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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周易 藏象十二经络模型

近日拜读张效霞老师《脏腑经络数目的由来》。1 o

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认为中医脏腑经络的数

目来源于“天六地五”说，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因为

即使在古代的某一个时期流行过“天六地五”说，并

且在《内经》中也不乏类似的论述，但中医理论在形

成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周易》思

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应该站在这一传统文化主线的高

度审察中医理论的诸多问题。本文仅就中医理论形成

过程中，《内经》藏象经络模型构建与《周易》的

关系作粗浅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张效霞老师和广

大同仁批评指正。

1 中医藏象经络模型的困惑与解惑

中医理论体系中，至今仍有一些问题在困扰着人

们。如五脏六腑之数以及“左肝右肺”究竟怎样成形

的?三阴三阳的命名和十二经络的定型是在什么背景

下完成的?要深层次、客观地解释这些问题，仅仅从

刈乍者简介章增加，男，医学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规范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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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六地五”说和中医理论本身去分析、考察还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要从形成这～理论的传统文化背景以

及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可能接触到问

题的实质。

在现代化的今天，中医理论体系之所以卓然独立

于世界医学之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一套有别

于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和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取得

的独特疗效。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由《周易》所

创立和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特有思维方式。所以唯有

援易人医，以易解医，才能揭示中医藏象和十二经络

模型的实质。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和《周易》

在采用取象类比思维的同时，还以理性思维给予约束

和指引，这正是东方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本质特

征。这种思维方法通过《周易》特定的逻辑体系表现

出来，其特点是从总体上、从运动过程中来把握研究

对象的特质。在思维过程中以“象数”为工具，只要

是功能关系、动态特性、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

感应的“象”就归为同一“类”，世界万事万物都被

划归有限的几“类”中。然后采用理性的、逻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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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加以演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与藏象、

十二经络模型构建相关的易学理论主要有五行、八

卦、河图、洛书等学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以奇

妙的数字排列著称，是易学的主要图符之一，其中的

奥密至今尚未完全破解。河图蕴藏着的五行生、成

数：“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

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

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_3 o洛书与八卦

相配，与河图共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演绎自然界万

物生成及终止规律的工具。《易传·系辞上》日：“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1受

《周易》哲学思想的影响，《内经》作者大量运用河

洛学说与八卦理论来阐述和演绎人体脏腑的生理功

能、生理特性以及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

河洛脏腑位置学和河洛脏腑数字学二方面。

2 《周易》与《内经》藏象模型的构建

《内经》和《易传》的成书年代接近，《内经》

在成书过程中深刻地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并吸取

了《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同时《内经》也对《周

易》的哲学思想作了重要的发展，是医理与易理相结

合的典范。尤其是《内经》效法《周易》之象数，

创造了独特的中医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运气学说以

及气机升降理论。

2．1 河图五脏象数 《素问·金匮真言论》：“帝日：

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日：有。东方青色，

人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畜鸡，⋯⋯

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

于心，⋯⋯其畜羊，⋯⋯其数七，⋯⋯中央黄色，人

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其畜牛，⋯⋯其

数五，⋯⋯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

肺，⋯⋯其畜马，⋯⋯其数九，⋯⋯北方黑色，人通

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其畜彘，⋯⋯其

数六，⋯⋯”

以上这段文字，以五行论述五脏所属，其中

“鸡、羊、牛、马、猪”乃源于《周易·说卦》E 21，

“八、七、五、九、六”是河图五行之成数，可见这

是直接受《周易》象数思维影响的产物。

2．2 四脏配四象 《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日：藏

象何如?岐伯日：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为

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

⋯⋯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

本，精之处也，⋯⋯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肝

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为阴中之少阳，通于

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

本，营之居也，⋯⋯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灵枢

·阴阳系日月》也论述道：“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

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

为阴中之太阴。”

