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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视域下《黄帝内经》中自然观探析※

陈 曦 李保林 宋朝功▲

摘 要 《黄帝内经》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探索人与自

然的关系既是《黄帝内经》的医理核心内容，也是其哲理的重要体现。《黄帝内经》的成书背景与河洛

地区文化的发展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其自然观的形成也融合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

哲学思想。探索《黄帝内经》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不仅可从文化角度为研究其文理、医理、哲理提供

新的切入点，也可弘扬河洛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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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以下简称为《内经》）作为一部中医

的传世经典，其学术思想是后世中医学发展与创新的

重要理论源头。《内经》在阐释生命科学奥秘时借鉴了

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元素，构建的医理体系

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医哲融合是这部巨著的重

要特征。观其源可以知其流。对《内经》中传统哲学

文化思想的深入挖掘，不仅有利于对中医理论的正本

澄源，也利于从文化视角推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

新与发展[1]。笔者从《内经》成书背景出发，为探讨其

与河洛文化的渊源，以自然观为切入点，在河洛文化

视野下探索先秦时期哲学思想与《内经》哲学思想之

间的关联，深刻挖掘《内经》的文化价值，丰富河洛中

医药文化内涵。 
1 《黄帝内经》成书背景与河洛文化

《内经》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未有明确定论，学术界

对此也有诸多讨论，但是以支持先秦至西汉时期成书

说的学者为多[2]。本文也将从多角度、多学科将相关

研究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探寻《内经》成书背景，发现

其文化脉络，有利于从文化背景出发，探索《内经》的

思哲来源，进一步对《内经》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

挖掘。

1. 1　《黄帝内经》成书背景　在史料文献的记载方

面，现存的考古文物、史料文献对于《内经》的记载很

少。最早见到《内经》一名，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

方技略》中的“医经七家”。但是从其成文内容、文字

气象上可以发现《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跨度应该

较大。

《内经》的中医理论有明显的扁仓医学学术特点。

司马迁所编著的《史记》中为扁鹊与太仓公作传，记录

了春秋战国时期扁仓医学的繁荣与传承。天回汉墓

出土的医简也显示出扁仓医学学派对秦汉时期中医

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内经》中的部分中医理论

与医技也可以看到扁仓医学的学术特点。在学术思

想上，有学者对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及其他传世文献

内容进行对比，发现扁仓医学“通天”的学术思想在

《内经》中亦可窥得一二[3-4]。例如《素问·病能论》云：

“《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有学者考据其中提到的

《上经》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也有著录，天回汉墓

出土医简亦可佐证。《内经》在继承扁仓医学学术思想

的基础上，对“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进一步进

行了医学化转换。《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

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讨论了人的生理

与天地自然之相应；《素问·金匮真言论》言“东风生于

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

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指出了病理变化与

天地息息相关；《素问·五常政大论》谓“必先岁气，无

伐天和”，提出了疾病的治疗亦需与自然天地相顺应。

《内经》中术数理论也体现出“守数精明”这一扁仓医

学的主要特征。在诊法方面，《史记》中就曾记载仓公

以颜色诊察疾病，与《内经》的五色诊病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在特色治法上，针灸应用是扁仓医学的重要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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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手段，其部分记载与《内经》内容可相互参照。因

此，起于先秦、盛于秦汉的扁仓医学对《内经》产生过

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医名家龙伯坚、任应秋先生结合

考据相关经典及史料，认为《内经》成书于先秦至秦汉

时期[5]。

《内经》在文化特征上与先秦至西汉时期文化有

明显的相似之处。宋·程颢在《二程全书》中云：“观

《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

也。”也有学者评价本书“闻气坚削，如先秦诸子”“绝

似管、荀”“又类鬼谷”[6]。当代学者从文化特征上对比

发现了许多《内经》中脱胎先秦至西汉时期文化的内

容。任应秋先生将先秦时期经典与《素问》篇章的韵

文作对比，以此为据认为《内经》中诸如《上古天真论》

《生气通天论》等篇章很可能出于先秦[5]。著名中医史

学家马伯英先生曾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一书中引证

《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内容与《内

经》对比异同，亦认为秦汉时期是《内经》最有可能的

成书年代[7]。钱超尘先生从《内经》文本的文化特征、

文字音韵角度支持《内经》成书于秦汉时期这一学

说[8]。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根据秦汉时期计量单位等

角度考据《内经》成书年代。张维波等人以《灵枢》中

记载的消化道长度为例，发现《内经》中部分人体解剖

的长度依照商尺换算，接近于现代医学的解剖标准[9]。

综上所述，《内经》是一部吸收了先秦经典学术成

果的恢宏的生命科学著作，是中医学史上的扛鼎之

作。不可否认，里面的部分篇章也经历过后世医家的

增补、修订，但是战国、秦汉的文化在《内经》的医、文、

哲的内容上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1. 2　《黄帝内经》与河洛文化之联系　河洛文化是指

