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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阴阳离合论》的教学体会※

●陈玉龙+

摘要 《素问·阴阳离合论》是阴阳学说的重要文献，为了更好探讨此篇文献教学方法，本文从

阴阳的推演、篇名的含义、三阴三阳理论及其在经络学说的应用等方面详细了讲述了作者的教学体会。

关键词 《素问-阴阳离合论》 三阴三阳 教学

《素问·阴阳离合论》主要论

述事物阴阳属性划分、推演和归

纳，为阴阳学说的重要文献。各版

《内经选读》教材对本篇内容都有

所选，但多为节选，给授课带来一

定困难，影响了学生对此部分内容

的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如何

克服困难，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笔

者就此问题，谈一下多年教学实践

中的体会。

1 引导学生通读全篇，正

确掌握经文的含义及衍生

意义

由于课本多只选录“阴阳者，

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

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

一也。”作为讲解内容，很难让学生

理解篇名的含义和正确理解所选

录的这句话。因此，讲课之前应当

让学生自己先通读全篇，上课时就

学生所遇问题引导讲解。

如果不通读全篇，单纯从所选

录的这句话来说，“数”，“计也”

(《说文》)，为计数意；“推”，意当

为推演，演绎，如此则此句话正如

《素问·吴注》所言“阴阳之道始

之一，推之则十百千万不可胜数，

然其要则本于一阴一阳也。”然而

怎样以一推十、推百等，是如《内经

选读》教材中所说阴阳中再分阴阳

的无限可分，还是“阴阳之道，合

者为一，散之十百千万。”(《类经

·经络》)的通过阴阳所含量的不

同分为十百千万，或者单单是指阴

阳适合事物分类的广泛性?

第一种推演方法，为《内经选

读》和《中医基础理论》。1，2 o教材所

采用，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其理

论根据主要是本篇文中有“阴中之

阳”、“阴中之阴”之语，及其他篇

章如《素问·金匮真言论》关于昼

夜和人身阴阳的划分等。这样的

推演与《周易》推演八卦、六十四卦

的相同，如此可以不断地推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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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可以到百千万以至无限。借助

于八卦、六十四卦推演图形可知，

虽然每一个到顶层的事物也总归

纳为阴或阳，但是相同阴阳属性的

物质已千差万别。在处理这些事

物时，抓起阴阳属性只是一个方

面，关键还要识其差别，个性处理。

就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

“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

何也?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

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

施针石也。”推演的目的，就是更个

性的治疗。

因此，笔者以为，如此理解，可

以认为所选录的这句话是《黄帝内

经》对事物从总体属性到细微差别

的认识。如果在于人体，可以作为

是对受精卵到胚胎及各种细胞分

化解释的最早依据。只不过，限于

条件，古代医家不能深入认识分化

后事物(或细胞)的差别，只以其阴

阳属性概括之。这一点，也说明中

医对人体和疾病更强于整体属性

的把握，对细节有认识但缺乏深

入，由此限制了中医的微观发展，

实际上在某方面也限制了真正个

性化治疗疾病。虽然中医的辨证

论治也属于个性化治疗，这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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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目前西医处理疾病状况而

