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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基于“三阴三阳”构建的运气
理论基本模型及其意义※

张登本 1，2，3* 李翠娟 1，2，3 陈震霖 1

摘 要 《黄帝内经》将“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广泛地应用于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五运六气理

论即是这一思维模式全面应用的知识板块。其中“三阴三阳”六步主气模型、“三阴三阳”客气六步的

基本模型及其分类模型、“三阴三阳”客主加临复合式模型，以及“运气相合”的多种五运和六气相互

叠加的混合式模型，构成了五运六气理论中的基础知识，其间各有不同的意涵及其医学意义，也是深

刻解读该知识板块时必需的切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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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基于先秦时期“一分为

三”理念建立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既为五运六气

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必需的思维路径，也建构了该板块

中“六气理论”中的主气、客气（乃至客气六步中的司

天、在泉、四间气）、客主加临，以及“运气相合”中的天

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符、平气等内容的基

本模型，只有遵循这一思路，才能对其中的知识予以

深刻地解读。

1 “三阴三阳”六步主气模型

“三阴三阳”六气基本模型是运气理论中的核心，

内中多层级的具体模型都是以此为基础，也是其他模

型构建的思维原点。

主气，是指分别主持一年六个季节的常态气候。

其属于“从其所居之乡来”的应时之气，也称“实风”

“正风”“正气”，于万物、于人类“主生、主长养”（《灵

枢·九宫八风》）。因其与被称为“天气”的五运之气相

对，故被称为“地气”。

该模型有如下特征：①主气分主一年二十四节气

之六步时段，每步四个节气，计60.875天；②主气六步

的运行之序为始于厥阴风木，终于太阳寒水，按五行

相生次序，年年如此，固定不变；③六步主气“三阴三

阳”之序为：厥阴风木→少阴君火（热）→少阳相火

（暑）→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此序体现

了一年六个时段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和人类必须遵

循的法则[1-2]。

2 “三阴三阳”六步客气模型

客气，是指一年六节气位出现的反季节之异常状

态气候，即所谓“从其冲后来”的“虚风”“贼风”邪气，

“伤人者也，主杀、主害”（《灵枢·九宫八风》）。该模型

有如下特征：①客气分主一年二十四节气之六步时

段，每步四个节气，计60.875天；②客气六步的运行次

序是先三阴，后三阳，按一、二、三为序：即厥阴（一阴）

风木（初之气）→少阴（二阴）君火（热）（二之气）→太

阴（三阴）湿土（三之气）→少阳（一阳）相火（暑，四之

气）→阳明（二阳）燥金（五之气）→太阳（三阳）寒水

（终之气）；③客气六步之间互为司天，互为在泉，互为

间气；④六者之间遵循“两两相对原则”：左间气对左

间气，右间气对右间气；一阴对一阳，二阴对二阳，三

阴对三阳；司天对在泉；⑤客气六步随着年份的岁支

不同而迁移，客气每年一循环，六年一周期，运行不

息，即“周天气者，六朞为一备”（《素问·天元纪大论》）

之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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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有司天、在泉、左右四间气关系之规定：客

