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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安之先后天阴阳观

● 李康铭　指导：刘力红

　　摘　要　郑钦安乃清末名医，扶阳学派之鼻祖，以其临证善用温热之品，誉满医林。郑氏倡先后天
之说，认为阴阳应分为“先天”与“后天”作考虑。本文试归纳郑钦安著作中的有关内容，略述郑钦安对

先后天阴阳的认识。

　　关键词　郑钦安　先天　后天　阴阳

　　郑钦安，名寿全，蜀南邛州人，
生于１８０４年（清嘉庆九年），卒于
１９０１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师承
四川名儒刘止唐，修习《黄帝内

经》、《周易》及仲景《伤寒》之学。

郑氏宗仲景之法，为后世所公认的

《伤寒》大家。临证擅用姜、桂、附，

有“郑火神”之誉，故由郑氏所开创

之学派，人称“火神派”，又名“扶

阳学派”。传世著作有《医理真

传》、《医法圆通》及《伤寒恒论》。

郑氏之学所以能自成一派，

并不止于其遣方用药异于一般医

家，乃由于他从理论上大胆商榷

前人对于阴阳关系之理解，把先

后天阴阳的理论加以阐明，示以

后世一套较完整的中医阴阳观。

故研究郑氏之学说者，须先认识

其阴阳观，方能登堂入室，得见其

学说之全貌。

１　先天与后天之概念
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说：

“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

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

生克上追求。”又说：“今人专在后

天论阴阳生克固是，而不在先天论

阴阳盛衰，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

也。”郑氏所认识的阴阳关系可分

为“先天”与“后天”两个方面，有

着本末的关系，他强调区分处理先

天与后天阴阳的问题，方能把医理

阐明。在郑氏的著作中，他运用了

易学的理论说明先天与后天的概

念与其相互的关系。

１１　以时间顺序划分先后天　
《周易·系辞》云：“易有太极，是

生两仪……”“两仪”即阴阳，此阴

阳乃万物之本源，四时五行皆禀此

二气而生，在《周易》即“乾”、“坤”

二卦，郑钦安谓之“元阳”、“元

阴”。郑氏说：“先圣恐人不明，故

画卦以明阴阳，乾坤则称为先天，

六子乃为后天。”（《医理真传》）郑

氏以易卦解释先后天之别，认为

“先天八卦”以乾坤二卦立极，乾在

上为天，坤居下为地，为阴阳未始

交合，四时五行未始运行，万物未

始成形之时，故谓之“先天”；及至

乾坤交媾，化生六子，而五气顺布，

四时运行，万物化成，即为“后天”，

故“后天八卦”以坎离立极。

刘止唐在《医理大概约说》说：

“未出母胎为先天。既出母胎为后

天。”故在人而言，先后天以出生前

后为界。郑钦安说：“婴儿在母腹

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十月功

圆，性与命立，打破一元，坎离立

极。”（《医理真传》）人在母腹中，

禀父母乾坤之气而成形，五脏虽

全，然未始运转，仍靠母亲之呼吸

而立，故为先天；及至婴儿下地，呼

吸始运，五脏元真流行，以坎离立

极，是为后天。

１２　先后天的体用关系　天地乾
坤交媾，化生六子，而五气顺布，

四时运行，万物化成，故五气四时

万物皆本于天地，藉乾坤之气而

生化成形。郑氏说：“先天为体，

后天为用。先天立命，后天成形，

形合乎命，命合乎形，神宰乎中，

性命乃成。合之则生，散之则

亡。”（《医法圆通》）先天乾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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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运行于后天之中，故天地之于

四时五行万物，则天地为体、为先

天，四时五行万物为用、为后天。

故从体用关系而言，先天为体，后

天为用。

郑钦安说：“先天即父母精血

中一点真气。”（《医法圆通》）人禀

父母乾坤之气而立命，是为先天之

气，故人以父母为先天，后天血肉

之躯靠赖此先天之气而成形。后

天有形之躯生成后，先天之气仍运

行于其中，故他又说：“先天一气，

造成五官百骸，后天也，先天一气

即寓于中。”（《医法圆通》）先后天

事实上是合而不分的，先天之气统

驭着后天血肉之躯，故先天为体；

后天血肉之躯则是先天之气的载

体，先天之气的起用都必须由后天

血肉之躯来达成，故后天为用。人

之所以有生命，乃先后天相合的结

果，是故两者不能分离，而互为体

用，故郑氏说：“先后互赖，有分之

无可分，合之不胜合者也。”（《医

理真传》）

２　先后天阴阳之别
先天与后天可以按时间顺序

划分，而互为体用。在探讨阴阳在

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时，郑钦安主要

是从体用的角度去阐释。

２１　先天阴阳为体，后天阴阳为
用　先天乾坤生后天六子，六子
有不同的定位。在不同的“位”

