、燥、火（暑）六气为本，以三

阴三阳为标。故而以《内经》运气理论为主创立的

标本知识就成为后世中医药学标本理论的根基。

５　气化理论
“气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也

是《内经》所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命

题”，先秦诸子但凡论“气”，无不涉及“气化”的内

涵。但是，作为“气化”词语，则是在《内经》之中首

次运用，自此就成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而广受

人们的关注。

气化，是指气的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变化。要

解读《内经》中的“气化”意涵，务必要对所论“气”

和“化”的原文内涵有所认识，才能够全面而深刻

理解其中所论“气化”的意义。仅就“化”字而言：

《素问》有５２４次，《灵枢经》有３４次，而“气化”术
语仅在《内经》中出现了１３次，其中１２次是以五
运六气理论为背景加以应用的。仅以“化”而言

“气化”之义，主要有：①天地间阴阳之气相互作用
所导致万事万物的一切变化，如《素问·六节藏象

论》之“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多孰少”

者是；②天地间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新生过程
及其所需的能量，所以张介宾解释为“变化之薄于

物者，生由化而成，其气进也；败由变而致，其气退

也，故曰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③生物生、
长、化、收、藏过程中“化育、孕育”的阶段（包括人

类的生、长、壮、老、已），五行中“土”主“化”，如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长化合德，火政乃宣，

庶类以蕃”之高世縂所释“化，土气也”，即是；④运
气术语。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的运行变化及

其相应的自然界变化（包括气运变化对人体的影

响），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之“各从其气化也”

即是其例；⑤人体脏腑及其精气所发生的一切生
理变化以及能量、信息的转化（此中又有《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所论“精化为气”之人体精、形和各

项机能，源于药食性味的气化活动；《素问·天元

纪大论》之“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

恐”所说的情感活动是五脏之精的气化结果）；⑥
特指阳气运化津液的作用和过程（《素问·灵兰秘

典论》）等内容。

在《内经》运气理论１２次论气化中，认为风、
热、暑、湿、燥、寒六气的运行变化及其相应的自然

界的一切变化，包括气运变化对人体的影响，自此

以后逐渐成为中医药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而加以广

泛应用的。

６　气机升降理论
《内经》五运六气理论缔造的中医药学知识将

人体这一复杂的物质和能量的代谢过程，高度地、

形象地用“升降出入”予以概括。这是脏腑经络、

阴阳气血矛盾运动的基本过程。阴阳气血既是内

脏活动的物质基础，又是在内脏的矛盾运动中所

产生。升降出入是泛指体内所有物质的运动和变

化，这一过程包括精微物质的吸收、敷布、利用及

相互转化和能量代谢，同样亦包括所有机体各部

分利用后的尾废物质的转化、运送和排除过程。

人体内物质这一复杂的升降出入运动是在“神”的

统一支配下，每一脏腑组织各自以不同方式的升

降出入运动，参与机体的总体运动。生命活动总

的“画面”是由各个脏腑功能活动的分“画面”有机

组合的结果。由此可见，人体气机升降出入运动，

非指一两种物质，亦非指一两个脏腑单独活动的

结果。所谓非指一两种物质，就是说体内每一种

物质都有自己的升降出入运动方式，而且一切代

谢中的物质，又都是围绕整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而

运动。所谓非指一两个脏腑，就是说人体每一脏

腑器官都有自己的开降出入的运动方式，而所有

的脏腑器官又都是围绕整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

进行着协调的活动。所以一切人体内物质的最基

本、最重要的活动方式，不局限于任何一物质或任

一脏腑。此即中所说的“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素问·六微旨大论》）之义。由于气机的升降出

入运动是对人体脏腑功能活动的基本形式的概

括，能使体内外物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升降

与出入的变化，并保持协调关系。所以自《内经》

的五运六气理论始，就把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过

程高度的概括为气机升降出入运动。故有“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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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天地之更用也”；“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

作矣”，以及“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

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之论。可见，气机的升降出入

运动和新陈代谢一样，是生物体（植物和动物体的

总称）的生命基本特征之一，是维持生物体生长、

繁殖、运动过程中化学变化的总称。体现于生命

活动的各个环节，贯穿于生命活动的始终。

７　组方法度
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素问·至真要大论》），这是《内经》依据运气理