气有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左右四间气六步之分（即司

天之气的左间气-四之气、右间气-二之气；在泉之气

的左间气-初之气、右间气-终之气）的不同。

三阴三阳六步客气之间分布特征为上下左右，互

为司天，互为在泉，互为间气。

客气每年一循环，六年一周期，运行不息。

主气与客气模型的“三阴三阳”六步之序之所以

不同，是因为主气是一年六步的常态气候，必然按五

行相生之序的法则排列，为了使五行统六气，就将

“火”分为“君火、相火”（热气、暑气），这就是“主气”六

步排序的依据和由来。客气是一年六步异常状态的

气候，其六步“三阴三阳”之序必然有别于主气而呈现

为“先三阴后三阳，一二三为序”。

3 “三阴三阳”客气六步分类模型

《内经》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指导下，构建了多

层级“三阴三阳”客气六步模型，又有司天之气、在泉

之气、左右四间气等不同结构、不同内涵且差异化显

著的模型应用。

3. 1 “三阴三阳”六气司天模型 司，有轮值主管、掌

管之义。上半年称“天”，故司天之气主司上半年的气

候变化，位于客气六步中的三之气，也称“岁气”。

司天之气轮值是以纪年的“岁支”推演的，即所谓

“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

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

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素问·天元纪大论》）之义。

“上”，即主管上半年的“司天之气”。可见，司天之气

所主气候特征及其阴阳属性随着年份的不同而有变

化。由于司天的岁气不同，一年六步客气的“三阴三

阳”之序必然有别，以六年为一个周期。

如岁支为子、为午年份，岁气为“少阴君火（热

气）”，既是司天之“岁气”，又是客气六步中的“三之

气”。然后依据“客气六步运行规律”和“司天、在泉、

左右四间气关系的规定”，再推求位当“终之气”的在

泉之气。少阴为二阴，二阴司天，必然是二阳（阳明燥

金之气）在泉，位当终之气。依从“一、二、三为序”及

“左对左，右对右”之规定，在泉的左间气（初之气）是

三阳（太阳寒水），那么司天的左间气（四之气）一定就

是三阴（太阴湿土）；在泉的右间气（五之气）是一阳

（少阳相火暑气），那么司天的右间气（二之气）就一定

是一阴（厥阴风木）。

以子午之岁的岁气（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及客气

六步为例，其“三阴三阳”之序为：（初之气）太阳寒水

→（二之气）厥阴风木→（三之气）少阴君火（热）→（四

之气）太阴湿土→（五之气）少阳相火（暑）→（终之气）

阳明燥金。

其他五者以此类推，“三阴三阳”六气司天有六种

模型。

3. 2 “三阴三阳”六气在泉模型 在泉之气也是岁

气，统管下半年的气候变化，位于客气六步最末的终

之气。在泉之气与司天之气是对应关系，六气在泉的

“三阴三阳”之序六种模型与六气司天“三阴三阳”之

序的模型相对应。凡一阳（少阳相火暑气）司天，一定

是一阴（厥阴风木）在泉；二阳（阳明燥金）司天，一定

是二阴（少阴君火热气）在泉；三阳（太阳寒水）司天，

一定是三阴（太阴湿土）在泉。反之，亦相反。六气司

天与六气在泉两者模型之序总是“两两相对”。同样，

“三阴三阳”六气在泉也有六种模型。

3. 3 “三阴三阳”客气六步左右四间气模型 客气六

步除司天之气和在泉之气外，初之气、二之气、四之

气、五之气四步，分别为司天之气的左间气（四之气）、

右间气（二之气）以及在泉之气的左间气（初之气）、右

间气（五之气）。故有“间气……随气所在，期于左右”

（《素问·五运行大论》），以及“司左右者，是谓间气也

……间气者纪步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之论。原

文指出，四间气分别位于司天、在泉之气的左间、右

间。四间气左右的定位，务必要区别对待司天之气和

在泉之气，确定司天之气左右间的气位时，要“面北

（面向在下的在泉）命其位”（《素问·五运行大论》），所

以四之气为其左间气，二之气为其右间气；当为在泉

之气左右间气定位时，则要“面南（面向在上的司天）

命其位”（《素问·五运行大论》），所以初之气为其左间

气，而五之气为其右间气。

例如岁支为巳亥之年，由于是厥阴风木（一阴）司

天，位当三之气，必然是少阳相火暑气（一阳）在泉，位

当终之气。“面南命其位”，司天之气的左间气（四之

气）就是一阴（厥阴风木）之后的二阴（少阴君火热

气），司天之气的右间气（二之气）就是太阳寒水。

“面北命其位”，就可推求在泉之气的左右间气，即初

之气为在泉之气的左间气（阳明燥金，二阳），五之气

则是在泉之气的右间气（太阴湿土，三阴）。因此，左

右四间气的“三阴三阳”之序模型取决于六气司天（六

种模型）、六气在泉（六种模型）的“三阴三阳”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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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型。

