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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理论的学术特征※

张登本∗ 陈震霖

摘 要 任何一个具有价值和影响力的知识板块，都有其独特的学术本质与特性。《黄帝内经》传

载的五运六气理论，就是以其天文学、历法学、气象气候学、周期循环、模式推演，以及可以预测的特

质，传扬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气-阴阳-五行之优秀基因与核心观念，服务于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

关键词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术特征 
学术特征，是指专门知识体系所独有的品性和灵

魂。五运六气理论（简称“运气理论”），是《黄帝内经》

缔造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

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学的发展。与《黄帝内经》的其

他知识板块相比，该知识板块有独特的学术特征。分

析其学术特征，既是深入学习、理解该理论的必须门

径，也是领会和运用该知识的基本要求。

1 运气理论的“天文学特征”

所谓天文学，是指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的结

构和发展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

行规律等。《黄帝内经》缔造的运气理论，就是在中国

古代天文学知识背景下形成的。无论是每个太阳回

归年周期中的五运或者六气概念，还是其相关内容的

发生，都与天文学知识密切相关。例如运气理论核心

知识中的“十干化运”，就是在“五气经天化五运”的天

文知识背景下完成的。《素问·五运行大论》云：“丹天

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

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

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乃天

地之门户也。”这是古人在观察天象时，发现当时有五

色之气横贯天空的现象，便根据这五气所指的天干方

位来确定其五行的属性：见到赤色的火气横贯在牛女

二宿所居之处，正是戊癸之方位，所以说“火主戊癸”；

见到黄色的土气横贯在心尾与角轸星宿之间，正是甲

与己之方位，故曰“土主甲己”；余可类推。五行就是

这样与天干配合而成五运理论的。这说明了五气经

天现象是五运所主理论的客观物质基础，并非机械推

类或凭空而来的，是“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

之故。

《黄帝内经》将天干地支既用于标记时间，也用于

标记区位空间，依照顺时运行法则，将十天干和十二

地支，结合二十八宿所分布于天穹的四方，按一定次

序间隔分布于360°周天之上，使天干地支也具有表达

空间区位的意义。《淮南子·天文训》就将十干、十二支

（也称十二辰）、二十八宿，按一定规律建构在圆形天

球上，这是《黄帝内经》之前“五气经天化五运”图形最

早的文字记载。

时间、空间、序列是支撑自然界万事万物相互联

系的主要构架，而天干地支可以表达对此的计量，所

以天干地支也就具备了时间、空间、序列构架的内涵。

五运、六气一旦用干支来表达，也就纳入到时间、空

间、序列“结构”之中。因此，运气理论中的天干地支，

通过对时间、空间区位进行计量，勾连与时间、空间密

切相关的气候变化以及由此发生的物候、致病邪气乃

至相关病证，从而达到对疾病进行预测的目的。

“五气经天化五运”是由观察到的一年不同时段

太阳运行于周天不同区位之气象变化所决定的。《类

经图翼·奎壁角轸天地之门户说》言太阳“自奎壁而

南，日就阳道，故曰天门；角轸而北，日就阴道，故曰地

户”。据此可知，上述知识是建立在对日月星辰运行

规律观察的基础之上的[1]。

运气理论蕴涵着深刻的时间观念，而时间变化与

太阳周年视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准确地

计算年的时间，古人通过长期观察黄昏和清晨的星象

变化，间接地推算出太阳的周年视运动。首先，古人

根据恒星在天球上的分布情况，以亮星为主，辅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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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体，将天球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四象（苍龙、朱雀、白虎、玄武）、二十八个空间区段（即