论背景为中医药学临床治病时遣药组方所立得规

矩，并且依据气运变化，示范了如何依据六气淫胜

时的疾病流行特点进行组方。在具体组方法度

中，又有“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

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之规定，此后《神农本草

经·卷一·叙录》之“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

合和”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自此成为历代医家遵循

的臬圭和准绳。

８　治则治法
《内经》不仅确立了丰富的治则治法理论，并

且结合相关理论给予了多彩的临床应用使用范

例，这是在讨论运气原文所传载治病方法中最为

丰富而详尽的凝练，如治病求本、标本缓急、正治

反治和因时、因地、因人、治宜等法则。

治标治本原则认为，临证治病，务必要做到制

方有法度，治病明标本。只有明乎病生于本或生

于标，才能“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所以就从

辨证求因的角度，并紧扣气候变化，论述了百病之

生于本或生于标和中气及其治法。“病反其本，得

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就是说，病有标本，

生于本者，生于风寒湿热燥火；生于标者，生于三

阴三阳之气。如太阳为诸阳之首，而本于寒水。

又若病本寒反得太阳之热化，谓病反其本，得标之

病，治宜反用凉药以治热，谓治反其本，得标之方。

余仿此类推。治病必求其本，求本即可以治标。

再如正治反治原则，提出了“逆者正治，从者

反治”“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素问·至真要大

论》）。再如因时、因地、因人治宜原则，《素问·六

元正纪大论》之“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

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则是“因时制宜”原则的具体

应用之例；《素问·五常政大论》之“高者气寒，下

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

汗之则疮已，此凑理开闭之常，太少之耳”就是因

地、因人制宜治则应用的例证。虽然《内经》多篇

具有治病方法的内容，但真正奠定中医药治病法

则的应当是在传载运气理论的篇卷之中。

９　君火相火概念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句（《素问·天元纪大

论》），以此比喻六气之中的君火在前（二之气），相

火在后（三之气），并解释二者所主时令阶段的前、

后之意。原文用五行归类六气时，“火”分别表达

热气和暑气，为了予以区分，就将热气的属性规定

为“君火”，暑气规定为“相火”。自金元时代以后，

在人身阳气亦谓之“火”的背景下，缘于“心为君主

之官”，故“君火”专指心阳；而“相”则辅佐于

“君”，故其他脏腑阳气皆可称之为“相火”，但清代

医家则多指心包、肝、胆、三焦之阳。可见，中医药

理论中有关“君火”“相火”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追

溯其源头，是不能离开五运六气知识的。

１０　用药规律
《内经》中的用药规律，基于对药（食）气味理

论的认识，以及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脏

腑病证，以及不同体质的药（食）选择和宜忌规律

之用药法则，这一立场集中体现于传载五运六气

知识的原文之中。书中虽然载方１３首，药物也仅
２０余种，然而其中有关药物气味的理论以及药
（食）五味的临床运用的内容却十分丰富，这部分

内容不但是中医药学的宝贵财富，而且是后世药

物学发展和临床用药的典祖。《素问·至真要大

论》的“五味阴阳之用……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

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之论，就是

依据其在人体内作用的趋向和功用，对药物的性

（气）味予以阴阳属性划分；以“能（音义同耐）毒

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素问·五常政大

论》）临床实际应用体验为例，提出了“四时五脏，

病随五味所宜”（《素问·脏气法时论》）的用药原

则；在反复强调“必先岁气，无伐天（下转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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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当指高宗壬午、癸未两年（６８２、６８３）。高宗甲
戌年（６７４）八月，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其后几
乎年年改元，形成一年两号的形势。高宗壬午年

（６８２）二月，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高宗癸未年
（６８３）十二月，又将永淳二年改作弘道元年。高宗
朝使用永淳年号的实际时间，当不足２２个月（２１
个月１４天）。
６７４年，甲戌，咸亨五年、上元元年（八月）
６７６年，丙子，上元三年、仪凤元年（十一月）
６７９年，己卯，仪凤四年、调露元年（六月）
６８０年，庚辰，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八月）
６８１年，辛巳，永隆二年、开耀元年（十月）
６８２年，壬午，开耀二年、永淳元年（二月）
６８３年，癸未，永淳二年、弘道元年（十二月）
孙思邈的卒年，即不得晚于“永淳”年（６８２～

６８３）的６８２年，亦不能早于“仪凤”年（６７６～６７９）
的６７９年，按“上元、仪凤之年，居长安、万年二县
之境”所述之“仪凤”，当有４年时间，斟酌所述，可
确定在仪凤四年至开耀元年的公元６７９、６８０、６８１
年这３年间，即公元６７９～６８１年，也可表述为“公
元６８０±１年”，或简约表述为“公元６８０年？”。
２．４　孙思邈的年寿　孙思邈生于公元５６０年，即
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四月武帝即位仍沿用），卒于

唐高宗仪凤年之后、永淳年之前的公元６７９、６８０、
６８１年这３年间。故孙思邈的年寿，按古人计岁法
当为１２０～１２２岁；按今人周岁计岁当为１１９～１２１
岁，约数当为１２０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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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４页）和”（《素问·五常政大论》），及“无
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
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基础上，总结出

了“法四时五运六气”用药规律，认为临床用药务

必要结合四时五运六气变化，以及由此所致的气

候寒热温凉变化而用药的法则。此即“凡治病不

明岁气盛衰，人气虚实，而释邪攻正，实实虚虚，医

之罪也；凡治病而逆四时生长化收藏之气，所谓违

天者不祥，医之罪也”（《医门法律》）之谓也。

此处仅就以上１０方面的相关内容，简要地表达了
《内经》传载的五运六气理论彰显了中医药学的

“核心观念”的理由，据此可以看出，如果不明白五

运六气理论，就很难从深层次上理解上述奠定中

医药理论基础的重要概念及其理论的背景和本源

意义，据此也能体现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药学中

的重要地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２３　编辑：杨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