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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有的资料显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
国人就已经有了医疗自救活动，并且不断发展和完

善，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至汉朝期间，才以《黄帝

内经》为代表，宣告中医有了系统的思维方法和完善

的医学理论。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奴隶社会以及后来向封建社会转型的

时代，自然科学的水平是相当低的，尤其对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后者显得更加迫切和引人瞩

目。以西周初年出现的《周易》为起点，社会学、哲学

成为了人们十分重视的学问，当时面对动荡的兼并局

势，各国君主都想称霸争雄，谋求富国强兵之策，所以

竞相礼贤下士，延揽人材。而社会贤达之士也纷纷乘

时而起，怀才四适，提出各种匡时济世之良策，造成思

想言论的空前自由，即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

鸣”。出现了比较著名的所谓“九流十家”，影响了整

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其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

学，几乎占了一半，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宽可见一斑。

所以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可见，影响

中医学术成熟的原因虽然很多，其中道学思想的促成

是一个十分主要的和重要的因素。尤其是道家的气

化思想，与中医思想的成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１　道家气化思想的特点
渊源于《易经》的道家思想，是整个易学体系中一

个重要流派，对易学有较大的发展。在易学中主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定大业。”提出了“太极”的概念，这种太

极，是指原始混沌之初，然后以二进位的方式发展，以

至于爆炸成活生生的世界，强调了阴阳无极限的变

化。而道家却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

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提出了从无到有

的概念。所谓“道”，实际上是指“无”，然后以一进位

的方式发展，以至于爆炸成当今世界，强调了阴、阳、

冲气的互相协调与发展。因此有专家认为，易学主讲

二分法，道学主讲三分法。易学从“有”开始裂变，其

所谓“太极”，实际上是指从一开始变化。而道学所说

的“道”，实际上是指“无”，是指从无到有的变化。易

学重“乾卦”，重刚健，主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强调主动进取，在斗争中出现变化；道学重“坤卦”，重

无为，主张“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

其无易之（即不能替换的意思）”，强调回归自然，在交

流中出现变化。可见易学讲“有为”，道学讲“无为”；

易学讲“分”，道学讲“和”；易学讲“动”，道学讲“静”。

总之，道家所讲的气化是从无开始，出现阴阳的

变化后，①事物以三分法的方式分解，即“一生二，二
生三”，由太极分成阴气、阳气后，还必需加入冲气，

由三者组成，以此来认识万物之间的关系。如坐标

既有左右，就有一个原始点，从而组成三；天、地、人

亦组成三；有上、下，就有中，从而组成三，南方、北

方、中原也组成三，如此不已。②发展是必需在和谐
适应环境中进行的，冲气就是一种缓冲剂。万物在

缓冲中进行变化，才能保持事物的美好和完整，即

“三生万物”。③其发展过程是以相互交流、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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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即“负阴抱阳”。人体前为阴，后为阳，前阴抱

阳，后阳负阴，就是为了互相之间能完美的交流。因

此其太极图强调阴阳交错和阴升阳降，以天人相应

为其主要支撑点。

２　阴阳五行学说与道家气化的关系

２１　中医阴阳学说是以三分法为基础的　道家常常
用“－－”标示阴，用“—”标示阳，卦学上以阴阳作为
基数，将其称之为爻。所谓离卦或坎卦，是“楀”和
“椾”，由三爻组成的，离卦的上下两爻为“—”，中间
一爻为“－－”，即表示外阳内阴，称之为离中虚；坎卦
的上下两爻为“－－”，中间一爻为“—”，表示外阴内
阳，称之为坎中满，也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可见，

