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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张登本*

摘 要 儒家学术是先秦诸子之学的重要学术流派，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中“等级观念”“中央集权”“贵和”“过犹不及”“中庸”以及研究《易经》诸成果中有关“道”“神”“八

卦”等结论，都对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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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

诸子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都是中华文化的根

脉所在。《黄帝内经》毫无例外地将先秦诸子的学术精

髓，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基本元素而予以传承

和发展，其对儒家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即是其例。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但作为华夏

固有价值系统的儒家，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

派。先秦时期，儒家虽为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但也只

是诸子学术流派之一，与其他诸子之学的地位是平等

的；之后，儒家虽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受到重创，但

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当时大汉王朝专制统

治的社会需求，于是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

治行为，儒家得以兴起。加之早年该学派的创始人孔

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时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

“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波及整

个民族。如此，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

础，为全社会所广泛接受并逐步地儒化了全社会。

儒家思想初创于殷商，成熟于孔孟，改造于董仲

舒，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以降封建王朝立国的

最大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的内容十分

丰富，例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此处仅

就“等级观念”“和为贵”“一分为三”“执中允和”“过犹

不及”，及其对《易经》研究的相关成果等知识在《黄帝

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应用举例陈述。

1 儒家“等级观念”对《黄帝内经》
理论建构的影响

等级观念是儒家学术要旨之一，《黄帝内经》以此

为据，构建了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内容。

其一，“等级观念”在藏象理论建构中的应用。该

理论认为，鲜活的人体生机，是由脏腑、经脉、形体官

窍以及精、气、血、津、液构成，犹如一个和谐有序的国

家机构，各项机能分别由某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担负

主要职责，其他脏腑、器官则辅助之；而人的总体生命

活动也必定有一个犹如国家中央集权中的“君主帝

王”一样，居于统治地位的器官予以统领、主宰，而其

他脏腑、器官则是从属、辅助、配合地位，协助完成整

体生命活动。故有“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

官……肝者，将军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素

问·灵兰秘典论》）之论，此节经文将儒家“等级观念”

发扬得淋漓尽致。

其二，“等级观念”在组方法度中的应用。组方理

论认为，中医药组方的基本原则是“主病之谓君，佐君

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素问·至真要大论》)。这是《黄

帝内经》依据儒家“等级观念”之文化背景，为中医药

学临床治病时遣药组方所建立的规矩。具体组方法

度中，根据临床治病的具体需要，又有不同的方剂组

成原则，如“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

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 君二臣六，偶之制也”(《素

问·至真要大论》)之规定。此后《神农本草经·叙录》

之“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有进一步的发

挥，自此成为历代医家遵循的圭臬和准绳[1]。

其三，“等级观念”在运气学说中的应用。《黄帝内

经》在建构五运六气理论时，为了解决六气中热气、暑

气属性为火之区分，及其在主气六步时序中的位次问

题时，就借用了儒家“君为臣纲”观念，提出“君火”“相

火”观念，认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素问·天元纪

大论》)，以此比喻六气之中的君火在前(二之气)，相火

在后(三之气)，并解释二者所主时令阶段的前、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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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原文用五行归类六气时，“火”分别表达热气和暑

气，为了予以区分，就将热气的属性规定为“君火”，暑

气规定为“相火”。金元时代以降，人身阳气亦以“火”

名之，缘于“心为君主之官”，故“君火”专指心阳；而

“相”则辅佐于“君”，故其他脏腑阳气皆可称为“相

火”，但清代医家则多认为其指心包、肝、胆、三焦之

阳。可见，中医药理论中有关“君火”“相火”的概念和

相关理论，追溯其源头，是不能离开儒家等级观念在

五运六气知识中的应用这一背景的[2]。

2 儒家“中央集权”政治观念对《黄
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在儒家“中央集权”观念的影响下，中华文化中

