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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人相应”理论的四时阴阳五脏关系的探讨

张　娜　刘晓燕　郭霞珍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人源于天（自然），太虚元气是人与天两者共同的物质基础。本文以此阐述了太虚元气化生
阴气和阳气，其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本源；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相关性表现为五行之关系，宇宙万物同根同源是四时
阴阳五脏相关联的理论基础。文章阐述了中医学从四时角度联系阴阳五行认识人体五脏生理作用是“天人相应”思想一
个重要的方面；《黄帝内经》“四时五脏阴阳”学术思想是中医学探究生命规律的重要思维模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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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通
天”即与天相通应之意。说明生命根于自然之天地，

源于阴阳之运动。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

“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

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进一步表明阴阳四时之变

化是自然万物化生的根本，生长于自然之中的人类，

同样受到阴阳四时规律之影响。因此，基于“天人相

应”理论认识脏腑的生理病理是中医学探究生命规

律的重要思维模式［１］。

１　中医学“天人相应”思维模式的形成基础
中医学认为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分析，人源于天

（自然），天人相应的根本，在于天人两者具有共同

的物质基础———太虚元气。化源相同，所以人体的

生理、病理变化过程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正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夫四时阴阳者，万

物之根本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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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伐其木，

坏其真矣”，以及《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说：“月始

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

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

天时而调血气也”。《黄帝内经》的这些基本学术观

点，充分说明阴阳的运动与自然四时相应。四时的

变化可以反映天之阴阳的消长，而人之阴阳也会随

之变化，进而表现出各种生命现象，这就是中医学

“天人相应”思维模式形成的基础。由中医学界理

论大家程士德教授所创建的《黄帝内经》“时藏阴

阳”理论研究团队在近４０年的研究也证明，集中医
基础理论之大成的经典《黄帝内经》中，相关“天人

相应”的论述不仅占有大量篇幅，也是贯穿全书的一

条主线。结论是人体为一个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有机

整体，即自然界时间季节、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人体生

理机制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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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素问·经脉别论》也说：“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

以为常也”。千百年来“天人相应”思维模式一直指

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在高等中医药

院校内经教材（２版教材）导论第一章就明确指出：
“人与外在环境间的密切关系，在《黄帝内经》里阐

述很多。它具体贯穿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

等各个方面，对防治疾病起着重要作用”。“天人相

应”思想在藏象理论中的具体应用是通过观察自然

时序变化，万物之象顺时而异的规律，来探讨内在脏

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近代医家恽铁樵在《群经见智

录》中有言“内经之五藏，非血肉的五藏，乃四时的

五藏”。程士程教授也提出“四时五脏阴阳”是内经

理论体系的核心，同时指出人体是以五藏为中心的

外应四时阴阳、内合六腑、五官、五体、五华等组织器

官的五大功能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心、肝、脾、肺、

肾各脏系统分别与四时相应，主导着相应季节时令

中五脏系统之间的协调与控制，维持着人体生命活

动［２］。方药中先生对于藏象学说的理解是认为其

“总的精神就是根据人体所表现于外的各种生理现

象、体征，再结合自然节气与这些现象的相应关系加

以分别归类，并冠以当时所知的一些脏腑器官名

称。”笔者认为，这些研究都说明从与四时季节相应

的角度去研究人体生命变化，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特点，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３］。

为此，本文欲从四时阴阳的角度联系五脏，以具体阐

述“天人相应”整体观思想在藏象理论中的应用。

１１　阴阳与四时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太虚
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

$

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在古人

的视野里广阔无垠的天是世间的主宰，它的运行变

化是万物生长的根源。这里的天即指太虚元气，其

运行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阴阳的产生，阴阳乃“天地之

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

府。”但是在《素问·五运行大论》又说“天地阴阳

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因为天地的无限辽阔，它

们的阴阳变化，是不可能用数字去推算的，只能从观

察自然现象的变化中进行分析和了解。然而在自然

界中最能代表阴阳变化的就是四时的循环交替。如

《素问·脉要精微论》有“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

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

冬之怒”之言，四时气候的转变，正反映了自然界阴

阳的变化规律。再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此春气之应，养生

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

此谓蕃秀，天地气交……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

逆之则伤心，秋为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

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此秋气之应，

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

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此冬气之应，养藏之

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４］。这段经

文进一步从宏观角度来说四时气候特点是自然界阴

阳二气消长运动的外在表现，而人处在自然界中也

会随阴阳消长有相应的表现，因此人们要顺应四时

气候变化以保持机体内阴阳二气的相对平衡。

１２　五行与四时　阴阳源于太虚元气，阴阳二气的
相互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转化运动是万物

