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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易经》理论解读“阴阳自和必自愈”
● 陈桥英* 陈 建▲

摘 要 《易经》与《伤寒论》都具有独特的阴阳文化，基于对《易经》的学习，对卦象的解读，以及

阐明“自愈”思想在《伤寒论》中的体现，通过探讨“自愈”的相关内容与卦象、数理之间的相关性，期以

阐明“自愈”与《易经》之间的联系，加深对“自愈”的分析认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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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创于东汉末年，自

仲景述出广传于世，被历代医家

奉为临证圭臬。该书通篇以阴阳

为纲贯穿始终，其三阴三阳理论

颇受《易经》影响。《医贯》云：“夫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具有太极

之形，在人身之中。”太极者，阴阳

之母也，阴阳同存于一体，阴阳交

感和合化生万物。《周易》六十四

卦均以简单的阴爻阳爻构成，而

生成无穷变化，却也能解释《伤寒

论》六经病证变化。如四逆汤证

形似剥卦，仅上爻为阳，少一阳则

生纯阴坤卦，多一阳则为来复，渐

补阳气，终至纯阳乾卦，意为康

健。所谓“不知易不足以言太

医”，《易经》与《伤寒论》二者都蕴

含深刻的阴阳五行，包含自然之

机。因而探究《易经》中的内容，

对解读《伤寒论》应有溯源求本、

如虎添翼的作用。“自愈”，大意为

机体疾病状态下自我恢复的过

程。《易经》中也有对于疾病自愈

的直接描述，比如“无妄之疾，勿

药有喜”[1]，与“自愈”之义相似。

1 “自愈”的基本内容

1. 1 “自愈”的含义 “自愈”者，

出于《伤寒论》第58条“凡病，若发

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

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指出人体

的自愈是通过阴阳的自和能力实

现的，强调治病过程要整体审查，

重视人体自身的自我调节机制。

而人体自愈的表现，最根本的可

体现于脉和，“脉阳微而汗出者，

为自和也”，太阳中风自汗出，汗

少则津液不亏，自和则愈，此为

“脉自和者不死”。自愈在《伤寒

论》中多次出现，或作“解”，或作

“愈”，或作“欲解”。仲景治病，辨

证论治，非逢疾就以药石。其或

保胃气，如“少少与饮之，令胃气

和则愈。”或扶阳气，如“手足反

温，脉紧反去者……必自愈。”或

存津液，如“今为小便数少，以津

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

也。”《萃卦》有解，身感微疾，嗟如

无利，不若心平气和，自然无咎。

即言一些疾病宜疏解七情六欲而

使病愈，并不建议用药。

1. 2 “自愈”的机制 第 58条是

非常典型的以阴阳来判断预后的

条文，意旨在表明“阴阳自和”是

疾病自愈的基础。“生之本，本于

阴阳”，阴阳是中医的根本，《伤寒

论》所有方证的治法都是调节阴

阳。而“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虽

然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却是

本书的点睛之笔，仲景正是通过

这一个“和”字，把对自愈机理和

治疗原理的认识统一起来。清代

柯琴著《伤寒来苏集》中提到了

“阴阳自和故愈”“阴阳自和而病

自愈”，并且明确提出了“欲其阴

阳自和，必先调其阴阳之所自”的

观点。其实“阳统乎阴，天包乎

地，血随乎气”，自古圣贤便知治

血必先理气，如血虚发热补血不

用四物汤，而以补气药多于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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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使阳生阴长，恢复阴阳平衡。

“和者，阴阳调”，阴阳自和的目的

就是使得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水

平，自和是自愈的内在动力，“阴

阳自和，必自愈”不仅表明了“和”