“心主思维”的认识形成了。就“思”字发生、发展脉络

而言，无论是殷墟甲骨片还是陕西周塬考古发现甲骨

片中的“囟”字都有两读：名词读 nǎo（象形），音义同

“脑”；动词读 sī（意会），音义同“思”。其间经过金石

文的“心脑共主思维”（字形上囟下心建构）阶段，在孟

轲定义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后，中华传

统文化就确立了“心”为人体思维器官的传统认识，

《黄帝内经》对此予以详细地表达。

“心主思维”观念的发生，是在儒家“等级观念”和

“中央集权”的思想影响下，认为人的头颅和四肢一样

位于人体周边的“蛮夷之地”，主思维这一重要的机

能，只能由生命的关键脏器——“心”脏承担。在此理

念的驱使下，原本甲骨文中的“脑”（囟）主思维，逐步

变化为“心”主思维的观念[3]。故有“所以任物者谓之

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

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灵

枢·本神》）之说[4]。此节经文将人类的思维过程细化

为：志（记忆、信息储存）→意（信息提取）→思（信息处

理）→虑（广泛联想）→智（作出判断，制定方案，行为

实施）。此处之所以用“智”表达思维结果，就是要求

思维所需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信息处理分析的过程

必须是缜密的，得出的思维结论必须是准确无误的，

所制定的处理方案必须是精准的，事件处理的结果必

须是最优的，这就是用“智”表达其结果的完整理由。

3 儒家“贵和”理念对《黄帝内经》
理论建构的影响

《黄帝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充分吸

纳儒家倡导的“贵和”（《论语·学而》）理念，将“和”作

为人体生命健康评价体系的核心标准，认为该评价体

系的具体指标有三。

一是“血气和”，即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和谐

有序。经文指出“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

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

致密矣”（《灵枢·本脏》）。血是“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

赤”的产物（《灵枢·决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

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血主于心，藏于肝，统于脾，

布于肺，根于肾，有规律地循行于脉管之中，在脉内营

运不息，充分发挥灌溉一身的生理效应。“血和”的内

涵包括血的生成、血的循环运行、血的生理机能等方

面的和谐有序。“血和”首先是血的生成之“和”，血量

充足，质地优良，是“血和”状态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必

须保持循环运行流畅和调；此外还涵盖血液生理机能

正常发挥之“和”，及与气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

互为用的密切关系之“和”。

卫气对汗孔的“司开阖”及“温分肉”的双向作用，

达到对人体“寒温”效应的调适。卫气的这一双向作

用在人体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下均有体现。人体

在生理状态下，通过“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

则为汗……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

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

五癃津液别》）的过程，完成对自然界寒暑气温的调

适，以确保人体在任何气温条件下各种生理机能的正

常进行。

之所以要将“血气和”作为首要的健康评价指标，

这是缘于“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调经论》）。

二是“志意和”，即人的精神意识、人体各项机能

相互协调；还有人对生存环境中社会的、自然的适应

性。原文指出，“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

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

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灵枢·本脏》）。此处“志意”

合论，并非“志”与“意”的叠加，也不是语言修词中的

复词偏义，而是将“志意”上升到与“魂”“魄”同为心藏

之神下线支系的重要概念，并且具有支配和调节“魂”

“魄”的功能；志意是指“心神”对心理活动中的情绪表

现、机体反应性、机体对环境气候和病理状态下调适

性等方面的机理及其能力。《黄帝内经》以神概括人体

生命活动的调控规律，而“志意”和“魂”“魄”一样，共

同支撑着“神”对人体生命的调控机能。“志意”既调控

人体内在的各种机能，也调控着人体如何对生存环境

的适应。意志、魂、魄都是心藏之神的表现方式，相互

间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存在着相互交叉、互相调控的

复杂关系。“心藏神”“神明出焉”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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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中枢，魂、魄支撑着心神对生命活动的调控，而“志