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舍），按照顺时针方向自东向

南、向西、向北，再向东，将天干地支有规律地交叉分

布于天球的二十八宿（区位空间）之间。其次，在对天

球空间进行天干、地支、二十八宿三位一体定位后，古

人将所观察到的太阳在天球视运动一个周期（即 365
又1/4天）称为1年[2]。

为了记录太阳周年视运动周期，古人选择了离地

球最近的五个行星中的木星作为纪岁之星，故称其为

“岁星”；并将木星绕太阳运行的一个周期（约 12年）

十二等分，分别对应十二星次，且十二星次间依序排

列。大约在春秋战国中期，人们将十二星次天空区域

与十二支纪法相结合，稍后又将天干与地支配合，使

岁星纪年与干支纪年发生了联系，这在《尔雅·释天》

《淮南子》《史记》都有记载。后来人们观测到木星周

期为11.86年，约等于12年，每隔83年有一次误差，于

是自东汉建武三十年后使用的干支纪年就与岁星运

行不再发生关系[2]。

综上可见，运气理论是古人在长期实践观察的基

础上形成的，自东汉建武以后具有完整系统的表述。

十二地支、一年十二个月、一日十二时辰等，之所以将

“12”作为基数，都是在木星回归周期等分为十二星次

的天文背景下发生的（人体经脉确定为十二之数，是

否与此有关，尚未可知）。运气理论所涉及的五行、二

十八宿、二十四节气内容都与木星（岁星）回归周期十

二星次背景有关。十干纪日法，或者干支纪日法是地

球在绕太阳公转时自转一周的时间单位，天文学上称

为“周日视运动”，可见无论是天干纪法或者地支纪

法，还是干支纪法，都有天文背景。天干地支既用于

标记时间，也用于标记区位空间。古人依照顺时运行

法则，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结合二十八宿所分布于

天穹的四方，按一定次序间隔分布于 360°周天之上，

使天干地支也具有表达空间区位的意义。《淮南子·天

文训》就将十干、十二支（也称十二辰）、二十八宿，按一

定规律建构在圆形天球上，这是运气理论中“五气经

天化五运”图形（即“十干化运”）发生的天文学背景[1]。

2 运气理论的“历法学特征”

历法是推算日月星辰之运行以定岁、时、节气的

方法。运气理论深刻蕴含了十二月太阳历、十月太阳

历、农历（阴阳合历）、太阴历、干支历法（即干支纪时

方法[3]）、北斗历法等历法知识。这些历法学特征均表

明运气理论具有很强的时序性、过程性。

2. 1　十月太阳历法　十月太阳历法有日、月、季、年

时间要素，将一年十个月（天干纪月）、五季分别标记

为木行（春季，甲乙月）、火行（夏季，丙丁月）、土行（长

夏，戊己月）、金行（秋季，庚辛月）、水行（冬季，壬癸

月）。显然，十月太阳历法将一年分为五行时段的方

法，是五运五步确立天文历法的背景。只要将《素问》

的《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五运行大论》相关

原文，纳入十月太阳历法将一年分五季（行）的架构中

予以理解，经文的意涵就十分明显。可见，运气理论

中的“五运理论”，就是以十月太阳历法为背景构

建的[4]。

2. 2　十二月太阳历法　十二月太阳历（阳历），是以

太阳回归年（365又1/4日）为背景构建的知识体系，是

运气理论中“六气”精确推算的基础历法，包括各步交

司时刻、二十四节气理论的历法背景。为了确保与太

阳周年视运动同步，古人以“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

成岁”（《素问·六节藏象论》）为基础，将一年分为春、

夏、秋、冬四季。《黄帝内经》中但凡涉及“四时”概念的

内容，无一不蕴含着该历法知识。运气理论中的六气

内容，完全是该历法将一年十二个月等分为六时段

（六步）的结果，并且从大寒节交司时刻“起步”，每步

60.875天，以五行相生为序，充分体现了一年六时段

（木-风，君火-热，相火-暑，土-湿，金-燥，水-寒）的

气候运行变化规律[4]。显然，运气理论中“六气”知识

的形成建构无法脱离十二月太阳历法。

2. 3　阴阳合历（农历）　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

历”。该历法基本能保持月份和气候的冷暖相一致，

能准确地表达二十四节气及其相关的时间节点，并把

节气与农耕活动加以联系，体现了这一历法的实用性

特征。阴阳合历蕴含着十二月太阳历法和太阴历法

两种历法的基本元素。二十四节气是阴阳合历之应

用的显著特征，是古人为了标记和度量太阳在一个回

归年中，不同时间运行于黄道的相应时间节点的表

达，并与气候变化、气象特征、人类的农事活动紧密联

系，也是每年五运五步、六气六步运行时间节点的

标记。

2. 4　太阴历　太阴历法，简称“阴历”，是在古人“月

亮崇拜”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至今仍广泛地应用于穆

斯林界。该历法是以日、地、月为天文背景构建的历

法体系，有年、月、日时间要素，其中“年”是虚拟的， 
而“月”是真实的。“月相”变化周期则是该历法确立的

主要时间节点，十二个月相变化周期为一年，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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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354日或 355日，显然较一个实际的太阳回归

