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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属性对五行学术内涵的探讨※

周颖祺 1 朱红俊 2▲ 高敬如 1

摘 要 目前对于五行内涵的理解局限于以“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

穑”为基础的“五材”观，对五行的本源内涵深入研究与解析不足，限制了五行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文

中基于五行的空间属性，研读文献《尚书·大禹谟》及《尚书·洪范》等，提出五行本源内涵为：水曰“惟

修”，火曰“正德”，金曰“利用”，木曰“厚生”，土曰“惟和”。从此角度阐发五行新说有利于理解五行内

涵，对深入理解中医经典理论及指导临床疾病诊疗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五行；本源内涵；中医理论；空间属性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医药理论的基础，其主要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

理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指导临床诊疗，是

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源泉[1]。目前中医

学对阴阳五行的理解和应用主要基于《黄帝内经》（以

下简称《内经》），笔者通过解读古代文献和《内经》，提

出五行的空间属性是区别于阴阳时间属性的观点[2]。

基于五行空间属性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五行的本质

内涵，这对进一步理解《内经》的学术思想，提高临床

疗效具有重要价值。

1 “五材”观对五行本质内涵认识的

局限性

目前认为，“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大传·

洪范》对此进行解释：“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

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

用。”《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五行的最初含义与“五材”

有关，是对“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抽象概括，

描述了五类物质属性及其运动变化[3]。李约瑟[4]曾说：

“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做出初步分类

的一种努力。”吕思勉[5]认为，古人在认识个别事物之

后，“乃知析物而求其质。于是有五行之说”“五行是

民用最切之物”。由此可见，“五材”观对五行理论的

解读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五行内涵方面，具有寒凉、滋润、向下、闭藏等

特性的属于水；具有温热、明亮、上升等特性的属于

火；具有生长、生发、调达等特性的属于木；具有变革、

肃杀、收敛、沉降等特性的属于金；具有生化、承载、受

纳等特性的属于土[3]。在五行生克关系方面，《白虎通

义》言：“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

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

也。”此外，古人也发现五行相胜不是必然，若没有数

量上的对等，相胜将无法成立[6]。《墨子·经说下》所云

之“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便是此意。而

这些均是基于“五材”观念通过自然界物质的类比对

五行及其生克关系进行的解释。

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五材”观念的局限性[7]。

古人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水、火、金、木、土”五

行概念并非完全是五种个体，而是五种范畴。在此后

形成的五行理论中，五行类推没有考虑跨领域带来的

物质概念变化，如用五行类推五脏的关系时，相对应

的五脏关系如肝克脾、肺生肾带有很大的或然性，这

类关系并非时时起作用，而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

能形成。因此，通过五行类推得到的关系并无原本的

五行关系直接可靠[8]，这种取类比象始终是一个概念

形式，只能反映人体概貌，难以完整认识人体生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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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的特殊规律[9]。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五行学说存

在内在逻辑矛盾，如五行生克关系同时使用时会产生

逻辑矛盾，这是由于五行循环是一种封闭的体系[10]。

因此，如何认识五行的本源内涵成为当前学术发展的

内在要求。

2 基于空间属性认识五行本源内涵

空间属性与方位关系密切，代表了宇宙万物运转

的位置和趋势，这种位、势属性是相对稳定的[11]。在

一定条件下空间属性可相互转化，但这种变化往往是

根本性的“质变”。笔者团队通过对古今文献的综合

研究，提出五行源于五方观念，具有空间属性[2]。五行

的空间属性有过与不及的强弱之分，即《内经》所云：

“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这与阴阳

时间属性的根本区别在于，阴阳时间属性是以动态

“量变”为核心的，即《素问·天元纪大论》所云：“阴阳

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五行的空间属性

在河图洛书以及《管子》《尚书》和《内经》等经典著作

中均有记载[2，12]，并在古代政治制度、自然科学、社会

文化、民间习俗等领域有所体现[6]。这就决定了五行

的内涵具有空间属性的稳定性、特异性和普遍性。

东汉时期的儒学经典《白虎通义》对《尚书·洪范》

的五行解读为：“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

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淮也，阴化沾濡任生木。木

在东方，东方者，阴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

也，阳气动跃。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

火之为言委随也，言万物布施；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

事，万物变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

止。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万物。土之

为言吐也。”由此可见，《白虎通义》认为，水在北方主

养，木在东方主生，火在南方主布施，金在西方主物

禁，土在中央主含吐，而养、生、布施、物禁、含吐五种

物象之间有本质性差异，是相互独立、相对稳定的势

态，具有典型的空间属性。但是，《白虎通义》中对五

行空间属性的阐述较为隐晦，而《尚书》中则有更加清

晰的阐述。

3 基于 《尚书》 对五行本源内涵的
探讨

《尚书·大禹谟》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

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叙，九叙惟歌。”这段经文同样涉及“水、火、金、木、

土”，但并非论述“五材”，而是论述“五德”。《左传》对

此断句为“水、火、金、木、土、谷”，并“谓之六府”，笔者

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而且，从叙事内容的时代而言，《尚书·大禹谟》所

记载的“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要早于《尚书·洪范》所记载的“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两者对照，其文字