形成的内在动力。五行，作为哲学命题，是指木火土

金水所指代的５大类事物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运动变
化，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以分析探讨事物运动形式

和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对阴阳二气运动相互影响相

互关联规律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方法。因此，历

史上就有五行“五材说”，五行“五方说”，五行“五时

说”，五行“五星说”和五行“五性说”等不同的说

法［５］。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指出：“天生五材，

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

“（天地）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比如逯宏［６］认为从

古东方人对空间认识的角度，五行有“交汇四方”之

义。古代医家秉承此意，认为五行之气分布五方，其

运动变化导致自然界万物出现生生化化之规律。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

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

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万物生化之规

律就是宇宙间元气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天有五行

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此处五行即指五运，为地

面五方之气的运动。从后世对五行学说的形式、内

涵，以及各种哲学人文思想的发挥上与天文历法、四

季物候之象相关，认为五行与古人对四季形成机制

的思辨性结果相关，比如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

说：“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
%

之日，周而复始，时立

气布，如环无端。”五运在一年中各主宰一个季节，主

气与客气的变化都影响着气候。再如《汉书·艺文

志》说：“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在观察天体变

化的过程中，古人发现肉眼可观察到的水、金、火、

木、土五星有规律的运动，故曰“天有五行”，此五行

就是指辰星、太白星、荧惑星、岁星和镇星（或填星）

五星。同时发现五星在宇宙中的运动规律与四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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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故《汉书·艺文志》说：“五

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７］。五行“五性说”始于《尚

书·洪范》，其曰：“五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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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注云：“谓之五行者，

若在天则五气流行，在地则世所行用也”。可见由

“五材”易名为“五行”，实现了由实体到抽象的升华

过程，从而标志着五行作为哲学概念的形成。“五

行”只有抽象为５种功能属性以后，才可以作为归纳
万物万象的模型［８］。自此寒暑燥湿风无形之气，木

火土金水五行之性之形统为一体。即东方与春相应

而生风，南方与夏相应而生热，中央与长夏相应而生

湿，西方与秋相应而生燥，北方与冬相应而生寒。如

形气之阴阳相互感应而化生万物。由此可知，太虚

元气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本源，四时变化与五

行的契合是万物生长规律的体现，五行也是阴阳二

气运动产生的变化的抽象。因此，古代医家引用以

解释人体生命生长变化过程中的生理病理现象。

１３　五脏与五行　依据五行归类分析事物是中国
古代认识世界万物发展变化常用的一种方法。如在

中医学中，《素问·五脏生成》说：“五脏之象，可以

类推”，即是指五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可以从很

多方面进行比类推求。为什么可以这样比类推求

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认识中自然万物

来源于太虚元气，气分阴阳，阴阳二气运动产生的变

化可以概括为５种现象（即五时的不同），抽象为五
行。由此自然界的事物根据五行划分为５类，人与
之万物本源相同，中医学也同样采用五行学说，分析

和探讨人体的生命运动，人之五脏亦分属五行。五

行的生克制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说可以通过五

脏表现于外之象，可以类推人体内在五脏的生理功

能和病理变化。首先从感官上来说，五脏可以从五

色、五味来比类推求，《素问·五脏生成》中详细论

述了五脏与五色、五味的关系：“色味当五脏：白当

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

咸。”简洁恰当的将五脏与五色和五味联系起来。因

此内在五脏的变化可以通过外在五色、五味的不同

体现出来。其次从人体五脏的功能特性上来说，肾

主封藏，为水脏；心主通明，为阳脏又称“火脏”；肝

为将军之官喜条达舒畅，主升发，为风木之脏；肺应

秋，主清肃而敛降，其性属金；脾主运化而生气血，主

中央以灌四旁，为土脏。而《尚书·洪范》对五行特

性的概括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

革，土爰稼穑。”由此可见五脏功能特性亦与五行特

性是一致的。五脏之气的运动本质上来源于体内阴

阳二气的消长运动，其表现形式可以用五行加以概

括，因此五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就可以通过五

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解释。

２　四时阴阳五脏的整合
对于四时阴阳的界定，《春秋繁露》曰：“四时天

之四选，春者少阳之选，夏者太阳之选，秋者少阴之

选，冬者太阴之选。”《素问·经脉别论》言：“合于四

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此段经文是强调在观

察分析脉象时不仅要结合四时阴阳，而且要结合五

脏阴阳，进行综合判断。综合上文四时与阴阳、五行

与四时、五脏与五行的论述，以及《黄帝内经》原文

都说明四时、五脏、阴阳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

四时时令对自然万物的变化产生影响的内在根源，

在于阴阳二气的消长运动，五行之气各有其主治的

时令。人生活在自然界中，为了能维持正常的生长

壮老已的生命活动全过程，就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各

种变化，并能适时调节以应四时之变。这就是《黄帝

内经》一再强调依据四时季节变化规律，从阴阳属性

分析认识脏腑功能特点的理论基础。

五脏阴阳的划分有不同的说法。《医学读书记／
卷上／＜灵 ＞＜素 ＞不同》中记载“六节脏象论云：
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太阴，肾为阴中之少