意”有机地联系着心藏之神与魂、魄共同配合，完成人

体自身的调控活动。

此处表达了“意志”有四方面的作用：一是“御精

神”“收魂魄”的作用，可驾驭“魂魄”和“精神”，能对人

的行为、意识、精神状态以及本能活动进行调控，属于

机体的自我调控能力；二是“和喜怒”的作用，调节人

的心理活动并使之和谐有序，防止怒、悔等不良情绪

的发生；三是“适寒温”的作用，即“志意”通过卫气对

汗孔的“司开阖”及“温分肉”的双向作用达到对人体

“寒温”效应的调适，确保人类体温的正常调节；四是

防御作用，能调动人体的防御系统，使人体免受邪气

伤害之苦。

通过对“志意”三个层面作用的剖析，笔者得出以

下几点启示。①“志意”是人“神”的重要的活动，是广

义神的下一级分支，仍然属于高层次神的范畴，应当

是指人体的控制、调节机制。②“志意”从统摄精神，

令之不乱；安魂定魄，使之不散；调适寒温，使体温恒

定；调和心态，不过其度；防御外邪，健康不病等方面

体现“志意”对广义神的支持作用。③“志意”和“魂

魄”虽属于支撑广义神的两个支系，但并非独立系统，

都是在广义神的支配作用下，各自在发挥作用的过程

中又有横向的联系和相互渗透。④此处的“志意”不

是脾所藏的“意”和肾所藏的“志”的叠加，而是一个被

重新定义而且有其独特内涵的中医学概念。

三是“寒温和”，包括生理状态下人体温之寒热的

调适和谐；机体在疾病状态下的寒温调适；人体之寒

温与自然气候寒温之调适，即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

经文指出，“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

肢节得安矣”（《灵枢·本脏》）。所谓“寒温和”，指人体

通过自身体温的调适机能，既使人的体温处于适宜各

种机能得到最有效发挥的状态（即生理状态），又能使

人体积极适应生存环境的气候寒温变化。此处以气

候之“寒温”概指人类生存环境的所有影响因素。

人体之所以能实现“寒温和”，是通过人的“志

意”、卫气和阳气以及血、津液等综合作用实现的。①
“适寒温”作用。“志意”这一生理作用的机理较为复

杂，可于人体处于生理状态时对体温的“寒温”调适，

从而使人类体温保持恒定。这是通过卫气“司开阖”

的双向作用实现的。因为卫气既能温煦人体给人以

热量，又能在盛夏气候炎热高温之时，在“志意”的作

用下使汗孔、腠理处于松弛的“开放”状态，汗出而热

散（《灵枢·本脏》）。若人在隆冬严寒之时，“志意”则

会通过卫气使汗孔腠理闭“合”，腠理致密，汗孔闭塞，

以防止卫气“温分肉”所产生的热量耗散，达到维持人

体生理所需的体温而“适”应之。②对人体处于病理

状态下“寒温”的调适。当人体在感邪发病出现恶寒、

发热等病理反应时，“志意”也是通过卫气对汗孔的

“司开阖”及“温分肉”的双向作用达到对人体“寒温”

效应的调适，如外感表证的恶寒和发热症状发生机理

即是如此（《素问·调经论》）。③卫气对汗孔的“司开

阖”及“温分肉”的双向作用，达到对人体“寒温”效应

的调适。卫气的这一双向作用在人体的生理状态和

病理状态下均有体现。人体在生理状态下，通过“天

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天暑衣厚则

腠理开， 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

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五癃津液别》）的过

程，完成对自然界寒暑气温的调适，以确保人体在任

何气温条件下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进行。此时虽然

是在“志意”的“适寒温”作用支配下，通过卫气对汗

孔、腠理开阖的调适环节实现的，但是离不开人体的

津液通过气化为汗或尿的方式予以协助。这一过程

可以表示为：志意（神的调控机能）→卫气→腠理、汗

孔开阖→出汗或不出汗→“适寒温”。此处“三和”就

是“人之常平”的具体评价内容[4]，充分体现了儒家“贵

和”的价值取向。

4 儒家“一分为三”原则对《黄帝内
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以三分观点观察一切和处理一切，构成了儒学

的基本方法——三分法”[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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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此寿

命之本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的“一分为三”原则

是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思维方式，以此为

据，多维度、全方位、多层级地建立“三阴三阳”医学模

型，用以表达复杂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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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了影响深刻的医

学内容，其中包括“藏象”理论中的“三阴三阳”思维模

型（《素问》的《阴阳别论》《六节藏象论》《四时刺逆从

论》），“经络”理论中多种三阴三阳模型，尤其是“五运

六气”为集中代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三阴三阳理论

的知识板块，内中包括了病因理论、病机理论、脉象理

论、疾病流行谱、临床用药组方原则等内容的三阴三

阳思维模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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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三才观”是其“一分为三”观念的另一种