年约少 11天。《黄帝内经》运气理论在观察一年六步

之气变化规律的时间起点时指出，“夫六气者，行有

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覩其位而知其

所在矣”（《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此处就应用了太阴

历法制式，其中的“正月朔日”就是最明显的标志。

2. 5　干支历法　干支历法，是以干支纪时方法为背

景的历法[3]，为中国所特有。干支历法，又称星辰历、

甲子历，也属于太阳历法范畴，是用六十组组合，分别

标记年、月、日、时的古老历法。该历法是具有中国特

色且非常先进、科学的天文年历。其主要特征有：①
对任意一个日期而言，人们只要看到标准的干支历就

能马上识别出当天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大体位置；②无

需闰月处理；③符合春夏秋冬的四季规律；④非常适

合计算机处理。干支历法历史悠久，蕴含着深奥的宇

宙星象密码。干支历法主要由干支纪年、干支纪月、

干支纪日、干支纪时四要素组成。立春至下一立春为

一岁，其中，立春为岁首，交节日为月首。十天干和十

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形成六十循

环的纪元法；十二月建和二十四节气是其基本内容。

干支历法将一岁划分为十二月建（十二月令），“建”代

表北斗七星斗柄顶端的指向。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建

等知识是组成干支历法的基本内容。

因此，“360百科”评价运气理论应用干支历法的

意义时指出，干支历是古人构建的一种数学模型，是

具有中国特色且非常先进、科学的天文年历法。干支

历法中历元的确定、干支组合，都蕴含着深刻的天文

背景，既包括地球的公转周期、自转周期，也反映了太

阳对地球辐射量的变化规律，还包括月球及太阳系其

他行星对地球表面大气循环、大气中水汽循环的作

用，这些内容都是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因子。干支

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反映天文因子对地球的作用特点，

干支历是用数学中的代数学方法作为处理天文数据

的基本计算方法，将地球作为相对静止质点来研究太

阳、月球、太阳系五大行星等对地球的不同时空作用，

并以此建立干支甲子的数学模型及赤道黄道坐标系

的有用模型。

运气理论将天干地支纳入阴阳、五行构架中，使

之与时空关系密切的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从而通过

表达不同年份、时节的干支，能够对相关年份、时节的

气候变化进行预测，这就是“天干化运”“地支化气”的

思维背景。

运气理论，是通过天干地支、气、阴阳、五行知识，

演绎60年、10年、12年、6年、5年、1年以及一年之中的

73.05天、60.875天等 8个长短不同的时间周期，并将

其相互重叠，用以预测某年某时段气候、动植物和人

类身心状态、六气病因流行谱、相关疾病流行谱、相关

疾病治疗用药规律的理论。干支历法之干支纪时，为

中国特有的计量时间符号和方法，而各年份气候的变

化有其特定的时间阶段和周期变化，正好可以应用干

支纪时方法予以推演，所以运气理论就在这一思维背

景下运用天干地支演绎每一年份的“五运”和“六气”