3. 4 “三阴三阳”六步客气不迁正、不退位模型 《素

问·遗篇·刺法论》专门论述“三阴三阳”客气六步的不

迁正、不退位。

所谓迁正，是指上一年的司天左间气（四之气），

按时迁升为新一年的司天之气（三之气）；上一年的在

泉左间气（初之气），按时迁升为新一年的在泉之气

（终之气）。

所谓“不迁正”，主要是指值年的司天之气不能应

时而至。其原因多是前一年的司天之气太过，影响了

新的一年值年司天之气的“迁正”而发生异常气候变

化。如“太阳复布，即厥阴不迁正，不迁正气塞于上，

当泻足厥阴之所流；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不迁正即

气塞于上，当刺心包络脉之所流；少阴复布，太阴不迁

正，不迁正即气留于上，当刺足太阴之所流；太阴复

布，少阳不迁正，不迁正则气塞未通，当刺手少阳之所

流；少阳复布，则阳明不迁正，不迁正则气未通上，当

刺手太阴之所流；阳明复布，太阳不迁正，不迁正则复

塞其气，当刺足少阴之所流”（《素问·遗篇·刺法论》）

即是对六气司天不能迁正的表述。

所谓“不退位”，是指上一年的司天之气太过，久

留而不去，导致下一年的气候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气

化作用仍然滞留有上一年岁气特点，而新一年的岁气

变化迟迟不能发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其他四间气也

是应升不升，应降不降，致使客气六步失序，从而出现

该年份反常的灾害性气候频发。如果甲子年司天之

气不能迁移正位，在泉之气也随之失守而空虚，四时

的气候也会因此而失去正常的寒温秩序，就可能发生

属性为土的疫情（《素问·遗篇·刺法论》）。

《素问·遗篇·刺法论》还论述了客气六步的升之

不前、降之不下。所谓“升之不前”，是指六气按节令

当“升”位而未升至应当所主的节令区位，即节令已至

而应当出现的气候未能出现。所谓“降之不下”，是指

节令已过而气候特征仍未消退，继续影响着物候变

化。这也是客气六步失序的异常状态。

无论是任何年份六气六步的“升之不前”“降之不

入”，还是“不迁正”“不退位”，都是针对客气六步而

言，六气的“三阴三阳”之序与前文所述的客气六步之

序一致，因而会有相应的“三阴三阳”六气模型。

4 “三阴三阳”六气客主加临复合

模型

客主加临，是将每年轮值的客气六步，分别叠加

于正常状态的六步主气之上，推求一年六步气候变化

特征的分析方法。由于主气体现一年六步正常状态

的气候变化，客气反映一年六步气候的异常状态。因

此，运用客主加临的方法，可以综合分析该年各时段

可能发生的实际气候特征，用以把握或者预测该年份

实际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灾害，也可预测人类某

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流行疾病谱系。

客主加临复合式模型的特征是：①将司天之气叠

加于主气的三之气，在泉之气叠加于主气的终之气，

其余四间气则分别以次叠加；②加临之后，主气六步

按五行相生之序，客气六步按先三阴后三阳，一、二、

三之序，依次迁移叠加于主气六步之上；③然后依次

分析各步叠加后的状况。此中既有主气六步的“三阴

三阳”之序，又有客气六步的“三阴三阳”之序，两种不

同排序叠加，共同影响一年六个时段的气候变化。六

年一周期，运动不息。

“三阴三阳”之气客主加临模型，是古人为了解

释、分析，或者预测异常气候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于是

运用六气五行属性之间生克制化原理，解释一年六步

客气与主气叠加之后适时的气候对天地万物、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三阴三阳”六气客主加临的意义有以下

三点。

一是主客之气加临后是否相得。六步客气分别

叠加于六步主气之上，凡主客之气为相生或主客同气

（五行属性相同）关系，为相得；如果主客之气的五行

属性为相克关系，即为相失或不相得。相得则气候多

表现为变化平稳，人体也不易生病；如果加临的结果

为相失、或不相得、或逆，则气候反常或变化剧烈，于

人体则易于生病。此即“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素问·五运行大论》）之义。

二是主客之气加临后是否顺逆。六步客气分别

叠加于六步主气之上，会有顺和逆两种不同状态：凡

客气胜（克）主气则为“顺”，凡主气胜（克）客气则为

逆。故有“主胜逆，客胜从”（《素问·至真要大论》）之

论。从，即顺从、和顺、协调；逆，即不顺、不和调。如

果主气胜（克）客气，客气的作用就会受到抑制，故为

“逆”。反之，客气胜（克）主气，短暂的60.875天之后，

气候就又会恢复到常态运行，影响不大而且短暂，不

会有剧烈波动，故称之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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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君火与相火加临。《内经》运用封建社会“三

纲”中的“君臣”关系，解释六气客主加临中君火（热

气）与相火（暑气）之间的加临关系，认为“君位臣则

顺，臣位君则逆”（《素问·六微旨大论》）。如果客气六

步的某一步为君火（热气）加临于主气同一步的相火

（暑气）之上则为“顺”；如果客气六步中的某一步为相

火（暑气）而加临于同一步的君火（热气）之上则为

“逆”。“逆”则可能会出现反常的灾害性气候。“三阴三

阳”六气客主加临，无论是“相得”或“不相得”，或“逆”