上，阴阳有不同的运动，故有不同

的“象”。因此，后天的卦象其实

是反映着先天元阴元阳在运动时

的状态。而在后天六子之中，坎

离分别为中男和中女，郑氏谓坎

离“独得乾坤性情之正”（《医理

真传》），故后天以坎离立极。郑

氏在《医理真传》中透过后天的坎

离二卦，解释了先天元阳元阴的

运动规律。

在后天八卦中，坎为水，其位

在正北，其象为一阳于二阴之中，

乃乾之二爻乘于坤之二爻所成；离

为火，其位居正南，其象为一阴于

二阳之中，乃坤之二爻乘于乾之二

爻而生。坎属阴，在人身为肾；离

属阳，在人身为心。郑钦安说：“坎

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

阴，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

一，彼此互为其根，有夫妇之义。

故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

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

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

是乎立。”（《医理真传》）坎中一阳

为元阳，元阳藏于水中，为阳气潜

藏的状态；离中一阴为元阴，元阴

寓于火中，为阳气升发的状态。当

元阳发动时，坎水上交于心；元阴

降时，则离火下交于肾，元阴与元

阳来往升降，周环不息。

后天坎离在不同的定位，所

象征的是先天元阴元阳不同的运

动状态：坎水所象征的是先天阴

阳的潜藏状态，离火则为先天阴

阳升发的状态。故先天元阴元阳

是阴阳运动的体，而后天阴阳则

是其用。

在人而言，后天阴阳既可指六

经的阴阳，亦可指三焦的阴阳，亦

可指五行的阴阳。六经、三焦、五

行皆可分阴阳，例如六经分为三阴

三阳，三焦以上焦属阳，下焦属阴，

五行中木火属阳，金水属阴。不论

是六经、三焦，或是五行，皆是在描

述先天元阴元阳在不同的“位”之

间的运动状态。

以五行为例，郑氏认为元阴、

元阳为先天，五行为后天；从体用

而言，先天元阴、元阳为运动的

体，后天五行为运动的用。周敦

颐在《太极图说》中有云：“阳变

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

布，四时行焉。”五行其实只是元

阴元阳二气的运动在不同阶段的

表现而已，木即二气之生，火即二

气之长，土即二气之化，金即二气

之收，水即二气之藏，故周子又

说：“五行，一阴阳也。”同样，在人

身而论，郑钦安认为：“三阳本乾

元一气所分，三阴本坤元一气所

化，五脏六腑皆是虚位，二气流行

方是真机。”（《医理真传》）二气

即元阴、元阳，元阴元阳流行运动

即五行变化的体；而五脏分别居

五方，各有其“位”，是元阴元阳运

动的用，因此，元阴元阳的盛衰可

以反映于五脏变化的表现，即所

谓“脏象”。

郑氏在《医法圆通·叙》中

说：“……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

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

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

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

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

一气，三焦还是一焦。”所谓“一阴

阳”就是先天元阴元阳，“亿万阴

阳”就是后天阴阳，如六经、五行、

三焦，皆属后天。但无论如何，后

天阴阳反映的还是先天元阴元阳

的运动，始终还是“一阴阳”在运

动着；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故“天

地一阴阳耳”。

２２　先后天阴阳的名实　郑
钦安说：“五脏六腑皆是虚位，二

气流行方是真机。”他认为后天阴

阳只是“虚位”，而这些“虚位”则

是后天一切现象的阴阳属性。以

六经为例，《医法圆通·叙》：“仲

景分配六经，亦不过将一气分布

上下左右四旁之意，探客邪之伏

匿耳。”郑氏认为仲景设六经的目

的，是要通过六经的一切现象、一

切病情，寻求元阴元阳之盛衰，即

从“用”上反推出“体”的问题实

质。后天一切现象都只是阴阳运

动的用，而不是其体，故郑氏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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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位”。