运行状态。运气理论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无法摆脱干

支纪时方法的演绎推算，例如：推演任何年份的岁运，

主时的主运、客运；推演任何年份六步主时的主气六

步、客气六步（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四间气）以及客主

加临、平气、天符年、岁会年、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

符等，都必须凭借该历法的干支纪时方法才能完成。

上述理由，就是支撑运气理论具有历法特征的依据。

2. 6　北斗历法　所谓“北斗历法”，是指以北斗星斗

柄旋转指向为依据制定的历法。这一历法“历定阴阳

（寒暑），历定四时，历定五行（即五季），历定八节，历

定二十四节气”[5]。由于北斗七星在天空运行的群星

中最为耀眼，七星的位置、形态相对固定，且与太阳回

归运行有固定的关系，这一关系与古代人类社会的活

动关系十分密切，因而依据北斗七星作为天文背景制

定的北斗历法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历法。当今全世界

都在使用的七日星期制度，以及二十八宿、四面八方、

卜筮之用四十九等知识均为这一历法的遗存。《黄帝

内经》运气理论中“五气经天化五运”，六气主时所应

用的二十四节气等内容，无不渗透着北斗历法的相关

知识背景。

3 运气理论的气象气候学特征

无论是五运还是六气，其知识研究的起点均蕴含

构成气象、气候的三个最基本要素，即相对温度（寒、

热、暑）、相对湿度（燥、湿）和空气的流动状态（风）。

这就是运气理论具有气象气候学特征的依据。

我国古代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一年有二十四

节气七十二候，各有气象、物候特征，合称为气候，是

气象要素的长期平均状态。气象，是大气的活动状态

和变化特征，如刮风、打雷、下雨、霜冻、云雾、下雪，涵

盖相关地域的光照、气温、降水等气候学因素，其研究

的内容包括气候特征、形成、分布和演变规律以及气

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等。

运气理论中的五运，是在十月太阳历法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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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年五个时段（五步）的气象气候特征，分别归纳为