是治疗的目的，同时也告诉我们

“自”在治疗的的过程中还必须着

眼于机体本身的自愈机能[2]。

2 “阴阳自和必自愈”的
类型

2. 1 阳气回自愈 如“ 少阴病，

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

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

也，虽烦下利，必自愈”所言，“手

足反温，脉紧”知是邪随利去，阳

气来复，故能够通过阴阳自和的

能力促使疾病自愈，恢复“阴平阳

秘”的状态。“风家，表解而不了了

者，十二日愈”表明疾病达到自然

病程时间而自愈，也是因为随着

人体正气的逐渐恢复，使得疾病

向愈。《无妄卦》爻辞:“无妄之疾，

勿药有喜。”无妄外卦为乾，内卦

为震，九五爻是个强爻，阳气刚

强，自外而内，下与阴柔之六二相

呼应，“动健”的卦象表示身体的

抵抗力良好，具有足够的正气，因

此即使偶染微疾，机体也能依靠

自身便可痊愈，谓之“有喜”。人

体都有自我调节机制，微疾小恙

只要不超出机体的承受范围，人

体阳气未竭，随着阴阳二气互根

对立的动态变化，恢复阴阳平衡，

通常都会自我恢复，现世之人压

力倍增，偶感不适，就吃药治疗，

有时反而破坏了身体的免疫，要

相信机体阴阳自和的能力。《乾·

文言》：“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

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

吉凶。先十二辟卦天而天不违 ,
后天而天奉时。”说的是人体应该

遵循自然规律，就能趋利避害，与

《内经》所言顺时养生，天人合一

的原则相符。

2. 2 津液复自愈 津液与阴阳

息息相关，《类经》有：“津液本为

同类，然亦有阴阳之分。盖津者，

液之轻者也；液者，津之浊者也。

津为汗而走腠理，故属阳；液注骨

而补脑髓，故属阴。”津液的耗伤

或生成不足，都会导致阴阳的偏

颇，甚则亡阴亡阳，因此，津液的

调节对维持人体阴阳平衡起到重

要的作用。如第59条“大下之后，

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

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此为大下后津液亏虚所致，但以

水谷调养，津液得复，阴阳自和，

则小便自利。“胃中干，欲得饮水

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

也表明津液得充能够调整疾病所

致的机体失调，待其津液调和，促

进胃气的恢复，从而修复损伤，自

然会痊愈。287条的阳明病大便

硬，而见小便数少，乃是津液分

别，后自会见大便，因其津液未竭

仍能入大肠所致，“自汗出”“小便

利”“大便行”多提示人体津液复

原，预后良好。故存津液者，重在

“存”，仲景用药不忘存津，养津助

汗以利祛邪，从桂枝汤以“遍身微

似有汗者益佳”就可知发汗不可

太过是为了保存津液，邪去正安。

因此人体发而为病，若能滋养津

液使其来复，促使机体阴阳自和

亦行自愈，这也要求我们自身留

存有足够的资本来抵御，《艮卦》

云:“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是提示

我们要注意保护脚，就不会有灾

害，有利于长久吉利。此言脚趾

虽然只是这一肢体末端的小部

位，也提示了防治应该防微杜渐，

起居有时，饮食有节，恬淡虚无，

人体达到身心和谐的状态，表现

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周易》

包含深沉的危机意识，防微杜渐，

趋吉避凶，可概括为“居安思危”，

与时偕行是其基本原则，时时以

警惕，是一种认知更是一种德行

修养。

2. 3 胃气和自愈 “厥阴病，知

胃气尚在，必愈”“食以素饼，不发

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旨在表

达人体胃气的重要性，胃气若在，

则气血津液化生有源，疾病自然

能够向愈，这是因为机体所需的

精微有赖于脾胃之气的化生，治

疗疾病的药物也需中焦受气取汁

以发挥疗效[4]。脾胃为升降之枢

纽，位居中焦，斡旋阴阳，下经“胃

不和则卧不安”即言明胃气不降，

则阳气不能沉降于阴而致失眠。

《黄帝内经》中用半夏秫米汤治疗

胃不和所致失眠，其理就在于邪

气客于人，卫行于阳而不入阴，阴

虚则不寐，治以半夏秫米汤引阳

入阴，通其道而取其邪，使之阴阳

相通，此之谓“决渎壅塞 ,经络大

通,阴阳和得者也”，其卧立至。《素

问》也强调脉以有胃气为本，无胃

气则死，《伤寒论》中仲景同样重

视胃气的保留，如第398条：“脾胃

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

谷则愈”，脾胃之气不足，通过饮

食水谷的调养，减轻脾胃负担，勿

使胃气再伤，冀以逐渐恢复脾胃

的运化功能，充养五脏六腑，与理

中汤和十枣汤药后服用热粥自

养，均是仲景保胃气思想的体现。

第四十一卦《损卦》，就言损其客

位，损益制衡。主方占据主要地

位，但是二五爻不当位，因此对主

位有所威胁，故要利用自己的优

势给客方造成损失，或以暂时的

损失而诱其向有利的方向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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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病邪，损伤机体，但人体正气