只有用三，才能表达完美。而真正成为卦象，则是由

两卦六爻组成，以显示阴阳上下交流，负阴抱阳，事物

的既协调又纷繁复杂的现象。可见万物的变化都是

可以用三来表达的。

中医学术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天人相应关系的运

气学说和异法方宜的地域学说，这些学说本身就与道

家对天地的认识是一致的。日月的变化有日旦、日

中、日暮；月生、月满、月死。地域有东方、西方、中央；

南方、北方、中央。都是三分的结果。因此中医的阴

阳学说，看起来好像是二分法，实际上是三分法。完

全的阴阳关系均是由三方面组成：如阳分为太阳、阳

明、少阳；阴分为太阴、厥阴、少阴。其中厥阴和少阳

被认为介于阴阳之间，起到了冲气的作用。在阴阳学

说中，只要是谈到与阴阳变化有关的内容，均是以三

分法为基础的。如《内经》中经络的“开、合、枢”理

论，《伤寒论》中六经分证，七日规律，讲的就是从阳到

阴，从病到治的关系，都是与三有关的变化。针灸刺

法中的“一刺出阳邪，二刺出阴邪，三刺出谷气”，表达

外、内的阴阳关系，讲的就是“天、人、地”，也是穴位中

三层之间的变化，从而演变出诸如“烧山火”、“透天

凉”等具体手法来。

中医的阴阳观，要点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

阳离决，精气乃绝”，讲的就是和谐。无论什么疾病，

无外乎阴阳不调；医生的治疗手段虽然很多，无外乎

协调阴阳。即使是最困难的治疗，也离不开阴阳之间

的协调关系，如王冰说的：“热之不热，是无火也，益火

之源，以消阴翳；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壮水之主，以制

阳光”就是从原阴、原阳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阴阳不协

调的高级治疗方法。《内经》中很重视“亢则害，承乃

制，制则生化”，其中“承”是关键。所谓“承”，就是和

谐。要达到“承”，就得有冲气的参与，进行以三为相

互关系的调整。

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治疗学中的“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看起来只说到阴与阳，实际上讲的是阴阳

之间的转化，而其转化的方向是阴向阳转化，阳向阴

转化，除了与冲气有关之外，也与“负阴抱阳”十分相

关。高血压病人治疗时，由于火气上炎，中医采用上

病下治的方法；脱肛采用下病上治的方法；虚火扰神

的失眠病人，中医使用引火归元的方法；针灸中的缪

刺法等等，都是运用了阴阳转化来达到阴平阳秘的效

果。道家的气化思想就这样如此深化到中医学术之

中。

２２　回归于道家气化思想，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取
得了一致性　假若说阴阳的变化比较好理解的话，那
么三分法又如何与五行相关呢？五行的出现虽然与

古人生活的很多方面相关，但据有关研究，其主要与

方位有关，也就是以方位为主要观察点而形成了五行

的诸多内容。三分法中在观察方位的时候，有东、西，

就有中原，有南、北，也就有中原，因此在中原点上出

现重合，两个点变成了一个点，使分之为六，合之为

五，三加三就与五相一致了。方位就成了东、南、西、

北、中。看起来是五行，实际上是六行，《尚书》、《左

传》、《大戴礼》等著作，就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上

加上谷，说的就是六行。土与谷既是五行中的分点，

又应该是阴阳三分法中的相互重合点。另外，五脏与

五行相配，其中五脏就分为肺为阳中之阴，心为阳中

之阳，肝为阴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脾为阴中之至

阴。所谓“至”就是到达的意思，既可以到达阴，也可

以到达阳，应该就是重合点。可见五行就是阴阳三分

法所引出的结果。

五行的关系中，生克属于正常的生理关系，有生

必需有克，但需要强调的是，相克属于正常关系。所

谓相克，就是一种协调关系，他除了有制约的内涵外，

也还有相助的内涵。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更好地相互

协调。比如木克土，比喻的就是在土地板结的时候，

需要犁（古代首先使用的是木犁）来疏松，才便于作物

的生长。这种疏松就不仅仅是一种制约（所谓制约，

就是说木犁适宜疏松土地），还应该包含了相助（使其

发挥更好地作用）。五行中的胜复关系虽然属于非正

常关系，但五行仍然可以用“复”来展示病理状态下，

机体如何产生和谐的机制。如火气太过，则过分的克

金，使金气偏衰，金衰不能制木，木便偏胜，而加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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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受制则不能制水，水于是旺盛起来，把太过的火

气克伐下去，使之恢复正常。如：

　 火－过分→金－不及－木－过分→土－不及－水
　 ↑ 过分 ↓

在治疗学上，《难经》有“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

子”，“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一说，后世逐

步演化成“培土生金”、“金水相生”、“滋水涵木”、“补

火生土”等等疗法。其直接以五行来说明治疗法则，

要点仍不离协调阴阳，和谐机体的目的。

在《道德经》中虽然没有单独提出“五行”一词，

但五色、五音、五味则多次提到，而且强调“克”，他说：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是谓深

