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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重构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预期以此图解释人体体质与生理病理。方法：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
阴阳、五行宇宙演化进程之意，以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之形，将两者结合进行构建。结果：构建出一个具有双螺旋结构
的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模型。结论：整合了以往的阴阳、五行图，提供了一幅直观的气－阴阳－五行融合后的结构图，此
模型图可以对人体质、生理病理等方面做出结构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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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理论是建构在气、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之上
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原本是各自独立的学说，这些彼

此分立的用以说明世界构成的学说自发明后渐渐地融

合了。气分化出了阴阳，阴阳又演化出了五行。这样

由一生二、由二生五的数字演变无疑为世界的起源提

供了一种意象图式。源于“人体是一个小天地”的隐

喻，既然“由一生二，由二生五”可以为世界或宇宙提

供一种模式，那么这一模式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的生成

过程。这一重要的世界或宇宙乃至人的生成模式虽有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发凡于先，但此图难以从更为细

致的结构解释阴阳和五行间的关系，如何重构具有时

代气息且能象征中医学气－阴阳－五行融合的结构示
意图或称之为模型图的绘制，渐渐显露出迫切性与必

要性。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幅能体现、能阐释人体生理

功能模式的中医学气 －阴阳 －五行结构图，并以此模
型解释人体的病理变化。

１　气、阴阳、五行基本概念
１１　气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

生。”由此可见，气是指构成人体及维持生命活动的最

基本物质。非医学著作《庄子·知北游》亦说：“人之

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同样阐明了气在

人体生命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物质与能量的作用。在

此作者无意去探讨由《管子·内业》所说“精也者，气

之精者也”演化出的精气学说，因为“气之精者”仍然

是气。

１２　阴阳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
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阳相互对立

与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

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荀

子·礼记》说：“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天地感而为万物化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

之本始。”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一体、阴阳对

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

１３　五行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认为：
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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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与规律，相

生，是指这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促进、助长和滋生的

作用；相克，是指这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生长和功能具

有抑制和制约的作用。没有相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

成长，没有相克就不能维持事物在发展和变化中的平

衡与协调。相生和相克，在五行学说中被认为是自然

界的正常现象；对人体生理来说，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气、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

世界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滋生、发展和变化；木、

火、土、金、水五行是其基本的变化关系。五行相互资

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气阴阳五行

学说对中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医传统医学理论都

是在气阴阳五行学说的框架下构建的。

２　重构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的思想基础
２１　取意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周敦颐的《太极
图说》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

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

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

也，太极本无极也。”这段文字开启了宋明理学之端。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本是“援佛入儒”的综合产物，

是一以佛学为借鉴建立起一种哲学形上学，同时该学

说又不丢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它既从根本上克服

了传统儒学本体缺席这一理论弊端，同时又不流于佛

学空无本体的那种老调重弹，体用并重、道体与器用兼

综的中国本体论的理论图式得以生动展示［１］。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医学上又是如何被演绎

的呢？根据天人相应的理论，人体的太极又是什么呢？

孙一奎在《医旨绪余·命门图说》记载：“夫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

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

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

而有。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原气是太极之本

体，动气为太极之用。孙氏所指的“太极”是两肾间的

命门原气，即动气，属“坎中之阳”，两肾是原气之根

本。

２２　取形于沃森和克里克的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分子
模型　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合作绘制的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ＤＮＡ分子
是由两条长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多聚脱氧核苷酸链平

行围绕同一中心轴形成的双排螺旋结构；两螺旋都是

右手螺旋，双螺旋表面有深沟和浅沟。两条多聚脱氧

核苷酸链通过碱基间的氢链连接，一条链中的腺嘌呤

必定与另一条链中的胸腺嘧啶配对（Ａ－Ｔ）；鸟嘌呤必

定与胞嘧啶配对（Ｇ－Ｃ），这种碱基间的氢链连接配对
原则称为碱基互补规则。维持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稳定
性的因素主要是上下层碱基对之间堆砌力和链间互补

碱基之间的氢键［２］。

重构中医学气 －阴阳 －五行结构图的思想基础
是：取意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取形于沃森和克里

克的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
３　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