言。因为只能从整体把握事物或

一类事物，是不可能对千差万别事

物的实行确切个性化处理。相信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西医在个性

化治疗方面会越来越好，到一定时

期，中医的辨证治疗的个性化优势

就会减弱。

笔者在授课时，往往就此问题

让学生讨论，让学生理解中医的优

点和缺陷，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推动中医发展的紧迫感。

第二种推演方法，其理论根据

于所选录本句的前面内容为“今三

阴三阳，不离阴阳，其故何也”，也

就是说所选录的这句话是回答其

前面问题的答案。如此，即提到三

阴三阳划分问题。然而《素问·天

元纪大论篇》云：“愿闻其与三阴三

阳之候，奈何合之?”又日：“阴阳之

气，各有多少，故日三阴三阳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也日：“阴

阳之三也，何谓?”日：“气有多少，

异用也。”由此可知，三阴三阳是根

据事物所具有阴阳属性的多少划

分的。那么对于阴阳由一推至十

百千万，也应根据事物的阴阳属性

的多少，只不过《黄帝内经》以三阴

三阳举例而已，以此类推，至十当

有是十阴十阳，推至万当有万阴万

阳。至于为什么单一三阴三阳举

例，完全是由于古人受到传统文化

的影响，所谓“三，数名，天、地、人

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

也”(《说文》)、“数始于一，终于

十，成于三”(《史记·律书》之类。

由此，古人已经从只是把事物进行

阴阳的定性分类，发展形成了阴阳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认识事

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在

《黄帝内经》中其他篇章也有如此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内容，如《灵枢

·阴阳二十五人》就是把人先按五

行分五类，然后每类又根据此行性

质的多少又分五种。

笔者在授课时，对于这种推演

方法会重点向学生介绍，让学生深

入理解中医学不但强调定性、总

体，还要强调定量和细微，只不过

由于受到中国哲学影响和当时条

件的限制，中医学的阴阳定量只详

细研究了三阴三阳，五行也只简单

介绍了五五二十五种。如果象选

录原文所言，根据事物阴阳的多少

推之“十百千万”，那何其丰富?对

事物的认识又何其细微?中医学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可以推

之更细微一些，怎样构架这些细微

的理论，以便更精确地把握人体生

理、病理等，是当代青年中医的任

务。

第三种认识相对简单，只是用

这些数字表示阴阳理论适用的广

泛性，所谓“其大则无外，小则无

内”(《灵枢·禁服》)。也许，对于

古人来说，这是此句话表示的主要

意思所在。

结合以上理解及语境，关于篇

名《素问·阴阳离合论》的含义，当

以《素问直解·卷一》：“离则有

三，合则为一，从三而十百千万，皆

离也；三阳归于一阳，三阴归于一

阴，皆合也”为是。

2 拓宽学生视野，深入了

解三阴三阳理论及其在经

脉学说中的应用

《素问·阴阳离合论》以三阴

三阳为例，讲述了阴阳离合的道

理，同时也引出了三阴三阳理论及

应用。对此，学生可能会对三阴三

阳理论的应用、量的划分、阴阳经

脉表里关系、“绝阳”、“绝阴”等问

题产生疑惑，需要老师进一步

指导。

如前所论，三阴三阳只是根据

阴阳气之多少推演到最小成数的

一个结果而已，由于受到当时文化

背景的影响，得以广泛应用。在

《黄帝内经》中用以构架多种学说

框架，据王庆其教授总结发现，三

阴三阳用于以下几种情况：(1)分

十二经脉，配属相应脏腑；(2)作伤

寒分型，说明表里传变；(3)为六气

之标，阐释运气更迭；(4)列阴阳五

态，区别体质类型；(5)辨阴阳太

少，标定五脏属性；(6)举三阴三

阳，类分证候脉象∞J。在《素问·

阴阳离合论》中，主要应用于对经

脉的说明。

三阴三阳量的划分，当依据

《素问·经脉别论》：“太阴脏搏

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

平，三阴也⋯⋯，一阴至，厥阴之治

也⋯⋯，帝日：太阳脏何象?岐伯

曰：象三阳而浮也。帝日：少阳脏

何象?岐伯日：象一阳也，一阳脏

者⋯⋯”和《素问·阴阳类论》：

“帝日：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

阳脉⋯⋯，所谓二阳者，阳明也，

⋯⋯。一阳者，少阳也⋯⋯”之论，

太阳为三阳，阳明为二阳，少阳为

一阳，太阴为三阴，少阴为二阴，厥

阴一阴。至于有学者根据《灵枢·

