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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五态人格的五行配属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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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态人”是基于阴阳含量多少而把人分成的五型，即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与阴阳和平之人。基于
此建立的“五态人格测验”是中医心理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基于学术界尚未见相关论述就五态人格的五行配属关系进行探

讨，作者查阅文献，深入思考，主要从五态人格的内在实质与外在特征两方面论述其与五行的配属关系。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论

述，得出少阳之人对应木，太阳之人对应火，阴阳和平之人对应土，少阴之人对应金，太阴之人对应水的结论。本文旨在补充与

丰富中医心理学的理论，为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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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态人”源于《黄帝内经》，《灵枢·通天》基于阴
阳含量之多少而把人分为五型，因为“其态不同”，故

称“五态人”。《黄帝内经》对“五态人”之神情、性格、

举止、体质及治疗等都有详细记载［１］。由薛崇成、杨秋

莉教授制订的五态人格测验（１９８８制订，２００８修订）便
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的，是我国本土的第一个人格

测量，是中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２－５］。基于中医

学术界尚未见相关论述就五态人格的五行配属关系探

讨，笔者查阅文献，深入思考，提出如下见解。

１　五态人格内在实质与五行的对应关系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

阳”。这是讨论一切生命现象的总原则，生理问题如

此，心理问题亦如此。而属于中医心理学范畴的五态

人格正是由五态人基于阴阳含量演化而成［６］。《灵枢

·通天》中认为“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少阴之人，

多阴而少阳”“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无阴）”“少阳之

人，多阳而少阴”“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这

种阴阳的动态演化，形成五个维度，构成五态人格的实

质。因此，就内在实质探究其与五行的配属，先要探讨

阴阳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再用类比法推出。

１１　阴阳与五行互生　《礼记·乐记》云“阴阳相摩、
天地相荡……而百化生焉”。《老子》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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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处明言阴阳运动是各种变化发展的基础［７］，五行

亦不例外。《类经图翼》曰：“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

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

阳之气也”。箫吉的《五行大义序》言“夫五行者，盖造

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

本乎阴阳。”《灵枢·官能》篇云“言阴与阳，合于五

行”。这些论著都从不同角度言明阴阳与五行是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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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互为相生的。

１２　阴阳与五行互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
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先

将四季和五行联系起来。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

中云：“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

五行。行者，其行不同，故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

也。”阐明五行指天地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

季，而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８－９］。这种阴阳 －四季 －
五行的过渡，便是阴阳和五行得以互化的方式。

阴阳二气在运动过程中会发生交感，进而形成的

不同状态有五种：一是阴消阳长状态，二是阳消阴长状

态，三是重阳极限状态，四是重阴极限状态，五是阴阳

平衡状态［１０］。《素问·脉要精微论》说：“是故冬至四

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

阳气微下。”阐释了由于阴阳二气的动态升降变化，使

得冬、夏二季分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详细论

述了春夏秋冬四季阴阳的消长变化规律是万物生长收

藏变化的内在机制［１１］。由此可知，阴阳的五种运动状

态对应季节分别为春、秋、夏、冬、长夏，而季节对应五

行依次为木、金、火、水、土。阴阳二气的五种运动状

态，又恰与基于阴阳含量多少分型的五态人一一对应：

少阳之人为阴消阳长，少阴之人为阳消阴长，太阳之人

为重阳极限，太阴之人为重阴极限，阴阳和平之人为阴

阳平衡［１２］。通过类比法，可得：少阳之人对应木，少阴

之人对应金，太阳之人对应火，太阴之人对应水，阴阳

和平之人对应土。

２　五态人格外在表现与五行的对应关系
五行本身源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总结，不同

元素有不同的特质，而五态人格的表现于《黄帝内经》

中有着较为系统的论述，探讨外在对应关系也就是对

其特征的匹配。

２１　五态人格的特征归纳　《灵枢·通天》曰：“太阳
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乎四野，

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

阳之人也。”据此总结的特征有桀骜、主观、敢为、有野

心、有胆识、任性而不顾是非、有进取心、敢坚持自己观

点、敢顶撞等。

“少阳之人，醘谛好自责，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

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据此总结的特征有

喜交际、健谈、开朗、敏捷乐观、轻浮易变、机智、动作

多、随和、漫不经心、不愿静而愿动、喜文娱活动、做事

不易坚持等。

“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

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据此

总结的特征有外表谦逊、内怀疑虑、思虑多、悲观、胆

小、阴柔寡断、不愿接触人、不喜兴奋、不合时尚、保守、

自私、先看他人之成败而定自己的动向、不肯带头行事

等。

“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

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

也。”据此总结的特征有不露心思、冷淡沉静、善辨是

非、能自制、警惕性高、易嫉妒、柔弱、做事有计划、不乱

说、不轻举妄动、谨慎、稳健、有持久能力、耐受性好等。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

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

是谓至治。”据此总结的特征有居处安静、态度从容而

谦谨、有品不乱、喜怒不形于色、不受外物所惑、不患得

患失、不沾沾自喜，能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等，是一种有

高度平衡能力的性格［１３］。

２２　五行与五态人格外在特征的匹配　五行的外在
特征是以“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