表达。《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深受“三才观”的影响，

由此而构建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型。“三才观”是

《周易》提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儒家予以继承和发

扬，强调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也是儒家

对宇宙结构模型的基本看法。这一观点促进了《黄帝

内经》医学模型的构建，几乎将其中所论的生命科学

知识都置于这一整体模型的构架之中，在其中大多篇

论之中均可觅其踪迹，其学术观点贯穿于所论的生

理、病理、病证、诊法、治疗、养生等各个层面。值得一

提的是，《黄帝内经》还将“天地人三才”宇宙结构模型

运用在诊法理论的构建之中，认为“天地之数，始于

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故人有三

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

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

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素问·

三部九候论》），于是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

“三部九候”诊脉技术，后来《难经》将其浓缩在寸口诊

脉方法之中并广泛应用，东汉张仲景改良为人迎（上

部，即“天”）、寸口（中部，即“人”）、趺阳（下部，即

“地”）三部诊脉法，甚至三焦气化理论的建立仍未脱

离“三才”的观念。经络系统的组成也是如此，《黄帝

内经》认为该系统是由主干（经脉）、分支（络脉）及附

属部分三者组成，每部分又分之为三：主干（经脉）又

有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及十二经别，分支（络脉）也有

别络、浮络和孙络，附属部分也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

和四气街三者；手足阴阳十二正经又各有手三阴经、

手三阳经、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如此等等，足见《黄

帝内经》理论构建时所受儒家“天地人三才”理念影响

之深、之广、之远[8]。

5 儒家“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
理论建构的影响

《黄帝内经》直接将儒家“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

与之，必也狂狷”（《论语·子路》），应当“允执其中”

（《论语·尧曰》）的“中庸”观点用于构建自己的医学理

论。“中庸”观点的核心是突出了保持相对平衡是事物

存在、发展的根本条件。儒家中庸思想在《黄帝内经》

中通过阴阳、气血、营卫、脏腑、经络的相关理论中得

以体现。如“阴平阳秘”是生命活动处于最佳的和谐

有序状态，这种平和状态一旦失常，就会出现“阳盛则

阴病”“阴盛则阳病”，或者“阳不胜其阴”“阴不胜其

阳”，甚至“阴阳离绝”的病理变化。医生治疗疾病的

终极目的就是使患病机体复归到平和状态，并作为指

导治疗的最高行为准则，故有“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素问·生气通天论》），以及“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治病观点，也是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

缘由。

儒家“中庸”思想还体现在《黄帝内经》运用五行

理论说明五脏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无论是相生

或者相克，都应当“执中而行”，否则就会出现“母子相

及”或者“相乘相侮”的病理变化。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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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据此提出了

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是“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

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素问·六微旨

大论》）的著名论断。在儒家“过犹不及”观点的影响

下，《黄帝内经》建立了自己的发病观。六淫致病是气

候的变化太过，超过机体适应能力所致；情志致病是

七情过激所致；饮食不节致病，无论是“饮食自倍”“膏

粱之变”“大饮”，或者五味偏嗜，均为“太过致病”；此

外还有劳累太过、过度安逸致病等。因此《黄帝内经》

在发扬儒家“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庸思想的同

时，形成了“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的著

名发病观。

6 儒家研究 《易经》 的学术成就对
《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易经》是先秦诸子之学共同的学术源头，更是儒

家之学的经典。正因为如此，儒家标志性领袖孔子就

曾经反复研究《易经》并有深切的体悟，从而著述了羽

翼《易经》而相伴传世的《易传》，于此说明《易经》对儒

家之学的深刻影响。就《黄帝内经》理论建构而言，仅

举其中的三例以窥儒家研究易学成就对中医药理论

形成的影响。

其一，儒家用阴阳概念界定“道”的学术立场对

《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一阴一阳之谓道”（《易

传·系辞上》）是孔子研究《易经》得出的重要结论之

一，也是对“道”（自然规律）进行阴阳两分的哲学逻辑

表达。这一观点直接应用于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之中，

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

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黄帝内经》在对阴阳这一哲学概念及相

关理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将其引入医学领域，用以

揭示人体生命活动及其相关事物的奥秘并构建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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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阴阳理论渗透到医学领域后，深刻地影响

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临床实践活动。《黄帝内

经》认为“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灵枢·病

传》），因而将阴阳理论视为开启人们步入探索生命奥

秘殿堂的钥匙，并运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构建其

医学理论体系，将此前逐渐形成的阴阳哲学观念与医

学内容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源于而又有别于哲学的

阴阳概念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产生的基石和源头。《黄

帝内经》在“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

生命观念的指引下，全面应用阴阳理论来解释生命现

象，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生命活动最佳有序

的和谐状态；故而“阴平阳秘”的和谐有序状态失常，

就是疾病发生的最基本的病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

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是医生诊察疾

病、分析病机、指导临床施针、用药的最高行为准则[8]。
因此说，“医道虽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阴阳而已”