终始》和《素问·六节藏象论》中

寸口诊中以一盛、二盛、三盛分别

对应于经脉的厥阴、少阴、太阴，人

迎诊中的一盛、二盛、三盛分别对

应于经脉的少阳、太阳、阳明，及三

阴三阳表里关系和阳明脉多气多

血的论述，即认为阳明为三阳，此

不足为取。因为这些论述只是针

对阴阳经脉部分病理征象或生理

特点而已，在《黄帝内经》中尚找不

到明确关于阳明为三阳的论述。

阴阳经脉的表里关系在《黄帝

内经》许多篇章中都有论述，如《素

问·血气形志》就明确指出“足太

TraditionaI Chinese Medicine Journa]45

万方数据



中医药通报2012年12月第11卷第6期

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

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

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

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

里，是为手之阴阳也。”问题是为什

么三阴和二阳、三阳和二阴相表

里，而不是三阴和三阳、二阳和二

阴相表里?此问题，首先需要就经

脉命名进行说明。用三阴三阳对

经脉命名最早见于《足臂十一脉灸

经》、《阴阳十一脉灸经》，《黄帝内

经》遵循此法，加以手厥阴心包经，

使手足经脉相互对应。就《素问·

阴阳离合论》重点论述的足经脉来

说，它们的三阴三阳属性和经脉的

循行、生理功能及所联属的脏腑生

理特点有关，如膀胱经，之所以称

之为太阳，是因为其主要循行头背

部和下肢阳位和具有布散卫阳的

作用，所谓一身藩篱的主外特性。

脾经则因为其循行下肢和腹部阴

面，且脾为“阴中之至阴”(《素问

·六节藏象论》)，可输部水谷精

微，根据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又是

其他阴经之门户，因此称之为太

阴。“太阳为开”、“太阴为开”就

是对膀胱经和脾经气机生理特性

的概括。同样道理，肝经的循行也

在下肢和腹部阴面，不过在腹面时

趋向于侧部，同时，肝又为阴中之

少阳，且根据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

又在其他经脉之后，因此经文称之

为“绝阳”、“绝阴”，即阴气将尽，

阳气将起，故称之为厥阴，为一阴。

胆经循行下肢和躯干外侧面为阳

位(弱于太阳)，但其脏器却为藏而

不泻似脏的奇恒之腑；胃经循行在

下肢前面为阳位，在躯干却循行的

腹部阴位，如此其阳量少于太阳，

但胃为五脏六腑之大海，是六腑传

导之首，又为多气多血之特性，因

此胆经与胃经相比，胃为二阳阳

明，胆为一阳少阳。

其次，经脉表里主要原因是

藏头药名诗

《灵枢·经脉》所说的表里两经脉

的络属关系，《素问·阴阳离合论》

也从三阴三阳经循行进行了说明，

所谓“少阴之上，名日太阳⋯⋯，太

阴之前，名日太阳⋯⋯，厥阴之表，

名日少阳”。总之，两者表里关系

是有实际物质基础。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经文中

“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

实际上是针对经脉及其联属的脏

腑气机升降特性来说的，而不是纯

粹由阴阳量的多少推导而出，所谓

以象论，不以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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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红兼雨梦，当归身世，等闲蕉鹿。再枕凉生冰簟滑，石鼎声中幽独。活火泉甘松涛嫩，乳香候，龙团熟。地偏丛桂

枝阴，又吐丛菊。花时约过柴桑。白衣寒蚤，体负深杯绿。青镜流光，看逝水银波，漂残落木。瓜蔓连钱，草虫吟细，辛苦

惊髀肉。从容乌兔，丝丝短发难续。”

此乃清代梁溪诗词大家，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曾孙顾贞观所作的《断续令》词。这首《断续令》实为一首藏头

词。这首《断续令》又可称为药名词。顾贞观巧将中药名当归、鹿角、滑石、独活、甘松、乳香、熟地、桂枝、菊花、桑白皮、蚤

休、绿青、水银、木瓜、连钱草、细辛、肉从容(苁蓉)、菟丝、断续嵌入词中，读来恰到好处。尤其是“断续”这味中药名，顾

贞观将其分嵌于词的首尾，一般人难以觅见，且读来觉得整首药名词连环复始，回昧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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