依然占据主导，通过减少脾胃的

负担，控制病邪的进出，即为四爻

爻辞所指“损其疾，使遄有喜，则

无咎”，谓之“补不足，损有余”。

3 从“欲解时”讨论自愈
的时机

《伤寒论》是六经辨证的理论

体系，从医圣仲景提出的所谓六

经病“欲解时”中，实则可知“欲解

时”也是六经经气各自的旺盛之

时。在六经病程中，若人体处在

最为顺势的恢复正气状态，此时

机体易于借助生理机能，将病邪

驱逐于外，是疾病向愈的最佳时

候，即可谓自愈的最好时机。“生

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伤

寒论》三阴三阳循环无端的消长

过程，与《易经》卦象反映的阴阳

消长具有异曲同工之味，一个卦

象多由六爻组成，爻有阴爻阳爻，

组成的六爻亦是具有阴阳消长转

化之变。由《乾卦》为例，初爻至

六爻，表现的是阳气由微到盛，由

盛到衰，由衰到来复的规律。六

经欲解时都是三个时辰，太阳病，

欲解时，从巳时至未时，也就是9-
15时；阳明病，申时至戌时，15-
21时之间；少阳病，寅时至辰时，

3-9时之间；太阴病，亥时至丑时，

21-1时之间；少阴病，子时至寅

时，23-5时之间；厥阴病，丑时至

卯时，1-7时之间。《易经》中有十

二消息卦，又称为“十二辟卦”，

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

否、观、剥、坤,依阴阳消长的顺序

排列从复卦至乾卦,阳爻逐渐从下

往上增加,表示阳气逐渐增强,相
对的阴气逐渐减弱，据此可与六

经“欲解时”时辰相对。如少阳

经，少阳的阳气是三阳中最弱的，

对应阳气初始形成阶段，十二辟

卦中的泰卦、大壮卦、夬卦、上卦

阳气渐盛，是天阳形成时期，时辰

应寅卯辰时，故少阳病欲解时在

寅至辰上，阴阳消长不约而同[3]。

现在有诸多医家为此实行时辰疗

法，什么时辰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常常表明这时辰所对应的脏腑经

络出现疾患，如见患者半夜三四

点头疼，可多考虑是否少阳经头

痛，为诊断疾病添加思路，亦可根

据六经欲解时嘱患者注意生活作

息的调整，通过修养食疗促使阴

阳自和以达病愈。自愈欲解时，

有赖机体阴阳交互制约不断调

整，促使阴阳回归平衡，若致病因

素过于强大则无法单单依靠自身

恢复平衡，只有人体有丰盈厚实

的蓄积才能得到充分的颐养，给

予人体足够的能量，观《颐卦》之

意，山上雷下，虽阳实阴虚，养正

必吉，人体亦如是。

4 “自愈”自然病程数理

《伤寒论》中关于疾病节律现

象的描述丰富，文章多处出现有

关自愈的天数，如“十余日振栗,自
下利者,此为欲解也”；“太阳病,头
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

故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

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

也”。《既济》六二爻辞:“辞妇丧其

弗，勿逐，七日得”，因此数理对两

者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七日节

律”为例，刘渡舟教授认为七日节

律与自然界月球绕地球运动以及

月相的变化周期有关，是一种“天

人相应”理论的实际体现[4]。“六日

愈”，“七日愈”的问题，为何是六

和七？是因为据孔颖达疏《尚书

正义》知七为火的成数，代表火，

六为水的成数，代表水，《内经》有

“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火属

阳，故为“阳数七”。“七日”频繁出

现在《易经》中，如“勿逐，七日

得”，其中《复》卦辞：“出入无疾。

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复卦六爻，第一爻为阳，其余五爻

为阴，来复归复，阴尽阳生，阳爻

自下而上至到六爻，回归初爻，正

好是七步，此卦言之尊重自然规

律，顺其天数，平安和谐。由此可

见，在《易经》中，“七日”被认为是

阴阳相互之间转化的周期数，而

中医学，《内经》里“五志七情”以

及“男八女七”的肾气盛衰规律，

中药学中的“七情配伍”，都与七

数息息相关。大千万物皆有阴阳

二重属性，因此《易经》中阴阳以

“七日”为周期数转化的规律也是

一种普适于宇宙万物的自然规

律[5]，《伤寒论》七日节律的论述正

应了“天人相应”的理论，可见张

仲景对于自然阴阳消长与人体生

理病理相联系的敏锐观察。

5 结论

“自愈”重在自身，其在生理

情况下平衡机体阴阳消长，适应

外界环境，维持体内的和谐，在病

理状态时或抵御驱逐外邪，或自

我恢复的趋向，维护自身的“阴阳

和谐”。《易经》传承已久，意义之

大，非三言两语可解释，其内容也

非寥寥汉字言语能道尽，医易同

源不能分割，仲景在创作《伤寒

论》时受该书的思想影响也不无

可能，且《易经》中的哲学和养生

思维对于人体的调节具有积极的

参考价值，因此，相互借鉴，对于

伤寒学子亦不失为一个好的学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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