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里的“克”，说的仍然是

协调与和谐，并视之为长生之道。可见医经与道经的

一致之处。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

道也……可不通乎？”表达了五运、阴阳与道家“天法

道”之间的关系，从阴阳五行在医学中所占地位来看，

也表达了医、道之间的相承关系。

３　经络理论的出现与道家气化的关系
３１　道家重气化与修练气功有一致性　《庄子·知
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说明气是构成生命的源泉，追求气的有益变化，是养

生的主要目的。后世道教气功提出“人在气中，气在

人中”，即本源于此。道家从讲养生开始，进而养气，

进而练气、练功。所以该书中还说到：“砫缺问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

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

如新出之犊，无求其故。”这段文章说，砫缺（尧时的老

师）向被衣提问有关“道“的问题，被衣回答说：只要端

正你的形体，专一你的视听，自然的和气就会到来；收

敛你的智慧，专一你的思想，神明就会来居留。如果

能做到这些，德行将会为你增加美丽，“道”将进入到

你的身体，你就将变得眼睛明亮，思想纯洁，好像初生

的牛犊一样，不用再苦苦地摸索事物的原委了。这种

专一练气，道家又将他称之为“坐忘”，就是“堕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知”，也就是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与

自然相合。这种“坐忘”，实际上就是修练气功，因此

修练气功就成了道家的日常功课。修练的目的是什

么呢？《道德经·第六章》解释说“谷神不死，元牝之

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说明“得道”

能创造万物，从不疲倦，永不穷竭。这里还说到了气

功的修练方法，所谓“谷神”，形容“道”的虚无清净，

隐晦曲折，神秘不可测，也就是道家的“空”。“牝”指

雌性，说明一切生命个体，均由雌性之门而出。因此

“牝”象征生命的创造力。后世道家引申，解释为滔滔

大海的中心，有一个泉眼，其虽小，却水流滚滚，源源

不竭，成为大海之源，犹如海之元牝；北极，是大地的

元牝；人体的会阴，为人之元牝。还把脐下三寸称之

为气海或丹田，也是元牝。成了气功中意守丹田的关

键点。《庄子·刻意》还说：“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

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

考者之所好也。”可见从气化到练气功不仅有相承

性，而且有了一整套方法。于此相应，《内经》在前几

篇经文中，也首先记载了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

的作为与四气调神，生气通天等养生练气之法，应该

不是虚妄之言。

３２　由于气功的修练，体察出了人体经络现象　有
战国初期的一件《行气至佩铭》的石刻文，郭沫若先生

将其译成现代文是“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

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其

舂在上，地其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说明在作小周

天气功时，初期有守发热、发胀、触电样感觉、随着修

炼功夫加深，会感到一股气流沿任、督二脉走动。首

先在丹田发热，接着气从丹田出发，逐渐向下经过会

阴、尾闾，从脊柱内上行至大椎、风府，直到泥丸宫（百

会）然后经印堂沿鼻柱，过素
!

，至龈交通于任脉，再

向下经绛宫（膻中）、气海而返回丹田。若继续炼功则

可打通大周天，一旦炼成大周天，会在行动时感到神

庭处有一团“亮光”，并随大小周天的路线和气一道循

行，这时出现“返观”现象。如《奇经八脉考》所说：

“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可见道家从丹田部

位开始修练气功，修练小周天和大周天不仅是有一整

套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是有实际效果的。“炼气功二

十八年”一文中写道“气感在头部，则如探照灯，色、

光、角度都逼似，有时交叉，有时分开，在头部到处探

游。”“工夫至此，就会对自己的上下、左右、前后、阴阳

界限及五官九窍的内在联系，比较心中有数了。”修练

气功，使之有了“返观”的能力，体察出“内景隧道”应

该就是经络最早地描述。

３３　（道家）医疗活动的成功使经络现象得到了证实
葛洪在《抱朴子·杂应》中说：“古之初为道者，莫

不兼修医术。”可见学道与学医有很多相通之处。不

少有名的医家，其实就是道家。如《内经》中与黄帝论

医的侍者岐伯、俞跗、少俞以及后世的扁鹊、葛洪、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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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邈等都可称之为“道医”。他们一边修练气功，追求

