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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学术
形成的关键意义※

● 焦振廉

　　关键词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　中医学

　　系统的中医学术形成于春秋
战国时期，并以《黄帝内经》的出现

为成熟的标志。那么，与中医理论

形成有密切关系并一直在指导着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又是何时出

现于中国思想之坛的呢？语言表

达思想，文字记录语言。古人的思

想除非形诸文字，否则今人是无法

得知的。殷人重巫右鬼，因而郭沫

若先生认为殷人是极富想象能力

与浪漫精神的民族，殷墟甲骨尽管

只是“卜辞”，已足以支持郭沫若先

生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惊异地发

现：甲骨文中只有“阳”字而没有

“阴”字，今天所知最早的“阴”字

见于一件被叫做“?簋”的青铜器

上，而这件青铜器经考证是西周时

期铸造的。我们不能判定殷人一

定没有阴阳的概念，但按照“孤阴

不生，独阳不长”的道理，完整的阴

阳学说出现于殷商时代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除非考古发现提供新的

依据。《周易·系辞上》说：“一阴

一阳之谓道。”唐代孔颖达注释说：

“皆虚无之谓也。圣人以人事名

之，随其义理，立其称号。”《周易·

系辞上》中的“阴阳”不仅已经抽

象到了“虚无”的程度，而且是对举

而言的，阴阳学说终于初露端倪

了。可问题在于：《周易·系辞》是

《周易》之“传”而非是“经”，大抵

是战国时代的东西，并不出自西

周。当然，我们还可以向更早推

溯，《易经》中所有的“卦”和“爻”

无不以“阴阳”为归结，所有的“卦

辞”和“爻辞”无不用“阴阳”来演

说，“阴阳”的概念在《易经》中已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阴一

阳之谓道”只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

归纳与总结罢了。但是，“阴阳”概

念的充分发掘，并不意味着“阴阳

学说”的必定出现。在形式逻辑

中，概念的出现是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识阶段的标志，概念也是进行判

断和推理的基础。但是，有了概念

不一定便有了学说，概念往往只是

某种学说的萌芽或导源。因此，尽

管“阴阳”的概念早已形成，但“阴

阳学说”则显然要晚得多。另外，

《尚书·洪范》中说：“木曰曲直，

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

曰润下。”也只是简单表达了五行

的概念，还远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学说。从学说产生的外部条件看，

西周的生产力虽较殷商有了很大

的进步，但当时人在神秘莫测而强

大无比的自然力面前仍很软弱，加

之周天子“天下宗主”的权威、以血

缘为纽带的宗法与封建制度，以及

“以德配天”的伦理观念，人们的心

灵仍在来自“神”和“人”的禁锢之

中久久徘徊。所以，殷商至西周的

神学观是古代思想史专家们基本

确定了的，唯物论思想的出现被大

致圈定在春秋时代。

春秋之末，孔子首创私学，引

导了此后诸子蜂起的学术繁荣，揭

开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辉煌的篇

章。关于阴阳与五行，诸子多有论

说，今本《国语》、《老子》等中都可

找到它们的踪迹。班固《汉书·艺

文志》列天下学术为儒、墨、法、道、

农、纵横、名、阴阳、杂、小说十家，

除去“小说家”外被统称为“九

流”，亦即“九家”。“阴阳”成为学

术中的一“家”，相对较晚。战国邹

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

《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

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将阴阳与五行的各种论说加以归

纳，强调“五德终始”，虽意在为人

事服务，但客观上促进了阴阳说与

五行说的总结和交融，使散见于诸

子的有关内容形成了一个相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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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系统。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发

端于殷周时期的“阴阳”与“五行”