土爰稼穑”（《尚书·洪范》）的经典概括为依据进行阐

发和概括的［１４］。

“水曰润下”通过人们对水有滋润万物，本性寒

凉，性质柔顺，流动趋下，渗入并涵藏于地下的自然特

性的体验和观察，总结出水有寒凉、滋润、向下、闭藏的

五行特性，引申为凡是具有此类特性或作用的事物，用

五行中的“水”进行属性的标记和概括，这正与五态人

格中的太阴人格冷淡沉静、内怀疑虑、不喜兴奋、保守

的表现相对应。

“火曰炎上”通过人们对燃烧中的火焰具有发光、

散热、向上升腾现象的生活体验，总结了火具有温热、

光明、升腾等特征和作用，引申为凡是具有此类特征或

作用的事物及其现象，可以用五行中的“火”进行属性

标记和概括，这正与五态人格中的太阳人格傲慢冲动、

激昂易怒的表现相对应。

“木曰曲直”是通过对植物生长状态的感性认识

到理性抽象后的总结。从植物向上生长、向外舒展、屈

伸自如的现象，引申为生长、升发、舒畅、条达的作用或

特征，凡是具有此类作用或特征的事物，就可以用五行

特性中的“木”进行标记或者概括，这正与五态人格中

的少阳人格好社交、善交际、开朗的表现相对应。

“金曰从革”认识来自于古人两方面的生产实践：

一是顺从人们的需要，将矿石经过冶炼，去除杂质，而

成为质地纯净、体积变小、密度和比重变大而坚硬的金

属（主要指铜）；二是将铜之类的金属顺从人愿地加工

成人们所需的器物。于是通过对矿石去除杂质成为质

地纯净、体积变小、密度比重大的，能随意加工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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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不同用途器物的金属，总结出金有变革、肃杀、收

敛、沉降、洁净等特性或作用，引申后认为凡是具有此类

特性或作用的事物及现象，用五行中的“金”进行属性的

标记和概括，与五态人格中的少阴人格心有深思而不外

露、善辨是非、能自制、谨慎、文静的表现相对应。

“土爰稼穑”通过对土地可供人类从事农耕活动，

获得赖以生存谷物的体验，总结土有生化、承载、受纳

等特征或作用，引申为凡是具有此类特征或作用的事

物及其现象，用五行中的“土”加以属性标记和概括。

这正与五态人格的阴阳和平人格态度从容，有品而不

乱、不受物惑，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相对应。

综上所述，通过将五态人格的内在实质与外在特

征分别与五行对应，其配属关系已渐明朗：少阳 －木，
太阳－火，阴阳和平 －土，少阴 －金，太阴 －水。笔者
此番探讨，愿为以后中医心理疾病的辨证施治，选方组

药奠定理论基础。然临床疾病证型复杂，因人而异，遣

方组药仍需灵活慎重，切不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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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二届国际方药量效关系与合理应用研讨会

会议通知

　　中医方药剂量与疗效的关系是中医药学术的关键问题，为
促进世界各国（地区）在方药量效研究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整合境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搭建方药量效国际学术交流

平台，引领和推动该领域学术发展，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批

复成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将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在中国北京召开，同期召开
“第二届国际方药量效关系与合理应用研讨会”。

大会主题：深入探讨方药量效关系、指导方药合理用量、提

高临床疗效。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

量效研究分会联合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承办，《世

界中医药》杂志社与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大会以特邀报告、专题讲座、论文分享等多种形式进行学术交

流。届时拟邀请来自海内外从事方药量效研究及临床工作的

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仝小林

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李赛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沈剑刚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解放军全军中药研究所所长肖小

河教授等。同时欢迎各位同仁与大家分享临床经验或研究成

果。

在海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有关于中医药方药量效关

系研究，方药合理用量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涉及中医临床、文

献、中药学、现代药理学、生物化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类论文内

容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临床病案类论文包括病案、解

析、总结等。论文ｗｏｒｄ格式排版，宋体、小四号字，１．５倍行距，
标准字间距，需包括４００字左右中文摘要，注明论文题目、作者、
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邮箱。论文以附件

形式发送至ｓｚｌｌｘ２０１４＠ｓｉｎａ．ｃｏｍ，无条件上网提交论文者，请将
论文用软盘邮寄至大会组委会秘书处。截稿时间２０１４年９月
３０日。投稿论文将收录入大会论文集，择优推荐在《世界中医
药》杂志刊登。参会代表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联系人：王松　郭敬（论文负责人）
手机：１３３６６２４８４９０；１８６００４２６３８８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线阁５号广安门医院老门诊楼２１０

诊室

Ｅ－ｍａｉｌ：ｓｚｌｌｘ２０１４＠ｓｉｎａ．ｃｏ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专业委员会筹委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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