发源于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即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

地域性是河洛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河洛文化是中原

核心地区的文化明珠。著名学者许顺湛曾高度评价

河洛文化是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内容的中原文化的文

化核心之一。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河洛文化存在的时期非常久

远。以河南地区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出土的

众多考古文物中，不仅可以看到石器、陶器等生产工

具及生活器具，还有部族文化生活的诸多证据。这说

明在距今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原河南地区已

经出现了古老的文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

遗址的考古发现里，可以看到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

文明的昌盛[10]。

中原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夏、商、周三个朝

代的先民在此建立了早期国家雏形。《史记》有云“昔

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位于偃师的二里头文化

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展现出夏

商时期青铜文明的辉煌。《逸周书·作洛解》云：“乃作

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

天下之大凑。”平王东迁洛邑，以及周朝时中原地区各

诸侯国昌盛的国力，无不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原地区

已然成为经济、政治的中心地带，中华文化也在河洛

地区开始孕育、成长、兴旺[11]。

河洛地区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

记·周本纪》），非常适合文化的产生与交流，故而河洛

文化既可以不断向四周扩散，也可以兼收并蓄不同地

域的文化精华。春秋战国时期，不断的结盟、战争、迁

徙等政治活动带来的文化碰撞，以及秦汉时期的大一

统带来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了河洛文化包容性、

传播性等特征，这也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原文化能够长

期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因素。

《内经》成书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在这一阶段河洛

文化也经历了发展高峰并逐渐走向成熟。这也决定

了《内经》在成书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

因此，在河洛文化视域下对《内经》展开研究，有利于

从整体、横纵方面做宏观研究，加深对《内经》的理论

研究深度。同时，《内经》的成果可作为河洛文化的一

个单体，因此，对《内经》的研究也是对河洛文化的微

观研究。

因此，在河洛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内经》研究，无

论是对河洛文化研究还是对《内经》内容研究都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2 《黄帝内经》自然观与先秦时期哲
学思想之间的渊源

自然观属于哲学术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

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其概括总结了中国

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中对自然的本质、自然的规律以及

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12]。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逐渐成熟的农耕文明是河洛

文化的底色。农业生产、生活在本质上非常依赖自然

的力量，需要恪守四时，顺应自然。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自萌芽开始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到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碰撞

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朴素唯物主义自然

观对其的影响。这种自然观对《内经》论述人的生、

老、病、死等生命科学的关键问题也有很大影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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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从医学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阐发，也可以看

作是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思想的补

充[13]。《内经》中自然观主要是从“人与天地相应”这一

角度出发，探讨人如何生于自然，人与自然相应以及

顺应自然等内容。“人与天地相应”是《内经》中自然观

的重要核心内容之一。

2. 1　敬畏自然　《内经》中的“天”包含很多含义，但

主要是指自然及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如天空、天气、天

体等。从《内经》中关于“天”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古人

对于自然怀着崇拜与敬畏之心。《素问·六节藏象论》

云：“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素问·至真要大

论》又云：“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

天元纪大论》亦曰：“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

而化生万物矣。”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自然万物的起

始，是化生万物的本源。天地之间，阴阳相感，不断分

化积累化生出宇宙中的无穷事物。

古人对于天地、自然的崇拜，从先秦诸子百家学

说中也可以找到相参照的内容。道家观察自然，其倡

导的“道论”“气论”在《内经》中都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老子·道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