风（木运，春）、暑（火运，夏）、湿（土运，长夏）、燥（金

运，秋）、寒（水运，冬）五者。运气理论中的六气，是在

十二月太阳历法背景下，将一年六个时段（六步）的气

象气候特征，分别归纳为厥阴风木（初之气）、少阴君

火（热气，二之气）、少阳相火（暑气，三之气）、太阴湿

土（四之气）、阳明燥金（五之气）、太阳寒水（终之气）

六者。无论是风、暑、湿、燥、寒五运之气，还是风、热、

暑、湿、燥、寒六气，都是构成气象气候的基本要素：气

流（风）、温度（寒、热、暑）、湿度（燥、湿）。《黄帝内经》

在运气内容中常常说的大风、炎暑、阴雨、冰、雪、霜、

雹、雾、露等，都是气象气候内容的体现。

气象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存在于天地之间万物（尤

其是人类）的发生与发展。所以，运气理论就是古人

在对特定时空区位中气象气候变化的长期观察的基

础上总结出的知识体系，其中五运知识运用五行架构

模型，呈现一年五步（或五年）时空区位气象气候变化

规律；六气知识则运用三阴三阳模型，呈现一年六步

（或六年）时空区位气象气候变化规律。运气理论之

所以要用两套模型交叉或叠加呈现同一时空区位的

气象气候变化规律，是因为影响气象气候变化的因素

十分复杂，真实的气象气候变化往往难以准确把控。

无论怎样解析，运气理论都无法离开其中蕴含的气象

气候变化规律这一内核。

4 运气理论的模式推演特征

模式，就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把解决相关问

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就此定

义而言，运气理论应用了干支纪时模式、五行思维模

式和阴阳思维模式予以推演，这正是运气理论具有很

强的时序性、过程性的体现和应用。

4. 1　干支纪时模式推演　该模式是以干支组合形式

呈现的，其组合又称为“甲子”，指天干和地支按某种

原则予以组合，共计为六十组，故又名“六十甲子”。

之所以将该组合命名为“甲子”，一是缘于六十个组合

中，首见“甲子”；二是表达天干和地支在六十个组合

中的前后位次，即天干在前（上），地支在后（下）；三是

传递了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的组合信息[4]。运气

理论以天干地支的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功能，结合

天干的阴阳属性、五行属性，推演相关时空区位的“五

运之气”变化规律；应用地支的五行属性、三阴三阳属

性，推演相关时空区位的“六气”变化规律。因此，

“360百科”认为运气理论“以此建立干支历的数学模

型及赤道黄道坐标系也应该是一种有用的模型”，并

以此推演五运之气和六气的变化规律，指导着中医临

床对疾病的诊治，并且“以干支历反映的地球气象气

候变迁周期、个体遗传体质、健康特征、相关疾病的不

同年龄表达等有直接联系”。

4. 2　五行模式推演　运气理论在应用干支纪时模式

对相关时空区位的气象气候变化予以推演时，始终紧

扣五行模式。五行模式包括事物的五行属性归类（如

天干、地支、五运之气、六气的五行归类）以及“气有

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

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的五行

生克制化（如：客主加临中的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叠加

后逆从、相得与不相得的分析；六气胜复流行病谱的

病机分析；组方用药之性味选择）。

4. 3　阴阳模式推演　运气理论在应用干支纪时模式

对相关时空区位的气象气候变化予以推演时，始终紧

扣阴阳思维模式，其中包括“阳道奇，阴道偶”（《灵枢·

根结》）的思维方法，如天干、地支的阴阳属性归类，五

运太过、不及的判断；也包括“三阴三阳”思维方法，如

六气的属性命名，主气、客气、客主加临的推演，三阴

三阳六气的标本中气关系在六气胜复变化，乃至在临

床发病机理、所致流行病谱及临床用药等方面的分

析，都无法脱离阴阳模式的推演，从而产生了11种基

于“三阴三阳”构建的运气理论基本模型（主气模型，

客气模型包括司天模型、在泉模型、间气模型，复合式

模型包括客主加临模型、天符模型、岁会模型、同天符

模型、同岁会模型、太乙天符模型、平气模型）[6]；构建

了四类多种“三阴三阳”六气临床应用模型[7]（包括司

天、在泉、胜气、复气之下的病因模型、病机模型、流行

病谱模型、脉象特征模型、临床用药模型等）。

可以说，运气理论就是在阴阳、五行、干支甲子组

合的模式推演下构建的，因此，理解、掌握和运用这几

种模式特征，就成为学习该理论的不二门径。

5 运气理论的周期循环特征

事物或者状态若每隔一定时间就发生相同或相

类似的变化，该时间就称作周期。周期循环，是指某

事物按照一定的时间有规律地循环运行或再现相类

似的变化。运气理论具有很强的时序性、过程性，因

此就存在着相应的时间周期，如五运之气的周期循

环，六气的周期循环，运气合治的周期循环等，而这几

种周期循环，又是以干支甲子为演绎方法予以构建

的。因此，“360百科”认为运气理论“是以干支历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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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数学模型’方式，反映地球气象气候变迁的

