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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溯源
● 张登本* 李翠娟

摘 要 基于上古时期先哲“一分为三”观念及汉代应用“三阴三阳”思维命名经脉，结合《黄帝内

经》相关原文，探求其如何应用这一思维模式，服务于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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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基于先秦时期之前的“一分为二”“一

分为三”的哲学理念，不但对“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

内涵予以了界定，更将其加以广泛应用。经过对相关

原文解析发现，《黄帝内经》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应用该思维模式构建相关医药学知识的：就时间维度

而言，基于自然界一年阴阳之气的消长状态，用以表

达六节气位的阴阳属性及其次第顺序，并以此为据来

表达与六位时象对应的气候属性，自此成为运气理论

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和重要内容；就空间维度而言，

则是基于经脉阴阳气血的多少、分布状态以及脏腑经

脉的气机、气化活动状态之异，应用“三阴三阳”思维

模式完善了经脉命名及其相关理论，并以此为据，阐

释相关脏腑的生理病理，外感热病的六经病理模型亦

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 “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文化溯源
早在 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古圣贤在长期生

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分为三的自然

法则，并基于这一法则而创立了“三阴三阳”思维模

式，伏羲八卦（先天八卦）的出现，就是这一思维模式

形成的符号标志。后在殷商晚期，周文王姬昌将伏羲

八卦改良为“后天八卦”（又称为“文王八卦”），这是其

所著《易经》的理论核心，与“伏羲八卦”一同被称为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典，是中华民族集体思维模式的

发生之源，自此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根脉和基因。因其运

用符号阴阳表达了“一分为三”观念，这一中华民族的

思维模式自此基本定型并以阴阳符号的形式予以呈

现。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李聃第一次从理性高度将

阴阳“一分为三”的理念界定为法则、规律、模式，这就

是用“道”予以概括的缘由（《道德经·四十二章》“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目前所知，长沙马

王堆出土的成书于公元前168年之前的帛书《足臂十

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首次运用“三阴三阳”

来命名人体十一经脉[1]，自此医学中经脉“三阴三阳”

概念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应当是《黄帝内经》广泛应

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的

文化源头和基本遵循。

2 《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思维模式
形成路径

中医药要把发展、创新当作习惯、文化、精神、品

质，应自始至终遵循这一理念，这就是中医药几千年

来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因。继伏羲先天八卦之后，“《周

易》的卦爻结构实际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型，

提供了‘一分为三’和六位时空的思维方式。这对《黄

帝内经》以及《伤寒论》的理论整合和重建无疑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2]。基于先贤对广泛存在于天地万物“一

分为三”法则的理解和认识，《黄帝内经》在完善西汉

初期形成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式雏形的基础上，不仅

以此作为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思维路径，而

且以此为据，多维度、全方位、多层级地建立“三阴三

阳”生物模型，用以表达复杂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

模式，是事物的标准样式，是从不断重复的事件

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问题的经验总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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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法，属于“道”的层面，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

（《易传·系辞上》）。模型，是对现实客观事物的一种

表示和体现，是对事物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表达或抽

象，是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有效工具、前提和基础，属

于“器”的层面，即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

辞上》）。所以，思维模式可指导思维模型的建构，而

所建构的思维模型则能体现一定的思维模式。《黄帝

内经》应用“三阴三阳”理念构建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

的内容中，充分利用了“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指导作

用，广泛构建出不同医学内涵的“三阴三阳”模型。

2. 1 《黄帝内经》应用“三阴三阳”模式的缘由 先贤

强调“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为万事万物所遵循的基

本法则，是阐释天地万物复杂变化内涵的基本思维路

径。《黄帝内经》以此为基，认为“一分为三”理念同样

也可以作为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思维模式，

而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也需要这样的思维模式。

所以就有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

生五，其气三……此寿命之本也”（《素问·生气通天

论》），以及“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

……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

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

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的基本立场。这就是《黄帝内

经》为何要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广泛构建多层级相

关模型的依据和缘由。

2. 2 建立完善的“三阴三阳”概念 《黄帝内经》完善

了“三阴三阳”法则命名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成书于

西汉初期之前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

经》已经明确地用“三阴三阳”命名经脉，但是仍处于

雏形的初始阶段，之所以谓其尚不完善，不仅在于三

阴三阳间的关系尚不清楚，还在于缺少经脉循行部位

等内容。所以说，是《黄帝内经》完善了“三阴三阳”思

维模式并建立起成熟的医学模型。

“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发生，留有显著的蜕变于

“一年分四季，四季分阴阳”的天文历法痕迹。所谓

“其气三”，是《黄帝内经》基于“一分为三”法则，以“一

年分四季，四季分阴阳”之太少“四象”的天文历法为

基础，将属阳的上半年之“二”（少阳、太阳），蜕变为

“三”（少阳、阳明、太阳）；将属阴的下半年之“二”（少

阴、太阴），蜕变为“三”（少阴、太阴、厥阴）（《素问·至

真要大论》《灵枢·阴阳系日月》）。因而，《黄帝内经》

完善了“三阴三阳”的概念名称。

“三阴三阳”之间的关系如何？《黄帝内经》以经脉

的空间分割为例，用门窗局部“开阖枢”结构为喻，形

象而具体地表达了“三阳”之间、“三阴”之间、“三阴三

阳”之间的关系，完善了“三阴三阳”开阖枢思维模式

的建立（《素问·阴阳离合论》）。

《黄帝内经》“三阴三阳”开阖枢思维模式发端于

经脉，这是毋容置疑的。从《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

十一脉灸经》开创经脉的“三阴三阳”命名，到《素问·

阴阳离合论》的经脉空间分割“开阖枢”理念的建立，

强力地证明了这一思维模式是基于经脉分布特征而

提出的。如分布并循行于四肢外侧面的三条阳经脉，

之所以从后至前依次被命名为太阳、少阳、阳明，是因

为“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前胸）腹为阴”（《素问·

金匮真言论》）。循行、分布于四肢外后侧的经脉被命

名为“太阳”，是依据其居“后”、居“外”，从部位属性而

言，是两“阳”叠加，故将其以“太”（大也、多也）名之；

而分布、循行于四肢外（为阳）前（为阴）侧的经脉名之

曰“阳明”，是因其分布部位是阳与阴的叠加，属阳的

特征不足于“太阳”。“少阳”，则居于“太阳”和“阳明”

之间，故称其为“枢”。

同理，循行、分布于四肢内侧的三条阴经，之所以

从前至后依次被命名为太阴、厥阴、少阴，是因为内侧

（阴）前廉（阴）为两个属阴的部位叠加，故内侧前廉的

经脉名之曰“太阴”；内侧（阴）后廉（阳）分布的经脉为

一个属阴部位与一个属阳部位叠加，故相对于“太阴”

经脉属阴的成分少，故名之曰“少阴”。至于居于二者

之间的“厥阴”，就成为后世所言的三阴之“枢”。这也

可能是《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臂足十一脉灸经》只言

经脉在四肢、体表分布的缘由。

3 小结
《黄帝内经》完善了“三阴三阳”思维模式之后，广

泛地用以阐释生命科学知识中的相关内容，并全面建

立多层级的医学模型。可见，《黄帝内经》中的“三阴

三阳”思维模式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根脉的体现，是伏羲时代就已经形成的文化基因在

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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