或“顺”，会有六种不同模型。

5 运气理论中“三阴三阳”六气复合
模型

因此类“三阴三阳”六气模型是以其与五行结构

模型叠加状态呈现，故称之为“复合模型”。

5. 1 天符复合模型 天符，是指岁运之气与“三阴三

阳”六气中司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相符合而处于同化关

系的年份。

所谓“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

少阴；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

之岁，上见太阳，奈何？岐伯曰：天之与会也。故《天

元册》曰天符”（《素问·六微旨大论》）则是言此。“土运

之岁，上见太阴”，即己丑、己未年，土湿同化，故此二

年为天符；“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即戊寅、戊

申、戊子、戊午年，火与暑热同化，故此四年为天符；

“金运之岁，上见阳明”，即乙卯、乙酉年，金燥同化，故

此二年为天符；“木运之岁，上见厥阴”，即丁巳、丁亥

年，木风同化，故此二年为天符；“水运之岁，上见太

阳”，即丙辰、丙戌年，水寒同化，故此二年为天符。以

上十二年均为岁运的五行属性与当年司天之气的五

行属性相同，即所谓“应天为天符”（《素问·天元纪大

论》）之意。

此类模型的推求方法是：①依据“先立其年，以知

其气”（《素问·五运行大论》），先求出年干支，根据“十

干化运”规定，求出司岁中运之气；②再据“十二支化

气”规则，求出该年份的司天岁气，此类年份六步之气

“三阴三阳”之序与客气六步之序一致；③然后将岁运

与司天岁气进行五行属性比较，如果二者属性相同，

那么该年份就是天符之年。如乙卯、乙酉年，其年干

为乙，乙庚化金，故这一年的岁运为金运不及；其岁支

为卯、为酉，为“十二支化气”中的卯酉阳明燥金司天；

金运之年又遇阳明燥金司天，五行属性相同。推求的

结论是乙卯、乙酉年为“天符之年”。

5. 2 岁会复合模型 岁会，是指岁运之气与岁支表

达方位时的五行属性相同而处于同化关系，具有这种

关系的年份，称为“岁会”。

所谓“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

酉，水运临子，所谓岁会，气之平也”（《素问·六微旨大

论》）则是言此。临，指该年份的岁运加临（叠加）于当

年的岁支所表达的方位之上。原文认为，丁卯之年，

年干丁岁运为木，卯位于东方木位，故称“木运临卯”；

戊午年，年干戊岁运为火，岁支午位于南方火位，故称

“火运临午”；甲辰、甲戌、己丑、己未四年，年干甲、己

岁运为土，辰、戌、丑、未四岁支分别位于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四维，其属性为土，故称“土运临四季”；乙

酉之年，年乙岁运为金，岁支酉位于西方金位，故称

“金运临酉”；丙子年，年干丙岁运为水，岁支子位于北

方水位，故称“水运临子”。以上八年，岁运之气与岁

支表达方时位的五行属性相同而为同化关系，即所谓

“岁会”。

该模型的推求方法是：①依据“先立其年，以知其

气”（《素问·五运行大论》），先求出年干支，根据“十干

化运”规定，求出司岁中运之气；②再据十二地支标记

五方地域规则（东方寅卯木，南方巳午火，西方申酉

金，北方亥子水，辰戌丑未中央土），求出该年份岁支

所表达方位的五行属性；③然后将岁运与岁支所表达

方位的五行属性予以比较，如果二者的五行属性相

同，那么该年份就是岁会之年，此类年份只应用岁支

与五方配属的五行属性而不涉及六步“三阴三阳”之

序。如2024年，岁在甲辰，年干“甲”表达该年的岁运

为土，岁支“辰”则可标记五方地域的东南方土位，而

该年份岁运土运又逢岁支所标记的方位也属于土，二

者属性相同，所以该年为“岁会”之年。

5. 3 同天符复合模型 同天符，是指岁运太过之气

与“三阴三阳”六步客气在泉之气相合而处于同化关

系的年份。

所谓“太过而同天化者三……甲辰甲戌太宫下加

太阴，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阳

明，如是者三……太过而加同天符”（《素问·六元正纪

大论》）则是言此。原文中的“下”，是指在泉之气；

“加”，即叠加比较。在六十年气运变化周期中，甲辰、

甲戌，岁土太宫，又逢太阴湿土在泉，二者五行属性相

同，土湿同化，故为同天符；庚子、庚午，岁金太商，又

逢阳明燥金在泉，二者五行属性相同，金燥同化，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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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天符；壬申、壬寅，岁木太角，又逢厥阴风木在泉，二