周期”。

5. 1　五运之气的周期循环　五运之气分别为木运之

气-风，火运之气-热，土运之气-湿，金运之气-燥，水

运之气-寒。五运之气的循环周期有主运的年循环周

期、客运的 5年循环周期、岁运太过不及相间的 10年

循环周期三种。

主运五步的年周期循环，是指从每年大寒节交司

时刻起步，每步 73.05天，始于木运风气，终于水运寒

气，按五行相生为序，火运热气、土运湿气、金运燥气

依次分别主持二、三、四步，年年如此，循环不已。

客运则是以5年为其循环周期的，虽然客运也是

一年五步分别由五运之气所主，但所主五步之气运的

性质则由当年的年干支决定，如凡逢年干为甲己之

年，其初运为土运湿气，其他四步则按五行相生为序，

依次为金运燥气（二运）、水运寒气（三运）、木运风气

（四运）、火运热气（终运）；凡逢戊癸之年，其初运为火

运热气，其他四步则按五行相生为序，依次为土运湿

气（二运）、金运燥气（三运）、水运寒气（四运）、木运风

气（终运）；其余类此，经过5年，重新回到土运湿气为

初运的年份。可见，客运运行变化是以5年为周期进

行循环的。

岁运，是指影响全年气象气候变化的五运之气，

又称中运、大运。因其运行介乎于“天气”“地气”升降

运行的居中之位，故被称为“中”；又因其所主时间范

围为一个太阳回归年（365又1/4日）而被称为“岁运”；

又因其所主时间跨度相较主运、客运之每运所主时间

为 73.05天要大，故又被称为“大运”。岁运是由每一

年的年干决定的，基于“十干化运”和天干阴阳属性之

规定，所以岁运以10年为其循环周期，阳干之年主岁

运太过，阴干之年主岁运不及。

5. 2　六气的周期循环　六气，是指经阴阳属性标记

的风、热（暑）、火、湿、燥、寒六种气候。运气理论之六

气循环周期，分为主气的年循环周期、客气的 6年循

环周期、客主加临的 6年循环周期三种情况，都是以

十二地支进行演绎的。

六气是气象、物候变化的本源，运气理论用三阴

（太阴、少阴、厥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与五行属

性配合分别标记六气的变化：厥阴风气（木），少阴热

气（火，君火），太阴湿气（土），少阳暑气（火，相火），阳

明燥气（金），太阳寒气（水）。

主气，是指分别主持一年六个季节的常态气候，

又称为“主时之气”。主气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分属

于六步之中，每步主四个节气，计60.875天，始于厥阴

风木，按五行相生次序，终于太阳寒水，年年不变。初

之气从大寒至春分，由厥阴风木之气所主；二之气从

春分至小满，由少阴君火热气所主；三之气从小满至

大暑，因君火相火同气相随，故属少阳相火暑气所主；

四之气从大暑至秋分，为太阴湿土之气所主；五之气

从秋分至小雪，为阳明燥金之气所主；终之气从小雪

至大寒，为太阳寒水之气所主。年年如此，故而主气

是以年为周期进行循环的。

客气，是指在天的三阴三阳之气，因其客居不定，

与主气之固定不变有别，所以称为“客气”。客气和主

气一样，也分为风木、相火、君火、湿土、燥金、寒水六

种。客气也是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分属于六步之中，

每步主四个节气，计 60.875天，也从每年大寒节交司

时刻起步。但是客气运行六步的次序是先三阴，后三

阳，按一、二、三为序运行。具体运行次序是：一厥阴

风木，二少阴君火，三太阴湿土，四少阳相火，五阳明

燥金，六太阳寒水。

客气又有司天之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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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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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每年的

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左右四间气都是由各年份的岁

支决定的，虽然每年一循环，但是根据“十二支化气”

的原则，客气是以 6 年为周期进行循环的。这就是

说，客气中的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四间气都是以6年

为周期进行循环的。

客主加临，是对每年六步的气象气候予常变结合

的综合分析方法。该方法将每年轮值的客气六步，分

别叠加于固定不变的主气（常态气候）六步之上，适时

地综合分析（或曰预测）每年六个时段可能发生的实

际气候变化特征。具体方法：将司天的客气叠加于主

气的三之气上，在泉之气加于主气的终之气上，其余

的四间气则分别依次叠加。加临之后，主气六步按五

行相生之序，客气六步的次第则按先三阴后三阳，一、

二、三之序，依次迁移叠加于主气六步之上，然后依次

分析各步叠加后的气候状况。虽然主气是以年为周

期进行循环的，但客气六步却是以6年为周期进行循

环的，所以客主加临综合分析方法，也是以 6年为周

期进行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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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运气合治的周期循环　运气合治，就是将当年

