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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易》融天道、地道、人道于一身，而中医学以天地人合一为医魂，阴阳五行理论虽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
《伤寒论》上秉《周易》神韵，下合《内经》心法，立足“四逆汤浅析”、“六经辨证”及“仲景自序”可管窥医《易》同源。

关键词　伤寒论；周易；医易同源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ｒｉｇｉｎ
ＨａｎＲｕｉ１，ＬｉｎＭｉｎｇｘｉｎ２，ＺｈａｏＣａｉｙａｎ１，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２，ＬｖＹｉｎｇ３

（１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Ｏ．１２，ＪｉｃｈａｎｇＲｏａ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４０５，Ｃｈｉｎａ；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４０５，Ｃｈｉｎａ；３Ｎａｎ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ｓｈｅａｖ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ｏｕ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ｙ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Ｙｉｎｙａｎｇａｎｄｆ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Ｃａｎ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ｉｎＢｏｏｋ
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ｏｆ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Ｃａｎ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ｒ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ｂｒｉ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ｔ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ｈ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ｒｉｇ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ｎ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ｓｉｘ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ｎｏｔ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ｂｒｉ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ｂｒｉ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ｒｉｇｉ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９

　　《周易·系辞下传》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
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融天道、地道、

人道于一身，而中医学以天地人合一为医魂，唐代著名

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阴

阳五行理论虽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伤

寒论》上秉《周易》神韵，下合《内经》心法，推崇“思求

经旨、以演其所知”，其融理、法、方、药于一炉，奠定中

医学辨证论治体系，堪称“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

书”，现就其与《周易》完美融合浅述如下，旨在抛砖引

玉。

１　首析“四逆汤”
“四逆汤”为《伤寒论》少阴病篇回阳救逆代表方，

其组方为：炙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生附子一枚（破八

片），此方之精韵在于完美融合医《易》，试浅析如下。

１１　方名浅析　《素问·阳明脉解论》云“四肢者，诸
阳之本也”，故四逆汤对治四肢厥逆较易理解。在先天

八卦中，“四”对应“震卦”，而“震卦”在后天八卦中，于

方位应“东方”，于季节应“春季”，于六气应“厥阴风

木”；若其逆，即有东方厥阴风木疏泄失序，表现为以下

四个方面：其一，东方厥阴风木下陷北方，气下陷则为

寒，致使北方水气“静顺”失常；其二，东方厥阴风木横

逆犯中，致使中方土气“备化”失常；其三，东方厥阴风

木所生之火直冲南方，致使南方“升明”失常；其四，厥

阴风木所生之火亦可横逆西方，致使西方“审平”失

常，诚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云“木曰敷和，火曰升

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亦即东方升发之

“敷和”，南方开降之“升明”，中方化物之“备化”，西方

收敛之“审平”，北方闭藏之“静顺”［１－３］皆紊乱而“四

方”皆逆，故曰“四逆”。用先天八卦之数作为体，对应

于后天位作为用，张仲景之四逆汤对治的便是天地之

道之逆及自然规律之逆，亦即《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所云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逆。

１２　药物浅析　在四逆汤中，附子温通被阻滞之全身
经脉，并可达《素问·脏气法时论》所云之“辛以润之，

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附子辛温大热，然其味辛，功

在西方，而敛降为西方之性，阳气敛降犹如自然界大气

在秋冬季节渐渐潜藏于地下，此时地表温度越来越低，

故“道法自然”，附子之“辛”反可“润之”；简而言之，附

子欲达釜底“少火生气”，使北方坎卦能正常发挥“二

阴抱一阳”之作用。干姜、炙甘草执中州，干姜之辛温

实乃“迎阳归舍”，关键是方中炙甘草为君药，引领辛

热之干姜、附子“火生土”，而中州之厚土亦能恰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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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伏制此火，亦即“土伏火”，达到“少火生气”，亦即