长生，一边从事医疗活动。将自己的气功修练心得运

用在医疗活动中，取得满意的效果后，反过来，又促进

了医疗理论的建立。如汉代刘向《说苑·辨物篇》中

说：“俞跗之为医也……炊灼九窍而定经络。”因为俞

跗“治医不以汤液醪醴……因五脏之输，割皮解肌，决

脉结筋，湔浣肠胃，嗽涤五脏，炼精易形，以去百病。”

可见他从事多种医疗活动，而且直接与身体、皮肤接

触，有较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据专家考订，“定经

络”就是记载经络传感的路线，因此可以认为俞跗能

够观察测度经络感传现象，从而记录经络走向，使之

理论化，并由后人不断使之完善。当然古代解剖学也

使经络的认定有了基础。在《灵枢·经水》中就说到

解剖的内容：“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

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甚至在《灵枢·脉度》

篇里还记载了经络的长度，由于古代解剖学的发现，

使抽象的经络既有了个人的感受，又有了实体依据，

虽然这两种认识并不完全相同，而仅是一种模糊的联

系和印证，然而在人们认识上却是一种提高，以至得

到一致的赞同（练过气功和未练过气功的人都能接

受），使经络理论的建立有了实际基础。

因此，可以认为道家的修练气功，“内景隧道”的

发现与医疗实践活动对经络理论的建立是起着重要

作用的。当然经络的发现和走向成熟，也是一个逐步

过程，在《五十二病方》中所载的“手足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说的是十一条经脉。即使在《内

经》中，《素问·阴阳别论》记载的是四条经脉；《素问

·五脏生成论》记载的是五条经脉；《素问·四时刺逆

从论》、《素问·刺热论》、《素问·阴阳离合论》及《灵

枢·根结》则记述了不同的六条经脉。《素问·气府

论》记载了九条经脉，《素问·刺热论》记载的是十条

经脉。当然《灵枢》中记载十二条经脉的比较多。也

因此可以认为，气功的修练对经络的发现和促进理论

的成熟也有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虽然如此，道家气

化思想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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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论医话　

赵羽皇参附宜虚论

万病莫若虚证最难治。经云：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盖虚之为言，空也，无也。家国空虚，非惠养

元元，锱铢累积，必不能奠安邦本，家道丰享。病之虚者亦犹是也。故治虚之要，温补为先，温补之功，参

附为首。

盖参者参也，与元气为参赞者也。体弱用此，恍若阴霾见 ，寒谷回春，生机勃勃欲露，是真起死之灵

苗，回生之仙草也。故不特气虚宜用，即血虚宜用；内伤宜用，即外感亦宜用。烦渴由乎火邪，得人参而

阴津自长；肿胀由乎气壅，仗参力而痞闷全消。以至食不欲入，食反胀，或翻胃噎膈，泄利亡阴，洒淅恶

寒，多汗漏风等症，无不赖人参之大力，作元气之藩篱。而不知者，妄谓肺热伤肺，参能作饱，尤属骇异。

不知肺金之冤热，非人参莫能救援；脾虚之满中，非参术何由健运？种种功勋，难以枚举。昔贤嘉其功魁

群草，信不诬耳。

至附子一味，有斩关之能，夺旗之勇。虞抟谓其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入

血分，以滋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药达下焦，以驱除在里之冷湿。

其用亦宏矣哉。人止知手足厥冷，下痢完谷，一切阴寒等候而用之，此系正治，人所易晓。然其最妙

处，反能以热攻热。故胃阳发露而为口烂舌糜，肾阳发露而为面赤吐红，入于滋阴补气药中，顷刻神清热

退，则其能反本回阳也，谓其能壮火益土也。

世人甘用寒凉，畏投温剂，一用参附，即妄加诋毁，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若乃强阳已

极，房术用以兴阳；外感伏阳，阳厥用之狂越，譬之服毒自刃。此自作之孽，岂参附之罪耶？

（摘自清·罗美《古今名医汇粹·卷一·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