内容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尚书·洪

范》五行说是对《尚书·大禹谟》五行、“五德”说的

继承。

《淮南子·天文训》云：“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

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

而为地。”气分阴阳，清者上为天，为阳气，浊者化为

地，为阴形，是谓“阳化气，阴成形”。天地是空间方位

观念，且阴阳不能离决，阴无阳则为死物，阳无形则耗

散而空。故阳气行于阴形之中是宇宙大道法则，正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天有八纪，地有五理。”

五理即五行、五德，而“行者，欲言（地）为天行气之义

也”（《白虎通义》）。由此可见，五行者，即地为天行阳

气的五种规律，“行”为气之运行。故而，五行是世界

运行的根本规律[13]，是阴阳一气运动的五种特定的、

根本性规律的空间载体，可名之谓“五德”或“五理”，

而不只是“五材”的抽象类比。

基于此重新理解《尚书·大禹谟》所言“水、火、金、

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可以发现，此

文是《尚书》对五行所指代的根本规律的明确阐述，即

五行的本质内涵是：“水曰‘惟修’，火曰‘正德’，金曰

‘利用’，木曰‘厚生’，土曰‘惟和’。”以下是笔者对此

内涵的理解。

（1）水曰“惟修”：修为修养的意思。水是阳气在

阴形中趋于平静、安定的状态，阳气在此中得以修养

恢复。（2）火曰“正德”：正德，即布施恩德，是向外扩散

的过程，是阳气旺盛而布散的状态。（3）木曰“厚生”：

厚生即生长、积累。《道德经》言：“曲则全，枉则直。”弯

曲可以保全，屈枉可以伸直。此处强调从阳气在阴形

中突破、升发、逐步壮大，走向繁盛的运行规律。（4）金

曰“利用”：阳气推动阴形变化，适应功能使用的需要，

是谓“利用”，“从革”即变形之义。（5）土曰“惟和”。《说

文解字》云：“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和”具有和平、和

谐、中和、调和的含义，即调节阴阳的平衡。惟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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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物在变化中的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

由此，通过水之修生养息，阴阳元气得以恢复，临

床应用形式可见“冬令进补”等。元气修养充足后，木

之厚生之气得以调达，万物生长繁荣。阳气生长充

沛，万物繁茂，则阳气升腾，火之德行广布。阳气得火

之施舍布散，金承德受施，从革变化，万物始得以利

用。万物利用后，消耗阴阳元气，盛极而衰，则又需要

水之修生养息，恢复元气。五行相生，周而复始。土

居中央，居中调和，维系四维运转，故土旺于四时。

水之修生养息越好则阳气恢复越好，则木之阳气

生长越盛，曰水能生木；木得土“稼”之种植，厚生越

茂，越有利于火之正德布施，曰木能生火；火之布施越

多，土受之而调和能力越强，曰火能生土；火之布施越

多，土“穑”而收敛之输送于金，则金之从革之资源就

越多，利用能力就越强，曰土能生金；元气利用耗散，

土启调和，触发水之修生养息，曰金能生水。因此，五

行相生是五行的共同协同作用，而非一行生一行之简

单体系。且五行之始，始于水之修生养息，故天一生

水，“五行以水为本”。

若水之修生养息不足，则火无以正德布施，为水

克火。金需火的布散而能从革变化，火之正德太过，

则金难以变化利用得当，为火克金。金之利用太过，

则木之厚生之德难以彰显，为金克木。木得土之稼而

厚生，生长太过穑之不及，惟和失德，为木克土。土旺

于中央，居中调和，若水行乖戾，修养失当，必定会受

到土之调和，为土克水。因此，五行相克，本质上是阳

气五种运行规律的紊乱，也非简单的一行制约一行。

由此可见，基于空间相对独立、稳定的属性，从

《尚书》原文凝练出的“水曰‘惟修’，火曰‘正德’，金曰

‘利用’，木曰‘厚生’，土曰‘惟和’”可以更合理地解释

五行内涵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等理论，更能彰显五行

的学术内涵。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从革，土爰稼穑”，则是《尚书·洪范》对《尚书·大禹