先天阴阳是运动的体，而在

描述后天一切现象时，仍然是运

用“阴阳”二字，但先天与后天所

谓的“阴阳”，内涵是有分别的。

《医法圆通》有这样一个例子：

“男子所亏者肾中之阳，而非肾中

之阴也。所谓阴虚者，指肾为阴

脏而说，非专指肾中之水虚，实指

肾中之阳虚也。”肾所主的是先天

阴阳二气运动中的封藏阶段，封

藏相对升发，则升发属阳的现象，

封藏属阴的现象，故“肾为阴脏”

的“阴”是指着现象而言的；“肾

中之阳虚”的“阳”则是实指元阳

的体，元阳乃先天阴阳运动的实

体，而所谓的“阳虚”指的就是元

阳在封藏状态的不足。

故此，先天与后天的“阴阳”虽

同名，但其内涵是有异的：先天的

“阴阳”是实指元阴、元阳二气；后

天的“阴阳”则只是用以描述相对

现象的阴阳属性。

３　先后天阴阳的特点
从上文对于先后天阴阳的比

较，可看出先后天阴阳分别有以下

的特点：

３１　先天阴阳的特点———阴阳互
根，阳主阴从　郑钦安说：“坎中
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

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

一，彼此互为其根，有夫妇之义。”

先天元阴元阳是互根的关系，二

气合而不分，混然为一气，故郑氏

又说：“先天即父母精血中一点真

气，二气浑为一气。”

而元阴、元阳二气混然为一

气，并行于周身，合而不分。然而，

元阴、元阳二气并非平等关系，在

二气的运动过程中，是以元阳为主

导，具有“阳主阴从”的特点，郑钦

安说：“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

停一刻，阴即停一刻。阳者，阴之

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

（《医理真传》）不但在阴阳运动的

过程中，元阳在人身立命上也处于

主导的地位，郑氏说：“天一生水，

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

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

根，真种子也。”（《医理真传》）人

身之所以具有一切生命活动，也是

基于肾中所藏的“一点真阳”。此

肾中一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而此

一阳发动则是气机运转之源头，故

又说：“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

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

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

于是乎立。”

３２　后天阴阳的特点———现象的
阴阳对立　后天阴阳的特点是阴
阳对立，但所谓的阴阳对立只是现

象上的对立，是言其用；从体的角

度而言，仍然是统一的，统一的基

础则是先天阴阳互根的运动。郑

钦安说：“尝谓水火相依而行，虽是

两物，却是一团，有分之不可分，合

之不胜合者也。”（《医理真传》）又

说：“今人动以水火二字喻天平，水

火不可偏盛。偏盛则为病，余谓不

然。人自乾坤立命以来，二气合为

一气，充塞周身上下四旁，毫无偏

奇，火盛则水盛，火衰则水衰。”

（《医法圆通》）坎水离火都是后天

的现象而已，坎水属阴，离火属阳，

从现象来说是阴阳相对立的关系，

但从水火背后所象征的先天阴阳

运动实质而言，则是统一的。

由于后天阴阳只是现象上的

阴阳相对属性，并不是阴阳运动的

实体，故先天阴阳所具备的“阴阳

互根”和“阳主阴从”的原则并不

适用于解释后天阴阳的特点；同

样，先天阴阳也不存在“阴阳对立”

关系。

４　结语
《内 经》云：“治 病 必 求 于

本。”这是中医治疗的一大法则。

郑氏指出：“今人专在后天论阴阳

生克固是，而不在先天论阴阳盛

衰，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郑

氏认为所谓“本”就是先天元阴元

阳，治病立法应重视元阴、元阳的

盛衰，故在《医理真传》一书中，他

设“阳虚证答问”和“阴虚证答

问”两部分，分别探讨元阳虚与元

阴虚两方面的病证。相反，他认

为后天阴阳则只是先天阴阳运动

的现象，是其用，是其末，在临证

上，后天一切现象只为帮助探求

先天阴阳盛衰，故不必在后天五

行生克的关系上追求。郑钦安的

先后天阴阳观不但在临床上具有

指导意义，在阐发经旨上，也给予

后人莫大的启迪，相信对郑钦安

学说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我们揭

开中医经典的奥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