以上论述将五脏类属于五行，与自然界四时阴阳

消长相通应，通过生、神、华、充、通等概念来推演

五脏的功能。其中五脏又分别与阳中之太阳、阳中之

少阴、阴中之太阴、阴中之少阳、至阴相配属。太

阳、太阴、少阳、少阴为“四象”，在《易传·说

卦》中已有长男(太阳)，长女(太阴)，少男(少阳)，

少女(少阴)之词了。如原文日：“乾，天也，故称乎

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

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

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心。可

见四脏配四象是在《周易》理论影响下形成的。

2．3 “左肝右肺”说 《素问·刺禁论篇》：“黄帝

问日：愿闻禁数。岐伯对日：藏有要害，不可不察，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

使，胃为之市。”对于《内经》“左肝右肺”理论，

有着多种解释的版本。甚则以此嘲笑中医不懂解剖

者，也大有人在。其实这些人士皆不知道这一理论是

在《周易》思想影响下，结合五脏生理特性形成的。

《内经》受《周易》重功能、轻实体的象数思维

影响，认为五行配五脏的位置与五脏的生理功能特点

不符，于是从功能角度确立了五脏的方位。值得注意

的是，《内经》只做了五脏方位和五行配属的调整，

对河图之数配五方、配五行则没有丝毫改变。于是产

生了“左肝右肺”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医学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如五脏气机升降理论、尺肤诊和寸口脉

诊脏腑分配原则等。“左肝右肺”反映了人体脏腑功

Tra讲tional Chinese Me击eine Joumal 29

 万方数据



中医药通报2006年8月第5卷第4期

能的、动态的特性，而不是形体上的解剖位置。这

种方位其实就是《易传·说卦》记载的后天八卦的

方位。

2．4洛书八卦配脏腑 《灵枢·九宫八风篇》在

《周易》影响下，从人与自然相应的观念出发，根据

天体运行规律建立了九宫图说。提出八卦、八方、八

风与人体脏腑、病变部位相对应的关系，使人预防疾

病有所依据。其九宫排列位次和数字就是洛书排列次

序。《灵枢·九宫八风篇》将洛书八卦与脏腑相配为：

心居九宫，位于南方，配离卦；肾居一宫，位于北

方，配坎卦；肝居三宫，位于东方，配震卦；肺居七

宫，位于西方，配兑卦；脾居二宫，位于西南方，配

坤卦；小肠居六宫，位于西北方，配乾卦；胃居八

宫，位于东北方，配艮卦；胆居四宫，位于东南方，

配巽卦；五在中央，为招摇宫，是周围八宫的指导中

心，也是北极星所在之宫。后世基本据此配属，历代

医家即使有所改动，但四正卦即坎、离、震、兑的配

属完全相同。

2．5脾土中央统四脏 《素问·太阴阳明论》认为

中土具有统领、调节其它四脏的功能日：“脾不主时

何也?岐伯日：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

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

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

不得主时也。”

《内经》的这些论述反映了河洛八卦象数动态模

型中央五、十的重要性，其中“五”是四方生数

(一、二、三、四)变为四方成数(六、七、八、

九)的中介，生数加“五”即为成数。“五”为生数

之极，“十”为成数之极。洛书配属八卦，独中央五

无卦可配，称为“中五立极”，中五不占四方而统

领四方。脾在五行属土，与河洛八卦相应，不主时

而统治四时。以此说明脾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

作用，诚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所云：“脾脉者

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这一重要学术观点，经

金元医家李呆及其明清医家发展成为脾为后天之本

的学术理论。

2．6诊断学与八卦全息律 中医诊断学同样受到

《周易》思维模式的影响，《内经》对面部诊、尺肤

诊等均有论述，体现了“有诸内必形诸外”的整体观

3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念，即人体内外环境信息统一的思想。面部、尺肤正

是相对独立的信息单元，它反映着内脏及整个人体健

康或疾病的信息，是中医学将后天八卦全息结构规律

在诊断学中的具体应用。

2．6．1 面部望诊 《素问·刺热篇》：“肝热病者，左

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

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

见赤色者刺之，名日治未病。”其立论依据就是八卦

方位与五脏配属：左颊为震卦，主肝；颜(额)为离

卦，主心；鼻处在面部中央，为坤卦，主脾胃；右颊

为兑卦，主肺；颐为坎卦，主肾。后世医家虽然对面

诊作了一些调整，但还是依据后天八卦方位将面部与

脏腑相配应。

2．6．2尺肤诊尺肤诊是切按尺肤诊病的方法。《素

问·脉要精微论》：“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

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

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

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

候后。上竞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竞下者，少腹腰股

膝胫足中事也。”将尺肤分成内外、左右、中附上、

上附上、上竞上、下竟下等不同部位，这也是依八卦

原理分别与人体脏腑肢节相对应而形成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寸口脉诊法，实为尺肤诊的缩影。