谟》“惟修、正德、厚生、利用、惟和”五行之“五德”内涵

的取类比象。

4 对于五行新说的应用

4. 1　基于五行新内涵对中医传统理论的理解　《素

问·六节藏象论》云：“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

此谓太过……至而不至，此谓不及。”至者，至其位，位

即五行之空间。至与不至则生太过与不及。如若春

气不应至而先至，则水之休养生息不足，阳气尚孱弱，

又得木行厚生之气太过，发散消耗，则风气妄行。木

行太过，反侮金行，又乘土行，肺脾易受邪气而内生疾

病。因此，反常的气候与五行的错乱致人生病，临床

中在诊疗疾病时也要领会空间势态太过与不及之理，

了解五行之气的运转规律。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记载“女子以肝为先

天”。肝属木，木曰“厚生”，木气升发。女性有特殊的

经、带、胎、产的生理功能，需要肝的调节和助推。木

气繁盛才能保证女性生理发育完整，同时，孕妇也需

要“厚生”之力来帮助胎儿的生长发育。而如果青春

期时肝气过旺，木之厚生太过，土气调和不及，则易导

致性早熟。研究[14]表明，性早熟的男女发病率为 1∶4
～1∶5，说明肝气调节的正常与否对女子生长发育的

影响更大。“女子以肝为先天”理论本源在于木之厚生

的空间势态。

《素问·痿论》提出“治痿独取阳明”，这是痿证的

治疗原则之一[15]。痿者，痿废不能利用。金曰利用。

因此，“痿”病当属金之利用失责，为金行失德之症。

阳明属金，故治痿当独取阳明，以行金之利用之德。

同时，阳明又与五行、五脏皆相关联。《素问·痿论》云：

“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

机关也。”《素问·经脉别论》也云：“饮入于胃，游溢精

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可见，金行

利用，又需得火之布施方有利用之资，得土之惟和方

能利用有度。因此，治痿固然要重视阳明之金的利用

之德，也不可忘五行空间势态之联系。

4. 2　基于五行新内涵对治疗临床疾病的理解　理解

五行本源内涵的空间属性对临床诊治疾病也具有重

要意义。例如从“木曰厚生”认识肿瘤的治疗。肿瘤

是局部组织的某一细胞在致癌因子的作用下，失去正

常调控而异常增生的一种疾病。木曰“厚生”，即生

长、积累。而肿瘤正是细胞的过度生长，为木行失德。

肝属木，主升发，主疏泄，调畅气机。杨永等[16]发现恶

性肿瘤复发与转移患者，往往伴有肝的气血功能失调

的情况，即肝气升发异常，如肝火扰动、肝阳上亢等。

因此，平肝潜阳、抑肝息风、滋养肝阴，使木之厚生功

能调至正常可能是治疗恶性肿瘤复发及转移的关键。

殷东风等[17]从肝论治肺癌，予理气消积方治疗，明显

改善了晚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柴可群认为，疏肝

解郁以调畅情志是肿瘤防治四法之一，据此治疗乳腺

癌、肝癌等恶性肿瘤均有很好疗效[18]。同时，肿瘤细

胞过度生长之外，还存在细胞形态异常，有金之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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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不及之象，这种不同空间势态的协同也需要予以

关注和重视。

又如从火论治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学上属于

“消渴”范畴，《素问·奇病论》最早论述了此疾病：“此

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

行其精气……甘者令人满，故其气上溢转，转为消

渴。”脾瘅患者过食肥甘厚味，损伤脾胃，脾不能为胃

布散精气，化热生浊，转为消渴。此为火行正德之气

失调、气血与精微布散紊乱，是典型的火行之正德布

施失常的状态。仝小林院士据此提出了糖尿病的“脾

瘅”学说，并从“火”治疗糖尿病 [19]。苦为火之味，《素

问·脏气法时论》曰：“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仝小林

院士以苦寒之药折其壮火，行气以除壅满，活血而通

瘀络，常用方有大柴胡汤、小陷胸汤等，取得了中医药

治疗糖尿病的重大突破。

至于当前空间代谢组、空间脂质组、空间转录组

以及空间蛋白组学等新兴科研技术在肿瘤[20]等疾病

领域的快速发展，更加凸显了深入理解五行本源内涵

的空间属性对提高疾病机制认识、促进临床新技术发

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5 总结

基于五行空间观和《尚书·大禹谟》《内经》等经典

文献，五行本源内涵应为：水曰“惟修”，火曰“正德”，

金曰“利用”，木曰“厚生”，土曰“惟和”。《尚书·洪范》

进一步通过取类比象，用“润下”“炎上”“曲直”“从革”

“稼穑”描述了五行之象。本文针对五行理论提出的

新见解，可能对更好地运用五行学术、理解中医理论、

诊治临床疾病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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