的概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

发挥与补充，在战国中后期形成了

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了一种

与诸子之学并肩而立的学说。

中医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今天。

无论是墨迹未干的现代专著，还是

纸色苍黄的历史典籍，阴阳和五行

的光影总是盈溢于其中。《黄帝内

经》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

术中被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境界。

阴阳五行对中医学术不仅有指导

作用，而且有架构作用。今天，阴

阳五行仍与中医学术紧密相关。

在《黄帝内经》之前，阴阳五行学说

就跟中医结下了缘分。１９７３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量的珍

贵文物，其中有十一种帛书和简册

形式的古医书。经过专家考证，它

们的著作年代要早于《黄帝内经》，

大致在战国的晚期或中期。其中

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

一脉灸经》是现在所知最早的经脉

学专书。关于经脉的命名，两部帛

书虽有些微的差异，但对阴阳概念

的运用却几乎同样娴熟。下面是

两书的经脉名称：

《足臂十一脉灸经》中十一条

经脉的名称分别是：

足泰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

脉，足少阴脉，足泰阴脉，足厥阴

脉，臂泰阴脉，臂少阴脉，臂泰阳

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

《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十一条

经脉的名称分别是：

足钜阳之脉，足少阳之脉，足

阳明之脉，肩脉，耳脉，齿脉，足泰

阴之脉，足厥阴之脉，足少阴之脉，

臂钜阴之脉，臂少阴之脉。

值得注意的是：十一条经脉是

无法按阴阳来对应命名的，而阴阳

总该是对应的；再者，《阴阳十一脉

灸经》中出现了肩脉、耳脉、齿脉等

名称。据此，这十一条经脉是否在

更早的时候全部采用这种命名的

方式，阴阳是后来才出现的呢？虽

不能遽做定论，但可能性不能排

除：经脉发现之初，可能是按照部

位来命名的，人们对经脉的发现与

认识早于阴阳概念的介入。

春秋后期，晋平公病重，向秦

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前去诊病。

医和虽表示了对病情的无能为力，

却发表了一番非常有意义的演说。

他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

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

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这段话被认为是第一次明确

提出的唯物主义病因学说。依传

统说法，《左传》系战国左丘明为解

释《春秋》而作，但《春秋》对医和

入晋之事没有任何记载，可见两书

关系并不那样直接。《左传》的成

书时代曾有过很多讨论，比较集中

的观点是战国中期，而这个时间恰

好跟马王堆医书的著作时代大致

相同或者接近。因此，阴阳五行学

说影响到中国的医学，并成为中国

医学的哲学指导和说理方法，应该

不会晚于战国的中期。那么，战国

中期以前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说到阴阳，往往必称伏羲和周文

王。关于前者，毕竟还缺乏有力的

史料证据。至于周文王演八卦为

六十四卦，也只是今传《周易》的

《易经》部分。《易经》只是六十四

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其抽象晦

涩自不待言。正因为如此，战国人

方蜂起为之作注，形成了今天所见

的《易传》，即所谓“十翼”。《易

经》以阴阳二爻演为六十四卦，阴

阳的概念成为《易经》思想的基础，

是不必讨论的问题。《易经》在战

国时期应当已成专学，今传“十翼”

便是当时“易学”的遗存。《尚书

·洪范》是最早叙述五行概念的古

代文献，原被认为是周武王向箕子

请教“彝伦攸叙”时的记录，后被孔

子编入《尚书》，但今人仍然怀疑它

是战国的作品。春秋之末而至战

国“百家争鸣”，中国学术思想步入

了空前的繁荣。但是，“百家”中除

孔子外均在战国而不在春秋，而且

诸子受阴阳说和五行说影响并不

明显，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为诸

子显学，并不见总以阴阳五行为说

辞，倒是战国后期邹衍力倡阴阳五

行说，成为先秦诸子中独立的一

家，被班固列入“十家”之中。因

此，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到中医既不

会晚于战国，恐怕也很难早于战

国，这样的话，战国便成为了阴阳

五行学说介入中医的最可能时期。

既然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医

学产生影响是在战国时期，那么战

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又是什么状态

呢？历史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拒

绝与我们合作，它把当时几乎所有

的风采都遮掩在了过去，传世文献

中的只言片语更使后人疑窦丛生。

１９７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是中国考
古史上的惊天大发现，其中的十一

种古医书曾在中医界和文化学术

界引起研究的热潮。研究的结果

是：它们所承载的内容跟今人熟习

的中医有着极大差异，显得那样淳

朴，那样单纯，那样的原生状态。

这是《五十二病方》中一条治

疗“疣者”（疣病）的方子：

“令疣者抱禾，令人呼曰：若胡

为是？应曰：吾疣。置去禾，勿

顾。”