的岁运与岁气予以结合而用于分析该年份的气候变

化，并服务于医学的知识，包括运气同化和运气异化。

运气理论认为，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

是五运和六气两个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各系统内部多

因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单从五运

或者单从六气予以分析，而是既要考虑运气之间的同

化关系，也要分析运气之间的异化影响。综合全方

位、多因素的知识，才可能对相关年份的气候、气象、

物候乃至疾病、疫情流行状态进行预测和评价。其中

有 12年为“天符之年”，8年为“岁会之年”，由于二者

都有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四年，故根据“既是天符之

年，又是岁会之年者，称为太乙天符之年”的规定，这

四年称为“太乙天符”；甲辰、甲戌，庚子、庚午，壬申、

壬寅6年为“同天符”之年；癸巳、癸亥、癸卯、癸酉，辛

丑、辛未6年为“同岁会”之年等情况，所以，运气理论

中的五运与六气综合叠加分析，是以 60年为循环周

期的。

综上所述，运气理论中的五运、六气、运气合治存

在着用干支甲子标记的年周期、5年周期、6年周期、

10年周期、60年周期等循环规律。

6 运气理论的可预测特征

只要事物变化具有可以计量的循环周期，人们就

一定能对相应周期中的变化状况进行预测。运气理

论应用干支甲子标记的五运之气、三阴三阳六气的运

行变化具有周期循环的特征，决定了运气理论具有可

预测的特性。所谓预测，就是预先测定或推测未来可

能发生的事件。就运气理论的具体内容而言，运气理

论由于总结了发生于特定时空区位的气象气候变化

规律，以及在时空区位气象气候变化规律之下的物

候、致病因素、疾病流行谱系和可能发生疾病的用药

规律，因而就能对相关时空区位的气候气象、物候变

化、外感邪气的流行、疾病的流行、治疗流行疾病的用

药法度等进行预测，可以看出，相关区位的运气变化

规律是进行有关事项预测的前提和基础。运气理论

的内容，是依据有深刻天文背景的干支历法数学模型

为工具演绎构建的，这就决定着其相关内容的可预测

特性。

6. 1　气候气象可预测　运气理论中的“五运”内容，

是将气象气候变化因子设定在五行架构中，即木运-
风气、火运-热气、土运-湿气、金运-燥气、水运-寒气。

“五行”之所以又被称为“五运”，是因为任何一种气象

气候因子，一定是随着时空区位的不同，周而复始，不

断地“迁移”“运行”变化着的。基于这一观念，运气理

论总结出了风（木）、热（火）、湿（土）、燥（金）、寒（水）

五种气象气候因子存在着年变化周期、5年变化周期、

10年变化周期，于是以干支历法纪时为基础，人们就

可以预测未来年份可能要发生的气象气候。如 2035
年为乙卯年，该年份岁运为金运（燥气）不及，主运五

步中的初运太角（风），按五行相生、太少相生之规定，

可预测其终运为太羽、寒气当令；同理预测此年的五

步客运中的初运为少商、燥气，客运的终运为少宫、湿

气主司；同理预测 2035 年是以阳明燥金燥气为其岁

气中的“司天之气”，少阴君火热气为其“在泉之气”，

其他四步间气也可据理预测。

6. 2　物候变化可预测　依据运气理论的相关原理和

方法，人们就可预测任何一个干支纪岁的年份的物候

变化。《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

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运气理论之所以将 5
日作为一个观察、计量物候变化的最小时间单元，是

因为用干支甲子计量每日十二时辰，5日正好是一个

六十甲子周期。在一个太阳回归年气象气候影响下

发生的物候现象，计有72个物候变化的时间单元，此

种物候变化周期，完全与太阳回归周期年同步，因而，

在各年份主气影响下的物候变化，都是可以逐年预测

72个物候时间单元的大致情况。

此外，人们也可以遵照“十干化运”以及五行生克

制化规律予以预测，仍以2035年（乙卯）为例，预测该

年份的物候变化。该年份由于为“岁金不及”之年，所

以就会有“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

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

谷坚芒。复则寒雨暴至，乃零（通‘令’，使……肃杀）

冰雹霜雪杀物……丹谷不成”（《素问·气交变大论》）。

岁金不及，燥气衰弱，所以“收气（秋季收敛之气）乃后

（向后延迟）”，由于火热之气是燥金的“所不胜之气”，

因而在“收气乃后”的背景下，该年会有“炎火乃行，生

气（木气，为金之‘所胜’）乃用，长气（火气，为金之‘所

不胜’）专胜，庶物以茂”的气候、物候特征，此乃“其不

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

五运行大论》）之意。可见，对任何一个干支纪岁的年

份之物候变化的预测，应当依照十干化运和五行生克

制化规律进行推演，从而得出相应的预测结果。

6. 3　外感流行病因及可能累及脏腑的可预测　人们

依据运气理论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就可预测任何一个

干支纪岁年份外感病因的流行情况，以及可能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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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因为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热邪）受