（《景岳全书·传忠录》）。

其二，儒家用阴阳概念界定“神”的学术立场对

《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黄帝内经》共有190次

论神[9]，除 3 篇 4 论（《素问》的《五脏别论》《宝命全形

论》和《灵枢·逆顺》3篇，其中后者2次言及“鬼神”）有

宗教色彩“神鬼”之“神”的意涵外，其余均以经文3次

用“阴阳”定义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1次，《素问·

天元纪大论》2次）、以阴阳概念表达自然界客观事物

变化固有规律的“神（神明）”概念进行医药学理论的

建构，其中《素问·天元纪大论》直引“阴阳莫测谓之

神”（《易传·系辞下》）作为医学知识中“神”概念的定

义。对此，《黄帝内经》所建构的医学理论中，用“神”

概括自然界无穷客观事物的固有变化规律，如“阴阳

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shài)
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亦用“神”概括人类生

命运动的固有规律，包括：①广义之神（生命现象），如

“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②以神概括人体

生命活动的调控规律，如心主“神明”（《素问·灵兰秘

典论》），故而有“主明则下安”之调控有序的生理状

态，以及“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之调控失序的病理状

态。③以“神”概括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狭义之

“神”）。《黄帝内经》是“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

文化理念的践行者和传扬者，将人类的思维过程予以

深刻地解析并细化为：志（记忆、信息储存）→意（信息

提取）→思（信息处理）→虑（广泛联想）→智（作出判

断，制定方案，行为实施。《灵枢·本神》）。④以“神”概

括脏腑的活动规律。“五脏主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

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素问·宣明五气》)。
其有两层涵义：一是如上述所言五脏以心为中枢的生

命活动调控规律。二是每一内脏又有相对自主的生

理活动规律，如心藏神，“主身之血脉”“在体合脉，其

华在面，开窍于舌，在志为喜，在液为汗”；肾藏志，藏

精主生殖、主身之骨髓，纳气，主水，在体合骨，其华在

发，开窍于耳，在志为惊为恐，在液为唾等。正因为五

脏以其自主的生理作用参与整体生命活动，又能参与

心对整体生命活动的调控，故而被称为“五神脏”。六

腑及奇恒之腑亦概莫能外。⑤以“神”概括精、气、血、

津、液的活动规律。精、气、血、津、液既是脏腑活动的

产物，又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生成、分布、运行

以及在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有其各

自的固有规律，《黄帝内经》对此也是以“神”概之，如

将血和气的活动规律称之为“血者，神气也”(《灵枢·

营卫生会》)，“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
将人体正气在抗御外邪中的活动规律亦以“神”名之

如“神者，正气也”(《灵枢·小针解》)；认为男女两性生

殖之精按其固有规律而形成新生命体亦以此谓概之，

故有“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之论；人身的津

液是构成人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物

质之一，其在体内奥妙“不测”的活动规律亦是整体生

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津液相成，神乃自

生”(《素问·六节藏象论》)之说。⑥以“神”概括经络的

活动规律。经络是人体内具有通行全身气血、联络脏

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作用的，纵横交错

的、立体的、网络状的特殊通路。经络担负着人体自

身、人体与外环境之间物质(如气血)的转输和各种信

息的接收(即“感”)、传导并产生相应反应(包括生理

的、病理的、各种治疗的效应)的作用，是人体要完成

复杂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特殊结构和通路，因而在协

调、配合各个局部的生理作用中具有特殊的活动规

律。于是《黄帝内经》仍然以“神”名之，将体现经络特

殊活动规律的经气称为“神气”(《素问·离合真邪论》)。
《黄帝内经》构建的医学理论中，全面地应用了以阴阳

概念表达自然界客观事物变化固有规律的“神（神

明）”概念，由此赋予了“神”概念以生命科学知识的

内涵[10]。
其三，八卦内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灵枢·九宫八风》中的八卦之内涵，表达了北斗历法

一个太阳回归年八个时段的气象、物象、人事、病象等

（下转第16页）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