这是另一条治疗蛇啮伤的方

子：

“蛇啮，以桑汁涂之。”

前者是用巫术来驱除疣病，似

乎天真得近于可爱，却又实在是一

种无奈；后者是用药物来治疗蛇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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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在后世的本草书中可以找到类

似的方法。

从马王堆医书可以看出，战

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处在一种相对

质朴的状态，但已经开始了跟阴

阳学说的结合，其中也可发现五

行学说浸渍的痕迹。此前的中国

医学应该更加质朴，而今人对其

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但是，今

人眼中的空白并不等于历史上真

实的空白。当时的医学尽管一定

是更加质朴的，却是绝对存在的，

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是可能淡薄

的，甚至是阙如的。那时的中国

医学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

积累过程，更多的时候是在朦胧、

迷惘、困惑与无奈中摸索前行，其

发展的缓慢可能会超过我们今天

的想象。经过人体实验乃至付出

生命代价的治疗方法在长期积累

中越来越丰富，来自直觉和感悟

的医学知识在叠经传承后越来越

深厚，这些点状出现的知识需要

一种纽带将它们贯串起来而成为

一个系统的结构，尽管一些怎么

治疗也不见效果的疾病仍然会逼

迫人们向神灵去求助，但中国的

医学终于走到了应该总结归纳和

整理提高的阶段。有关阴阳和五

行的思想经过邹衍的整理发挥，

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学说，

并向医学整体和加速渗透。中国

医学在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哲学

指导和说理方法之后，取得了日

新月异的发展，出现了《黄帝内

经》这样的著作。因此，战国是阴

阳五行学说介入中国医学并使之

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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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ＮＡ和蛋白质后，人们开始关注 ｌｅｐｔｉｎ与肝脏疾病
的关系［３］。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 ｌｅｐｔｉｎ与活
化ＨＳＣ间的关系、ｌｅｐｔｉｎ对细胞因子分泌的调控机制
等方面。Ｌｅｐｔｉｎ在肝脏中的主要信号传递途径为
ＪＡＫ２ＳＴＡＴ３途径。ＪＡＫ（ｊａｎｕｓｋｉｎａｓｅ）是一类酪氨酸
激酶，当 ｌｅｐｔｉｎ与其受体结合后，激活 ＪＡＫ激酶，ＪＡＫ
酪氨酸磷酸化后与磷酸化受体结合，进一步使下游胞

浆蛋白ＳＴＡＴ磷酸化。ＳＴＡＴ磷酸化后转入核内，识别
并结合到启动子区 ｌｅｐｔｉｎ的活化序列或相关序列，调
控ｌｅｐｔｉｎ的基因转录，促进肝纤维化的形成［４］。

因此，阻断 ＨＳＣ中 ｌｅｐｔｉｎ诱导的 ＪＡＫ２ＳＴＡＴ３信
号通路，可能有望成为肝纤维化新的切入点，而中药

复方制剂具有无可厚非的综合药效学作用。保肝

宁［５－７］是由黄芪、桃仁、丹参、黄芩等组成的临床常用

经验方，具有益气健脾、疏肝活血、清热利湿的功效，

其用药结合肝脏体阴用阳、忌刚喜柔、纯用活血化瘀

易伤藏血之脏的特点，并且用于临床治疗以肝郁脾虚

血瘀为主要病机的慢性肝炎患者，疗效显著。然而通

过本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保肝宁正有抑制 ｌｅｐｔｉｎ诱导
的ＨＳＣ的增殖，并对其引起的 ＪＡＫ２ＳＴＡＴ３信号转导
通路有阻断的功能，这就为进一步阐明保肝宁抗肝纤

维化的可能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亦说明保肝宁可能

具有多靶点、多途径而又相互关联的多功能网络效

应，同时，也为临床治疗肝纤维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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