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由阴阳两条螺旋式曲线

构成，两条线呈盘旋，方向相反；每一条线由５种颜色
组成，分别为青、赤、黄、白、黑，但此五种颜色的出现次

序是随机的，并不保证总以“青、赤、黄、白、黑”的次序

出现，但两条链上“青、赤、黄、白、黑”各自的数目一定

是相同的；在两条线间有三种颜色的类似化学键的链

接，分别代表生克，称之为“相生键”“相克键”与“同位

键”，此键连通阴阳，贯通五行。其“相生键”代表着相

生；“相克键”代表着制约；“同位键”的意义取《国语·

郑语》史伯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意，即在此

处没有生克。

图１　气－阴阳－五行结构图

图２　相生片段链接示意图

图３　相克片段链接示意图

４　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解
１）两条螺旋链分别代表阴阳。
２）每条链有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分别代表

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或五种属性，体现出阴阳的

组合状态，代表阴阳交互运动的不同阶段。

３）两条螺旋链必须足够长，其长度足以满足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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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链上的不同的五行排列顺序。

４）两条螺旋链间分别以“相生键”（实线箭头代
表）“相克键”（虚线箭头代表）“同位键”（线段代表）

相链接，代表阴阳的可分与不可离即阴阳一体，“相

生”“相克”“同位”键的链接代表阴阳的互根、互化及

相互制约。

５）任何一条链均由｛木、火、土、金、水｝这一集合
片段组成，但并不保证存在木、火、土、金、水的相生或

相克次序，其只能与另一条链相互作用才能出现相生、

相克之间的关系。以满足中医学所说：“孤阴不生，独

阳不长”和“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

由五行生克键可以构成多个“Ａ生Ｂ，Ｂ生Ｃ，Ａ克
Ｃ”的具有三角形结构的调控模式，而这些具有三角形
结构的调控模式就构成了一张关乎阴阳五行相互资

生、相互制约的生克调控网。

５　重构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的意义
气－阴阳－五行是一种中医学理论建构隐喻，也

就是说中医理论是在气－阴阳－五行基础上建构而成
的。中医学认为：气是指构成人体及维持生命活动的

最基本物质，由其可以化生出阴阳，阴阳演化出五行。

但这个由气、阴阳、五行理论综合而来的学说一直缺乏

一个直观的气 －阴阳 －五行结构图，以致人们不能直
观地看到这一综合而来的学说气－阴阳－五行理论图
示。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的重构无疑满足了
人们的这种需要。

中医学气－阴阳－五行结构图强化了气－阴阳－
五行理论的结构功能。众所周知，中医理论重意义、轻

结构的特点，或简称“重意轻形”，而形意并重在该图

中得以体现。本图取形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取意于气、
阴阳、五行学说。此外该图在解释功能或许更为强大。

我们暂以此图为例对人体的体质类型做一示例性的解

释。

阴阳二十五人，出自《灵枢·阴阳二十五人》，阴

阳二十五人的划分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指人体禀赋不

同的各种体质归纳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每一

类型，又以五音的阴阳属性及左右上下等各分出五类，

合为二十五种人。这可能是中医学有关体质划分较为

系统的记述。然而是什么导致了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的

形成，我们可以用气－阴阳－五行结构图，即从结构的
角度解释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的形成原因。前已言及任

何一条链均由｛木、火、土、金、水｝这一集合片段组成，

也就是说｛木、火、土、金、水｝这一集合可以有木火土

金水；水木火土金；火木土金水等１２０种组合形式。通
过对不同组合方式意义的赋予，无疑可以解释揭示人

类的体质类型。

五行中的任何一行均有五种链接木、火、土、金、水

的形式，这种不同的链接，从结构上可以对阴阳二十五

人的体质不同给以说明。前已言及“任何一条线并不

保证存在木、火、土、金、水的相生或相克次序”，但并不

排除两条线同时存在木、火、土、金、水的相生或相克次

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一片段上将只有相生键

与同位键或相克键与同位键的出现，依据前面所言：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我们可以对只有相

生键与同位键或只有相克键与同位键相链接的片段赋

予一个特定的意义，赋予意义的原则是“造化之机，不

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而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