者五行属性相同，风木同化，故为同天符。上述6年，

同为太过的岁运之气与客气在泉之气属性相合而同

化的关系，故均为同天符。其中，甲辰、甲戌两年既属

同天符，又为岁会。

该模型的推求方法是：①依据“先立其年，以知其

气”（《素问·五运行大论》），先求出年干支，根据“十干

化运”及“阳干主岁运太过”规定，求出该年太过的司

岁中运之气；②再据“十二支化气”规则，求出该年份

的司天岁气；③再据客气六步中司天、在泉之气“两两

对应”规则，求出当年的在泉之气，此类年份六步之气

“三阴三阳”之序与客气六步之序一致；④然后将太过

岁运之气与在泉之气进行五行属性比较，如果二者属

性相同，那么该年份就是同天符之年。如2024年，岁

在甲辰，年干“甲”为阳干，主土运太过；岁支“辰”，故

该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必然是太阴湿土在泉，故在泉

的湿土之气与太过之土运的五行属性一致，所以该年

份既是“岁会”之年，也是“同天符”之年。

5. 4 同岁会复合模型 同岁会，是指岁运不及之气

与“三阴三阳”六步客气在泉之气相合而处于同化关

系的年份。

所谓“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癸巳癸亥少徵下

加少阳，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阳，癸卯癸酉少徵下加

少阴，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临少阴，戊寅戊申

太徵上临少阳，丙辰丙戌太羽上临太阳，如是者三

……不及而加同岁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则是

言此。原文中的“下”，是指在泉之气；“加”，即叠加比

较之义。在六十年气运变化周期中，有 6年为“同岁

会”。其中癸巳、癸亥、癸卯、癸酉为阴干火运不及之

年，而该年的在泉之气分别是少阴君火和少阳相火，

属不及之火运与在泉的君火热气、相火暑气的五行属

性均为“火”，性质相符而同化，故此四年为“同岁会”；

辛丑、辛未为阴干水运不及之年，该年的在泉之气为

太阳寒水之气，岁运不及的水运与在泉之寒水之气五

行属性相符而同化，故此二年为“同岁会”。

该模型的推求方法是：①依据“先立其年，以明其

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先求出年干支，根据“十

干化运”及“阴干主岁运不及”规定，求出该年不及的

司岁中运之气；②再据“十二支化气”规则，求出该年

份的司天岁气；③再据客气六步中司天、在泉之气“两

两对应”规则，求出当年的在泉之气，此类年份六步之

气“三阴三阳”之序与客气六步之序一致；④然后将不

及岁运之气与在泉之气进行五行属性比较，如果二者

属性相同，那么该年份就是同岁会之年。如2021年，

岁在辛丑，依据“丙辛化水”，辛为阴干，故岁运为水运

不及（少羽）；据“丑未太阴湿土”可知，该年为太阴湿

土司天，必然是太阳寒水在泉；此年水运不及（少羽）

之中运与在泉之太阳寒水的五行属性相同而化为“同

岁会”。

5. 5 太乙天符复合模型 太乙天符，即既是天符，又

是岁会的年份，是指岁运之气同时与“三阴三阳”六步

之气中的司天之气及岁支表达的方位的五行属性相

合而主令的年份。“天符岁会何如？ ……太乙天符之

会也”（《素问·六微旨大论》）。在六十年气运变化周

期中，戊午、乙酉、己丑、己未4年均属于太乙天符，此

类年份六步之气“三阴三阳”之序与客气六步之序一

致。可见，太乙天符之年，其司岁的中运之气，与当年

的司天之气及其岁支标记的区位，三者的五行属性均

相同，这就是《素问·天元纪大论》之“三合为治”。如

戊午年，既是“火运之岁，上见少阴”的天符年，又是

“火运临午”（岁支标记南方火位）的岁会年，故为“太

乙天符”。

运气同化之年，往往气象单一，表现为一气独胜，

容易给生物和人体造成较大的危害。故有“天符为执

法，岁位为行令，太乙天符为贵人……邪之中也奈

何？ ……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

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素问·六微旨大论》）。

5. 6 平气模型 岁运除有太过、不及外，还有平气之

年。平气之年，是指当年岁运既无太过，又无不及的

年份，正如张介宾所说，“平气，如运太过而被抑，运不

及而得助也”（《类经图翼·五运太少齐兼化逆顺图

解》）。平气模型的推求方法如下。

其一，根据岁运与岁气中的“三阴三阳”六气予以

推算。推算时又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岁运太过而

