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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脉络及研究价值※

张少强* 李晓凤▲ 朱明丹 张 茜 石宇奇 杜武勋

摘 要 五运六气学说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医家的高度重视，经历了怀疑争议、繁荣发展、争鸣创

新、中落到复兴的发展过程，至今仍对中医理论及临床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显示了强大的生命

力。本文通过梳理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脉络，探讨其研究应用的价值，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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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经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研究自然界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涉

及“天人相应”“整体观念”“脏器法时”“气化理论”“药

类法象”等众多经典中医理论，因此被奉为中医学之圭

臬[1]。近年来关于五运六气学说的研究方兴未艾，研

究成果日渐丰富，同时亦存在不少争议[2]。因此有必

要将五运六气学说起源、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梳

理，以史为鉴，通过分析总结历代医家的理论观点，可

以对五运六气学说有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明确其在

中医理论体系建设及临床应用研究中的价值。

1 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脉络
1. 1 五运六气学说的起源及争议 五运六气学说主

要来源于《黄帝内经》关于运气的七篇大论中。在唐

代之前，其于战乱之中已经失传[3]。幸唐代王冰从其

师藏“秘本”中发现了“七篇大论”，“恐散于末学，绝彼

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遂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

校与批注，才使其得以重现人间。王冰在补入七篇大

论的同时，亦提出了如大寒节为每年的初气、气运盛

衰的预测应结合二十四节气、将运气的过与不及联系

临床等诸多自己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五运六气学

说。然而自七篇大论补入《黄帝内经》以降，一直为历

代医家聚讼，肯定、怀疑、否定持续不断。宋代林亿对

本书进行校正时，便提出了“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

《素问》中也”的否定观点[4]，认为运气七篇是王冰误将

古医经《阴阳大论》补入《素问》之中。但更多医家学

者从两者的记载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考证，认

为两者具有高度一致性[5]，例如对于五味与五脏关系

的论述、“天以六六为节”问题的探讨等，因而支持七

篇大论是《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1. 2 宋金元时期，五运六气学说逐渐发展繁荣 宋代

是五运六气学说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其重

视程度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成为五运六气学说发展的

鼎盛时期[6]。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支持，由政府主持编撰

的《圣济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

并将五运六气学说作为太医局的必授课程和考试学生

科目之一，使得医家形成“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

济”的普遍认识[7]。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民间亦掀起

了踊跃阐发五运六气学说的高潮。刘温舒编撰《素问

入式运气论奥》，提出以正月建干来解释十干纪五运的

道理，认为五运的化生包含日月时相因制用之意，系统

阐述了五运六气学说，同时讲解了运气胜复郁发理论

及其临床应用，提出了“干德符”的概念。沈括在《梦溪

笔谈》提出“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

验”，对于不结合病情而刻板地运用运气学说进行推演

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陈无择进一步根据各年运气的

不同特点和所主病症，将运气发病规律和治疗原则落

实到具体的方药上[8]。其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创立了运气十六方，补充了《黄帝内经》中给出了五运

六气学说治疗原则而无方药的缺憾，对后世理解《黄帝

内经》运气理论和配方法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元时期的代表医家首推金元四大家和张元素，

他们均在研读《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的基础上，将

其运用于临床，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使五运六

气理论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9]。刘完素的学术

思想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病机十九条、亢害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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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观点的基础上均有所发挥。首先，创立五运六气发

病模式，将疾病病机归为五运主病和六气主病；其次，

用亢害承制理论分析病因病机，并指导临床疾病的治

疗，强调中人之邪气源于太过不及之运气，为临床疾

病的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阐明气机郁极是诸

气皆可化火的主要病机。其将《黄帝内经》“亢害承

制”的观点进一步发挥，在阐述六气的过程中注重联

系气化规律，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开创“寒凉派”先

河[10]。张元素作为易水学派的开创者，对运气学说同

样十分重视，其采用运气盛衰变化来分析人体脏腑功

能，创立了脏腑辨证学说，并对《黄帝内经》中关于气

味厚薄、阴阳的论述加以引申，通过联系药物对人体

的反馈效应，创立了药物升降浮沉学说。张从正著

《儒门事亲》，反对照搬五运六气理论，如“以年定气”