大，地大，人亦大。”自然是万物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生

产必须依赖自然。“道法自然”也强调了自然的力量，

强调人们应该崇敬自然。儒家同样推崇自然，《论语·

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先秦儒家的许多概念也都来源于自然，例如《论

语·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

者乐，仁者寿”，以山水阐释“智”“仁”；又如《荀子·宥

坐》指出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孔

子论水，以水阐释“德、义、智、勇”，显示了儒家对于自

然的热爱与推崇。

2. 2　人本自然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

天地相合的产物。《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

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生于自然，人

的生理、病理变化也和自然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

刺节真邪》有云：“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

地。”《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

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体现在《内经》对生理病理认识、

疾病诊察、治法和养生等方面的论述上。

在对人体脏腑生理的认识上，藏象学说带有明显

的人本自然的思想。《素问·六节藏象论》详细论述了

脏腑气血与四时的联系；《素问·金匮真言论》将各脏

腑的生理变化与自然变化相应；《素问·八正神明论》

《灵枢·岁露论》说明月的圆缺对人体气血盛衰的

影响。

在诊法上，《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玉机真脏

论》论述外界环境变化对脉象的不同影响，以及在诊

脉时要注意时间、季节的变化。《素问·三部九侯论》中

以“天地人”三才对应人的形体、经络，其中详细论述

了七诊与三部九候合参诊察疾病。

在病机方面，《素问·藏气法时论》系统论述了四

时、五行与脏腑病机变化的规律；《灵枢·顺气一日分

为四时》直接指出了百病的发生与燥、湿、寒、暑、风、

雨六种气候等因素直接侵袭人体有直接关系，以及百

病的症状变化与四时之气的变化相关。在针刺、用

药、治则等治法以及养生方法上，《内经》也有许多与

自然相关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人与天地相应”的

人本自然的思想，贯穿于《内经》的整个中医理论体系

之中。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先秦诸子们探讨的重

要问题。道家学说认为万物的产生与气关系密切，即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人也是在这种气的阴

阳交感过程中产生的，这与《内经》中关于人之起源的

论述类似。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通，人要与自

然相融合来获得境界的提升，正如《庄子·刻意》所曰：

“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

故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

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而德全而神不亏。”

孔孟儒家思想中，倡导人借助自然来修身养性、

治国治学，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

心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在道德层次上，先秦儒家将自然赋予更高级的精

神品质，以物喻人来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 .宪
问》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荀子·法行》云：“夫

玉者，君子比德焉。”《论语·子罕第九》言：“岁寒，然后

知松柏之后凋也。”先秦儒家在认识自然、观察自然、

赞美自然时，往往从人的角度出发，这种人本思想也

体现了儒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承天道归人

道，追求与自然交融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精神，实

现提升自我、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

2. 3　效法自然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由于人是自然的产物，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以及自

然规律的支配，因此《内经》中关于疾病的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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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养都遵循顺应自然这一原则。正如《素问·气交

变大论》所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

长久。”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

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

也。”《内经》指出治疗疾病时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是

顺应自然的具象性表现。《素问·异法方宜论》详细论

述了东、西、南、北、中五方地域地理特点之不同，而自

然环境的不同使得居民体质和患病特点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治疗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治法和特色。五方的

治疗特色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

“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素

问·疏五过论》），可见临床中应顺应四时施治，例如

《内经》中在论述治疗原则时提到“用热远热，用凉远

凉，用温远温，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则反，此其

道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在论述刺法时提到要

“法天则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

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论》）。《内经》中

提到的种种因时制宜的治病原则和方法到今天对中

医临床都有着深远影响。

养身防病是《内经》医理部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内容。“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

问·四气调神论》），若违背了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就

会造成百病丛生。在如何保持健康上，顺应自然是核

心原则，正如《素问·四气调神论》所云：“所以圣人春

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

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素问·上古天真论》论述了养生要像“上古之人，

其知道者”一样，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去保养

自己的“形”与“神”，做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

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才能达到一种“形与神

俱”的状态，最终“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道家讲人道提倡取法天道。老子主张“道法自

然”，自然规律不可违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

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庄子主张人与自然

的相互融合，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

为一”（《庄子·齐物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与人

不相胜也”即人与自然和平相处，遵循自然的规律法

则，修身养性。

儒家也强调要遵循顺应自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

谐关系。“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

仁者之心对待自然万物，顺应自然也是仁德思想的重

要体现之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

子·天论》）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应之以治

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类要明辨自然规律，遵循自

然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3 结语

本文在河洛文化背景下，探索先秦文化与《内经》

中自然观的联系，重温中国先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

有利于后世医家加深对《内经》的认识和对其文化价

值的挖掘。中医学者除了从天人合一中把握中医生

命科学理论，探索生命、认识疾病、诊察疾病、保养健

康外，还要从天人合一角度把握中医生命哲学理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养护生

命，从而为弘扬以河洛中医药文化，坚定中医药文化

自信，推动中医药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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