被岁气抑制。凡属岁运太过的年份，如果同年的司天

之气（岁气）能够对其予以制约（即“克”）时，那么该年

的岁运即可成为平气之年。如2010年，岁在庚寅，当

年的岁运为金运太过（太商），但是这一年又是少阳相

火（暑气）司天，太过的金运（太商）受到司天之气相火

的制约（火克金），故此年的岁运也可成为平气。二是

岁运不及而得资助。凡属岁运不及的年份，如果同年

的司天之气（岁气）能够给予资助，亦可能成为平气之

年。如 2011年，岁在辛卯，其岁运为水运不及（少

羽），但是这一年又是阳明燥金司天，不及的水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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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得到司天之气阳明燥金的资助（金生水），所以该

年的岁运亦可成为平气。三是“同气相求”。所谓“同

气相求”，是指不足的岁运之气又得当年五行属性相

同的司天岁气资助，其岁运亦可成为平气。如 2007
年，岁在丁亥，岁运为少角（木运不及），又逢“巳亥厥

阴风木”为司天之气，二者五行属性均为“木”，“同气

相求”，故岁运为平气。

此类年份推算过程中所运用的六步之气“三阴三

阳”之序与客气六步之序一致。

其二，根据每年交运的年干、日干、时干的关系推

算。每年交运的年干、日干、时干三者的五行属性相

同，被称为“干德符”。德，即德性，事物的本性；符，即

属性一致而相符。每年初运交运的时间均在大寒节

日，如果交运当日（大寒节）的日干、交运的具体时刻

的时干，与当年的年干三者相同，该年份的岁运也可

以成为平气。如 1992年，岁在壬申，其岁运为木运

（太角），初运交运的大寒节日干支为“丁卯”（丁壬化

木），该年交运时刻为大寒节日寅时初刻，“东方寅卯

木”，所以这一年岁运木运又逢交运之日、交运之时的

五行属性均为“木”，故为平气。

其三，根据岁运与当年初运交运的时月干关系推

算。凡岁运不及的年份，若逢当年初运交运的月干与

该年的年干的五行属性一致，无论是岁运与岁气之间

是相生或同气关系，只要不是相克关系，仍然可成为

平气之年。

6 总结

研究“运气同化”和“运气异化”知识的意义在于

对六十年气运变化的分析和评价，并且将其应用于相

关年份气象、物象、疾病流行普，乃至疫情流行的预

测。五运六气学说的精华是看动态变化。《内经》明确

指出，五运六气有常有变，有未至而至，有至而未至，

有至而太过，有至而不及，有胜气、复气之异，有升降

失常之变，所谓“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素问·至真

要大论》）等复杂情态。大疫多由不正常的异气造成，

故对疫病预测，分析不正常运气的状态比六十年常规

时位的推算更为重要。五运六气的预测，就是根据天

气运行变化的象态，判断其有否乖戾及乖戾程度，预

测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

依据《内经》中九篇专论运气知识的内容分析，在

进行运气分析时，务必要从以下四方面予以考虑。

一要全面衡量各种运气因子的影响。除上述关

注岁运、司天、在泉等主要因子外，一年中的五步五

运、六步的主气和客气、年运的交司时间、南政北政、

大司天等都不能忽略；各因子除观察其强弱变化外，

还应注意到五运的太少阴阳、六气的正化对化等。

二要注重各运气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运气产

生的最终结果不是单纯的因果逻辑关系，因为各种运

气因子之间会形成各种组合后发挥作用，除一般运气

同化、客主加临等关系外，还需要注意前后运气间的

胜复关系、上半年和下半年之间的刚柔关系。

三要密切观察五运六气的动态变化。如升降、迁

正、退位的状况及分析其动态过程为正化度还是邪气

化度等。

四要充分认识单纯指标统计的不敏感、不等于和

不相关性，关注因人们习惯于单纯因果形式的逻辑思

维而容易被忽视的间接关系、综合关系、动态关系、累

积关系。

综上所述，但凡五运六气理论中涉及六气知识

时，无不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引领下，以相应的模

型呈现其知识内涵，这不仅仅是研读运气知识时的重

要门径，也是应用运气理论指导临床实践而获效的不

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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