是王叔和在《内经》、《难经》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以左手寸、关、尺对应心、肝、肾，右手寸、关、尺

对应肺、脾、。肾(命门)。可见中医脉诊也是在《周

易》宇宙统一全息观及象数功能结构模式的指导下逐

步发展起来的。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内经》在脏腑学术理论

的构建方面，已大量引用河洛之数、八卦之理，以阴

阳五行类分人体脏腑，对“象”的分析注重功能、轻

视实体，即以功能为“象”。采用易象分类原则，说

明阴阳八卦与五行、河洛之问可互换、互通。在这一

模型里，五脏是中心，五腑、五官、五体、五志、五

声、五方、五味、五色、五时、五化等纳入其中。以

五行的相生相克说明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相乘相侮

说明了五脏之间的病理关系。可以说整个藏象理论就

是“河洛卦象模型”，而非来自“天六地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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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易》与《内经》经络模型的构建

3．1 三阴三阳与脏腑病候 《素问·脉解篇》以三

阴三阳为纲，以气候、物候、病候为目，结合四时六

气阴阳消长规律，分析六经病证。论述一年中阴阳消

长盛衰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体现了六经与脏腑经

络的密切关系，为杂病六经分证奠定了基础。《素问

·脉解篇》载：

太阳

气候：“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

物候：“阳气冻解，地气而出”；

病候：“肿腰雕痛”。

少阳

气候：“阳气尽而阴气盛”；

物候：“阴气藏物”；

病候：“心胁痛”。

阳明

气候：“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

物候：“阳气长物”；

病候：“恶人与火”，“头痛鼻鼽腹肿”；

太阴

气候：“阴气下衰，而阳气且出”；

物候：“万物气皆藏于中”；

病候：“病胀”，“为噫”，“食则呕”。

少阴

气候：“秋气始至，微霜始下”；

物候：“万物阳气皆伤”，“方杀万物，阴阳内夺”；

病候：“腰痛”，“不能久立”，“面黑如地色”。

厥阴

气候：“阳中之阴”；

物候：“荣华万物，一俯而不仰”；

病候：“癞疝，少腹肿，腰脊痛不可俯仰”。

六经分属于六个月份，在其配合的顺序中，我们

可以体会到六经阴阳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对应的关系，

与卦象六爻位阴阳消长的寓意相似。

《素问·热论》创立了外感热病六经分证，为

《伤寒论》六经辨证奠定了基础。如《素问·热论》

说：“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

三日少阳受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

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

之，⋯⋯六日厥阴受之，⋯⋯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

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

者，七日，巨阳病衰，⋯⋯八日，阳明病衰，⋯⋯十

二日，厥阴病衰，⋯⋯大气皆去，病日已矣。”这些

论述充分体现了六经之间的整体联系性，以及六经伤

寒由初生、渐盛、盛极、渐衰、转愈的规律。

《周易》每一卦都寓含有少、壮、老三个阶段，

卦象的六爻位都寓含三阴三阳消长之意。六爻所象的

六个阶段，即由始生、渐盛、旺盛、盛极、始衰、转

复等六个位象组成。《易传·乾卦》是这一思想的典

型反映，即“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

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

龙有悔”。_2 o显而易见，《内经》的六经三阴三阳分证

论脏腑病候的理论即导源《周易》六爻卦义。

3．2十二经络模型与六爻模式 《内经》十二经络

理论的定型同样是在易学象数模式的影响下形成的。

《周易》六十四卦由六爻自下而上排列而成，是一个

由下至上、阴阳交错的排列方式，下爻位为初始点，

上爻位为终止点，至上位则折返而下，再从初位开始

一个新的演变过程，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手、足六

经与六爻不仅数量相合，而且阴阳结构相似、功能相

同。六经各分为三阴经、三阳经，就是受六爻分三阴

位、三阳位的影响。六经三阳经与三阴经的次序表示

人体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的不同层次。六爻位置的确

立与六经气血流注次序均体现了阴阳相互交错排列的

原则，体现了由外及里、由少到多的规律，呈现循环

往复的周期性。

从马王堆医帛书的十一脉到《素问·脉解》、《素

问·热论》以三阴三阳六经论病候，再到《灵枢·经

脉》十二经脉及其与脏腑的完整阴阳配对，体现了在

《周易》影响下，中医对经络理论不断提高和深化的

认识过程，并最终定型。实际上十二经中手厥阴心包

经的概念，对于生理、病理与临床诊治并没有多少独

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与心实为一体的关系。《内经》

补充这条经脉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充阴阳理论框架的缺

陷，从而集中体现了《周易》阴阳对立统一的整体对

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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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列举了许多《内经》“天人相应”的原文，

来说明中医五脏六腑来源于“天六地五”说，十二经

脉来自古代十二条河流，以及天人类比结论的正确

性。有趣的是文中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十二是虚拟

数字，不能认为人体确实存在着十二条经脉”，又毫