“以气定病”等刻板做法，创作运气歌，提出应灵活看

待岁气、岁运与发病的关系[11]。李杲根据“六气右迁

于天，五运左迁于地”以及气运升迁、气化升降等运气

学说的理论观点，把五运六气学说从外感引入内伤之

中，强调“脾主五脏之气上奉于天”，重视脾胃在人体

的重要作用，创立了“脾胃学说”，并进一步根据五运

六气学说之“五行生克制化”，提出“阴火”理论。朱震

亨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以人体比附天

象，日为阳，月为阴，日常圆而月常缺，因此提出人体

亦“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观点，并以此理论为

基础，参合各家之说，创立了“相火论”的学术观点。

1. 3 明清时期，五运六气学说研究积淀创新 明清

时期，运气学说获得了再发展。研究五运六气学说的

学者医家众多，但前期医家多注重对运气学说干支推

演与疫病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其气化理论研究不

多，纵使有所涉及,大多也未出金元的范畴。汪机在

《运气易览》中深入阐述了运气中的六十年交司时刻、

月建、五音建运、南北政等重要问题[12]，指出研究运气

不仅限于一年一时的变化，百千万年之间也有此理，

应注意“元会运世”，为其后提出大司天理论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其后许多医家对运气学说开展研究并著

书立说，如熊宗立《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李时珍

《本草纲目》、李延昰《脉诀汇辨》、张景岳《类经图翼》、

吴谦《医宗金鉴》、陆儋辰《运气辨》、陆懋修《世补斋医

书》、张志聪《本草崇原》、唐宗海《本草问答》、吴瑭《温

病条辨》等均开展过五运六气学说的研究。

及至清代，黄元御、彭子益等进一步发挥五运六

气学说，创立“一气周流”“圆运动学说”等学术观点，

对中医学五运六气学说的创新作出了贡献[13]。黄元

御在继承五运六气学说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把自然界

之五运六气引入人体脏腑，从天的角度构建理论模

型，并以气的升降浮沉阐述脏腑气化特点，描绘人之

天的生化运演过程。其提出“一气周流”学术思想，进

一步实现运气学说研究的理论创新。彭子益分别采

用阳气和相火的升降浮沉来阐述四时更迭和五脏功

能的实质，其提出的“圆运动”的学术思想，是对黄元

御的一气周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且阐述过程更为简

单，易于理解和掌握，对于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具有

非常重大的价值。

1. 4 近现代时期，五运六气学说研究由中落到复

兴 近现代以来，由于社会、战争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中医学的传承、发展、应用长期以来处于低迷阶段。

五运六气学说研究亦受到较大影响，逐步走向衰落。

不仅研究者大大减少，研究内容亦乏善可陈，可大致

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以五运六气理论的阐述、注释、讲

解为主；另一类则采用气象资料、疾病流行病学资料

等对五运六气学说的正确性进行验证，但均未形成创

新的学术思想。同时，由于五运六气学说被认为过于

玄虚或过于机械，导致其被视为糟粕而遭摒弃，因此

目前各大中医院校几乎均未开设此课程[14]。
近些年来，随着中医学逐步走向世界，中医经典

理论的学习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医学界掀起了研究经

典、回归经典的热潮，对五运六气学说的学习、研究方

兴未艾。杨力教授将其定位为中医理论中最为高深，

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15]。顾植山教授认为五运六气学

说是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16]。汤巧玲通过

梳理古代医家对运气学说与疾病的认识，将运气对疾

病病因病机认识、辨证和诊断、治疗原则应用于临床，

认为对当今运气学说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7]。

2 五运六气学说的研究价值
2. 1 对中医理论研究的指导意义 虽自诞生之日起

就饱受非议，但是五运六气学说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的

重要地位不可忽视。《黄帝内经》以大量篇幅阐释五运

六气学说，促使中医理论初步成形，是推动中医理论

发展的关键动力。《素问·天元纪大论》曰，“物生谓之

化，物极谓之变”，天地“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18]，形
象地将人体同宇宙间万事万物描述为都是由一元之

气所化生，即天人一气，天人相应。《素问·藏气法时

论》言：“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

持，自得其位而起。”论述了五脏疾病在某一时间周期

内的间甚规律；使“天人合一”观念落到了临床操作实

处，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学精气神学说、经络学说、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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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整体理论、脏腑相关理论、脉学理论及中药药性