害。”然后依据只有相生键与同位键或相克键与同位键

的出现出现的多少与类型（指阴阳两条链同时出现木、

火、土、金、水集合的不同排列）做出体质类型的判定，

须知阴阳两条链同时出现木、火、土、金、水集合的不同

排列的判定的方法不是测序，因为你没有办法检测阴

阳两条链同时出现木、火、土、金、水集合的不同排列次

序，它所依据的仍然是由果析因，所应用的推理是溯因

推理。也就是说你可以对不同体质的人给出一个阴阳

两条链上的木、火、土、金、水相互链接的形式说明，这

种说明是结构上的，且这种说明能够很好地解释体质

不同这一现象。

同理，我们也可以说人体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取

决于两条链上“木、火、土、金、水”组成序列与链接两

条链的相生、相克、同位键的链接。两条链上“木、火、

土、金、水”组成序列已阐述于前，它从结构上解释不同

体质类型的出现，而不同的体质类型，影响到该类型人

对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两条链的生、克、同位键的链接

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又如何产生？当我们所说

“键”的链接时其实已经蕴含了“力”的概念，也就是说

生、克、同位键作用力的大小决定了系统的平衡状态，

因本图所用生克键不只连接着五行，同时也连接着阴

阳，不仅可以解释阴阳的调和与失调，亦可解释五行生

克的太过与不及。不同生、克、同位键链接片段的存在

将影响到此条链的结构，进而影响此条链的功能，从而

解释阴阳的盛衰。可以简要地说相生、相克、同位键数

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人体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

现今中医学的发展面临着和宋明理学兴起后宋代

中医学同样的时代语境，一种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坚持

中医学本色的中医学新理论体系的开出成为当务之

急。分子生物学则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生命世界的基

本结构和生命活动的根本规律的高度一致，揭示了生

命现象的本质。且这一学科得到学界的认同，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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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态来一个“洋为中用”

呢？当然不能排除来自不同立场的质疑与批评。

我们要面对的是读者的质疑之一可能是：周敦颐

的已有《太极图说》发凡于先，那么这张图相较于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有什么不同？它比周敦颐所绘制图

又有什么优势。由周敦颐太极图的结构上我们可以看

出，此图是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的演进模式，

即三图分立之象一目了然，这与周氏要表达的意图有

关，他要表述的是宇宙的演进过程。而本图很显然是

叠加的，即气、阴阳、五行学说的叠加，源于气难以以一

张图来会出气弥漫状态，故选用了双螺线结构以示气

的流动状态，双螺链以示阴阳，阴阳之中各具五行。从

学说的起源上来看气、阴阳、五行学说是各自独立的，

它们分别用于揭示这个世界的构成，用现今的话语来

说可以说成“世界由气构成”；“世界由阴阳构成”；“世

界由五行构成”。它们欲解释的都是这个“世界”，它

们代表了古人认识世界的角度。从这一点来看气即是

阴阳、阴阳即是五行，气、阴阳、五行是等价的。这或许

也就是人们为什么一直纠结于气分阴阳，阴阳中有五

行，五行分阴阳的原因。本图之作并非在揭示宇宙之

演进，而是要体现气、阴阳、五行学说的在中医理论体

系中的融合。其在主要意图上已与周氏所要表达的意

图不同，尽管或许存在着一些交集。

读者的下一个质疑与批评恐怕就是为什么选用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作为气、阴阳、五行结构图的模型。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由脱氧核糖和磷酸基通过酯键交替
连接而成。主链有二条，它们似“麻花状”绕一共同轴

心以右手方向盘旋，相互平行而走向相反形成双螺旋

构型。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 ＤＮＡ分
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 ＤＮＡ的复制机制。
由于腺膘呤（Ａ）总是与胸腺嘧啶（Ｔ）配对、鸟膘呤（Ｇ）
总是与胞嘧啶（Ｃ）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
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

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可以确定。因此，只需以其中的

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这样的一个结构适宜用于揭示阴阳与五行的结构

关系，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两条链正好代表阴阳，相互
平行而走向相反也恰好可以代表阴阳的不同属性；“麻

花状”绕一共同轴心以右手方向盘旋及代表阴阳的纠

缠与运动；腺膘呤（Ａ）总是与胸腺嘧啶（Ｔ）配对、鸟膘
呤（Ｇ）总是与胞嘧啶（Ｃ）配对与五行中木生火、金克
木等生克关系具有关系上统一的不变性。也正是五行

的生克键将阴阳五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ＤＮＡ的复
制机制为阴阳五行的变化，即《素问 阴阳离合论》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

提供新解。我们说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为气阴阳五行学
说提供了一个结构形式的同时，也可以说 ＤＮＡ双螺旋
结构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提供了一个分子生物学的

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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