无依据地认为：“帛书经脉中的阳脉六，阴脉五的‘十

一脉’，也是在‘天六地五’观念的强烈影响下而倡

立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尚未发现或尚未发展完全

(注：此句意思不甚明了，暂且理解为我们不能认为

帛书的十一脉尚未发展完全——与十二经脉相

比)¨J’’。对于中医藏象学说的五脏、十二经脉之数前

文已经作了阐述，在此不再赘言。值得一提的是，类

比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中医学中大量应用，类比

思维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主要取决于以下二个方面，

一是类比双方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多少。二者相似之处

越多，其结论越可靠；二是类比双方的本质特性越相

似，结论的可信度越高，比如人与小白鼠比较得出的

结论就比天人类比得出的结论更加可信。再加之类比

思维中存在许多直观感性的成分，如果对类比思维不

加以理性的、科学的约束和指引，其结果就可以因类

(上接第35页)

步。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

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

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

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古

猿，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

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

思，余先生却耻与这种中华民众为

伍。他要救中国，开出的却是一剂

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

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张功耀说：“有学者已经指出

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

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

一起。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

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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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象随意变换而表现出一定的荒谬性。如《灵枢·

邪客》：“天园地方，人头园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

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

怒⋯⋯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

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因此，对古代天人类比的思

维方式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不难看出，如果把

脏腑经络之数简单地归之于“天六地五”说等类比思

维的产物，则极大地贬低了中医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

性，也与其实际发展过程以及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不相吻合。

综上所述，包括五脏、十二经脉在内的整个中医

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周易》哲学思想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既有天人相应的类比思维的影

响，又有科学理性思维的指导，而后者对前者起了规

范和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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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

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

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

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

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

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学西方模式，城市居民的大多

数，已经看不起病，农村缺医少药

的情况将会继续加深。中医这个与

巫斗争了几千年的医学，政策不允

许中医中药在农村按着自身规律发

展，农民看病难急剧恶化，医疗空

白使巫术、医骗子大行其道。由于

骗子们长期与中医周旋，经常借用

中医的旗号行骗，反过来影响中医

的声誉，更加重了对中医的歧视与

限制。我们必须解放中医中药，农

村的中医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放开。

这样一来，不用政府投资就能极大

地缓解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放开不

是放任，“游击队”也应当是有组织

的。可以参照驾驶证年检制度，规定

不同年限的农村医生定期培训、考

核，实行医疗差错事故记分、淘汰制。

中医医生的资格应当纳入同行

业评审制，自学考试、师徒传授与

学历教育应当一视同仁。因为历史

上中医的教育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自学与跟师也是最经济、快捷、不

走样培养中医人才的好方法。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