理论等相关理论学说的发展，直接催生了中医学的三

焦、命门、肾间动气、相火、君火、少火、壮火、腠理、玄

府等名词概念的出现。因而，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气

化学说、藏象学说、病机学说、升降出入理论、标本中

气、中药炮制理论等诸多经典理论的渊源所在，奠定

了整个中医理论研究的基础。

2. 2 对于疾病预测的指导意义 五运六气学说是

《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这里的正、邪是就自然气

候而言，自然气候的正常变化为“正”，反常变化为

“邪”。一年之中，六气的运行是有一定的时间顺序规

律的，应为“当其时，归其位”，若“应至而未至”或“未

至而至”则皆为反常。《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

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

母”，认为人秉天地正常之气而生，依赖自然正常气候

而长，人和自然和合为一，人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

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一年四季转换，人要顺应四

时，顺时则养，逆时则病。人体阴阳气血，应时而变，

天地有四时气候、昼夜晨昏之变换，天地阴阳日有所

变，人亦应之。运气变化，天地自然有四时节律、日节

律、月节律，人体阴阳气血随之出现规律性变化，通过

人体阴阳自我调节达到平衡。《素问·六微旨大论》曰：

“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人处于气交之中，

运气改变不仅影响人体自我阴阳调节，影响人体生

理，还影响人体病理，根据运气学说，不仅疾病的发生

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可以推测疾病的发生与流行，甚

至可以精确到具体的脏腑。

2. 3 对于临床辨证的指导意义 《素问·五运行大

论》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其所言

之“象”，包涵了世间万物，既有外部可直接观察的天

文气象、地理万物变化之象及人体病症演变之象，也

有内部需感知揣摩的脉象、藏象等。其所言之“数”，

则为气数、序数，是对世间万物规律性、有序性的形象

描述[19]。其“取象比类”“取象运数”等思维方式，是中

医“司外揣内”辨识疾病，“顺法天地”治疗疾病等主要

理论的来源，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基本的中医思辨方

式，对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语
五运六气学说是《黄帝内经》中极具华彩的篇章，

是对“天人相应”思想、“整体观念”的生动实践，杨力

教授曾将运气七篇比喻为中医学皇冠上的明珠[15]。

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了多学科的知识，无论是

在疾病的预测方面还是在临床治疗指导方面，具有非

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助

于中医学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医经典著作，更好地

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理论，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医整体

观、天人相应观和运动观、常变观等观念；有助于了解

自然气候变化的一般规律，指导中医临床辨证论治，

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运用运气理论，将自然气候变化

与脏腑部位、病证属性、地域环境、药物性味相联系，

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措施的制定以及遣方用药都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杨 威，刘 华，杜 松，等 .五运六气典籍汇纂丛书[M]．北京：中

医古籍出版社，2017:6.
［2］邢玉瑞 .运气学说50年研究述评[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
(5)：10-12.
［3］汤巧玲,张家玮,宋 佳,等 .古代五运六气临床研究述要[J].辽宁中

医杂志,2018,45(2)：291-293.
［4］单施超,赵 博 .回溯运气学说的争鸣与比较[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30(6)：1885-1888.
［5］方药中，许家松 .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1984：33.
［6］倪世美 .宋代社会背景对《黄帝内经》研究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杂

志,2006,21(5)：259-261.
［7］倪卫东 .探讨运气学说核心理论及其在《伤寒论》理论研究中的价

值[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09：12.
［8］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28
［9］赵 丽,孙外主,张瑞明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运气大司天理论[J].
华西医学,2012,27(2)：309-316.
［10］宋乃光 .刘完素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34．
［11］张从正 .儒门事亲[M].鲁兆麟，主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85.
［12］方光禄 .汪机佚书《本草会编》内容特点探究[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

报,2015,34(5)：17-20.
［13］李 敏,储全根,金 锋 .清代医家以运气治伤寒的学术思想浅述

[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1,23(1)：69-71.
［14］史桂荣,王 雷,李春巧 .五运六气在中医理论中的独特价值[J].中
医学报,2013,28(1)：56-57.
［15］杨 力 .中医运气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
［16］顾植山 .从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的关系谈五运六气在中医理论中

的地位[J].中国中医基础杂志,2006,12(6)：463-465.
［17］汤巧玲,宋 佳,张家玮,等 .五运六气与气候关联性研究的现状分

析[J].中医杂志,2015,56(12)：1069-1072.
［18］张立平 .中医整体思维模式下的《黄帝内经》经典治则治法探析[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5,13(17)：6-8.
［19］黄玉燕,汤尔群 .《内经》运气学说中的象数思维[J].北京中医药大

学学报,2016,39(6)：445-448.
（收稿日期：2021-09-18）

（本文编辑：蒋艺芬）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