《素问·六微旨大论》之“亢则害，承乃制”之理。综

上，张仲景之“四逆汤”所欲表达的就是“火生土，土伏

火”之意。

１３　药量浅析　四逆汤中，附子“一枚“，对应先天八
卦“乾卦”及河图“天一生水”之数，“破八片”又合“坤

卦”之数；附子之用量、用法已蕴先天乾坤两卦“火生

土，土伏火”之旨。干姜“一两半”为中土之数，万物土

中生，万物土中灭，万物土中藏。炙甘草“二两”，对应

河图“地二生火”及先天兑卦，兑卦上开下合，满而不

盈，盈而不流，浸润和缓有序，故而炙甘草有和中之效。

若“天一生水”之附子立足北方，那么炙甘草为附子二

倍则是立足“地二生火”之南方，如此搭配药量便形成

立足南北水火两极，根据阴阳消长转化之理，升极则

降，降极则升，自会形成一太极圆。中医学的本质乃生

态医学［４］，三药对应“水”“火”“土”为万物生长繁衍必

备要素，四逆汤立足于太极圆之失衡点，建立一恢复最

小圆之初始力量和气势，恢复患者天地赋予的天圆地

方。

２　再考“六经辨证”
经方大家恽铁樵认为：“伤寒第一重要之处为六

经，而第一难解之处为六经。凡读伤寒者，无不于此致

力。凡注伤寒者，亦无不于此致力。”［５］

据考证，《周易》已有“三阴三阳”思想，《内经》首

次将它移植于医学［６］；河图乃《周易》重要组成部分，

其与中医学有深厚渊源；在河图中，“一、二、三、四、

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各生数均

与中宫“五”相加而得相应成数；故除“五”较特殊外，

其余生数两相交会，有且只有六种组合而构成“三阴三

阳”［７］；一、三皆为阳数而生化于太阳，二、四皆为阴数

而生化于太阴，一、四相邻而生化于阳明，二、三相邻而

生化于少阳，一、二相对而生化于少阴，三、四相对而生

化于厥阴；《素问·天元纪大论》云“物生谓之化，物极

谓之变”；中医学之气化与运化源于此，“三阴三阳”在

河图之方位决定其气化与运化特点，河图乃时空统一

模型。《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此乃《周易》

灵魂；“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乃宇宙发展规律；阴阳对

立统一转化，此乃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动

力，以上为医《易》同源之唯物论和辩证法。医《易》同

源而源于宇宙万事万物生生不息之道；古之圣人，仰观

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考星辰之变化，察四时之交

替，运用以数定象，因象明理之独特象数理思维模式，

以此建构时空合一、三才一体之医学模式，医统三才而

立论，医道方能得其全。

张仲景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三阴三阳之谓

人”，“三阴三阳”模式源于河图生数之交变，继而通连

经络而为分证纲领，“三阴三阳”与经络、脏腑、气化等

相结合后，最终完成“六经辨证”模式。

３　后察“仲景自序”
《伤寒论·自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

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为《伤寒

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

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梁华龙等［８］认为，《阴阳大

论》一书为《周易》之别名。此外，《周易·系辞传》云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惟其

时物也。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不难看出，张仲

景认为《伤寒论》犹医学领域之《周易》，故云“若能寻

余所集，则思过半矣”。《伤寒论·自序》又云“按寸不

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

满五十”；此“五十”应为“大衍之数”；《周易·系辞传》

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伤寒论·自序》又

云“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方术”乃医卜、星相、遁

甲、堪舆、神仙之术的总称，而“方术”则源于《周易》。

４　结语
综上所述，《伤寒论》之“四逆汤浅析”“六经辨证”

“仲景自序”皆体现中医学与《周易》之完美融合，然此

乃医《易》同源之一斑；《伤寒论》之理、法、方、药皆融

入《周易》“象数理”模式。张仲景立足《周易》源头而

作巨著《伤寒论》，其统三才而立论且“宿尚方术”，精

通《周易》“象数理”，立足《伤寒论》即可管窥医《易》

同源；诚如明·张景岳于《类经附翼·医易义》中指

出：“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

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知医而不知易乎？”

参考文献

［１］林明欣，李叶．活用《内经》理论治疗失眠症体会［Ｊ］．中国中医药信

息杂志，２０１０，１７（８）：３８．

［２］林明欣，裴倩，朱章志．浅析“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Ｊ］．中医杂

志，２０１１，５２（１９）：１７０５－１７０６．

［３］林明欣，裴倩，倪张俊，等．河图“圆运动”探讨及其在“血管神经性头

痛”中的运用［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７）：１７５３－１７５６．

［４］蔡子微．中医学的本质是生态医学［Ｊ］．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４，１５（１）：４７

－４９．

［５］梁华龙．伤寒论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８，１２０．

［６］成肇智．内经对周易阴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Ｃ］．厦门：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２０．

［７］顾植山．从五运六气看六经辨证模式［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０６，１０

（３）：４５１－４５４．

［８］梁华龙，田瑞曼．《伤寒论》六经及六经辨证来源［Ｊ］．河南中医学院

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１）：３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９收稿）

·８５１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８，Ｎｏ．１０


	世界中医药10月第10期 29
	世界中医药10月第10期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