当年六气变化的深刻影响并与之同步发生，所以人们

就可以应用相关年份的年干，推求相应的岁运、主运、

客运之气，以及依据相关年份的岁支推求与主气和岁

气（司天之气、在泉之气）相关气候的属性，自然也就

可以预测任何年份以及年内各个时段可能流行的外

感病邪。例如预测岁支逢巳（如 2025年乙巳）、逢亥

（如2031年辛亥）年份，其岁气当为“厥阴风木司天”，

可能发生“风淫所胜……土湿受邪，脾病生焉”；岁支

逢寅（如2034年甲寅）、逢申（如2028年戊申）年份，其

岁气当为“少阳相火司天”，可能发生“暑邪淫胜……

燥金受邪，肺病生焉”（《素问·至真要大论》）。至于六

气在泉、六气之胜、六气之复年份可能发生的外感邪

气流行及其可能累及的脏腑，皆可按此规则进行

预测。

6. 4　外感疾病流行可预测　外感疾病，是指人体受

外界环境影响而发生的相关疾病，而风、寒、暑、湿、

燥、火（热）六气淫胜则是导致外感疾病发生的主要因

素，所以，仍然可以凭借运气理论的相关原理和方法，

预测任何一个干支纪岁年份可能发生的外感疾病流

行情况。如“岁太阴在泉”年份，下半年可能发生因外

感原因所致“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

反侧，甚则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素问·至

真要大论》）等疾病流行谱。这是逢辰（如 2024年甲

辰）、逢戌（如2030年戊戌）年份下半年可能发生外感

原因所致流行疾病的预测。其他年份外感疾病流行

情况以此类推。

6. 5　治疗流行疾病的用药法度可预测　运气理论对

未来年份可能发生的外感疾病流行情况进行预测，其

目的就是为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疾病拟定治疗方案

和相应的方药，这就是所谓的“司岁备物”（《素问·至

真要大论》）的内涵之一。例如“司天之气，风淫所胜，

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素问·至

真要大论》），就是为逢巳（如 2025年乙巳）、逢亥（如

2031年辛亥）年份上半年“风淫所胜”情形下的外感流

行疾病拟定的组方法度。此时的组方，要“平以辛

凉”，即用味辛性寒凉之药，疏风清热，使风热外袭之

疾，一从表解，一从内清；要“佐以苦甘”，因苦味能增

强泻热作用，而风木太盛，肝气偏旺而乘脾土，需以甘

味和其中，益其脾，“无令得受肝之邪”；要“以甘缓

之”，因甘多缓中补虚，一则缓和风木对脾胃之乘袭，

二则缓和风药，防止疏散太过；还要“以酸泻之”，是指

风邪偏盛之证多因风性升散，易损肌表之卫阳，故用

酸味药配合。由于辛味药有疏肝作用，如果疏泄太

过，易使肝气偏亢，亦为异常，故此时用酸味收敛之

用，收敛肝气，防止疏泄太过。对肝脏来说，疏泄为

顺，收敛则逆其特性，故曰“以酸泻之”。《素问·藏气法

时论》之论与此相同。故临床上对风病、肝病之属于

风热者，不论是司天之气还是在泉之风气偏盛，治疗

上都应治以辛凉。如果风气过盛，肝气过亢，则又当

配以酸味药物，如白芍、五味子等以收敛其偏亢之肝

气，使肝的作用得以恢复。至于治疗“厥阴风木在泉”

年份（逢寅、逢申）下半年可能流行的外感疾病的组方

原则，亦可遵此方案。

6. 6　疫病流行可预测　流行性的传染病简称为“疫

病”，其致病因素统称为“疫气”。风、寒、暑、湿、燥、火

（热）六气是疫气发生的重要条件。因此，人们依据运

气知识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就可预测以外感六淫致病

因素为重要条件的疫气流行。如逢巳（如 2025 年乙

巳）、逢亥（如 2019年己亥）之年，由于司天之少阴君

火“升之不前”，火气郁发，热气盛，故阳伏而生瘟疫

（《素问·遗篇·本病论》），2019年底发生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即属其例。

无论何种预测，其作用都是有限的，只能是对未

来事件的大致判断，勾画出未来事情的大致轮廓，并

拟定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运气理论的种种预测方法也

是如此。医者务必要记住《黄帝内经》中“应常不应

卒”（《素问·气交变大论》）的告诫，因为运气理论中的

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运气理论的上述六点特征，完全是基于学习和研

究《黄帝内经》传载运气知识的立场，在深刻分析其具

体内容后凝练的心得，这对理解该知识板块有一定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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