阴，肝为阳中之少阳。而《灵枢》九针十二原云：阳

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少阳肝也，

阴中之太阴肾也。按《素》以肝为阳者，言其时；

《灵》以肝为阴者，言其脏也。《素》以肺为太阴，肾

为少阴者，举其经之名；《灵》以肺为少阴，肾为太阴

者，以肺为阴脏而居阳位，肾为阴脏而居阴位也。二

经之不同如此”［９］。依据《黄帝内经》对藏象属性及

其功能的基本认识，尤怡分析《灵枢》《素问》中关于

五脏阴阳划分标准不同的说法言之凿凿，但是这种

关于五脏阴阳划分的论述，不如后世医者周学海在

《读医随笔》中执简驭繁之论：“肝为阳中之少阳，心

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胃为至阴。此五脏阴阳本体之真气也，与六经之三

阴三阳，因人身左右前后之部位起义者，迥不侔

矣”［１０］。“侔”是相同的意思，周氏对五脏阴阳的认

识从四时阴阳属性及其四时与五脏相应的配属关系

角度分析，是更符合中医学五脏生理特性本意的。

３　脏腑生理病理变化与四时五脏阴阳理论
阴阳乃神明之府，宇宙间的无穷奥妙都是从阴

阳运动变化中形成、发展。其形不可见，其用或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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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其中人们对于四时时令变化是可以切身感受得

到的，正因于此古代医家在中医整体观的指导下把

四时、阴阳与五脏相联系，采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解释

人体内在脏腑的生理特性以及病理变化。其中五行

休王学说就是这种关系的完美体现。

五行休王，是中国古代医家关于自然万物和人

体的五行精气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

古代医家认为生长化收藏这个具有节律性的变化周

期，是与生物体随阴阳运动形成的五行精气的盛衰

消长来决定的，而五行精气的盛衰消长，是由时间来

制约的。为了便于说明这个问题，古人用“王”“休”

“相”“死”“囚”作为五行精气不同量的代号。五行

精气与时令相当者称为“王”，生王者称为“休”，王

之所生者称为“相”，克王者称为“囚”，王之所克者

称为“死”。其中五行休王的年节律是，春时水休、

木王、火相、土死、金囚，夏时木休、火王、土相、金死、

水囚，长夏火休、土王、金相、水死、木囚，秋时土休、

金王、水相、木死、火囚，冬时金休、水王、木相、火死、

土囚［１１］。由此可以看出同一季节不同脏的精气盛

衰情况以及同一脏在不同季节的精气盛衰情况。例

如春时，肾之精气休、肝之精气王、心之精气相、脾之

精气死、肺之精气囚；而肝之精气王于春、休于夏、囚

于长夏、死于秋、相于冬。虽然脏之精气盛衰变化不

同的内在机制是五行生克，但是五行休王节律的确

定是以“王”为先导，即必须先有精气王的脏才能确

定其他脏精气变化的不同。而“王”就是脏之精气

活动旺盛，“肝者，通于春气”，二者在阴阳属性上同

属少阳，同气相求，所以肝之精气王于春，再由五行

生克得知其他各脏在春季精气盛衰情况。其余各脏

依此类推。

五行休王的理论来源于“五脏应四时，各有收

受”之说，《素问·脏气法时论》曰“夫邪气之客于身

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

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如“病在肝，愈在夏，夏

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由此医家

认为根据五行生克乘侮关系可以得知五脏病气传变

的规律，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言：“五脏受气于其

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

“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邢

玉瑞［１２］认为五行休王，是我国古代医家认识自然界

万物生长化收藏规律及人体五行精气活动节律的一

种理论，以此可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判断病势的进

退、转归和预后。可以认为五行休王理论是“脏气法

时”的最佳说明，虽然现在研究发现五行休王并不是

完全切合临床实际的，但在其理论指导下，可以病证

相参，把具体病证的应时规律作为治病思路，可以开

拓临证思维［１３］。因此治病“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

在《素问·经脉别论》中论述五脏生理功能时更是

直接指出要“合于四时五脏阴阳”。由此可知从阴

阳、四时的角度联系五脏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是中

医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把握三者的关系会开拓中

医临床诊疗的思路，为从多角度认识疾病提供依据。

时间生物医学研究认为这种“人与天相通应”

的现象与人体内的生物钟有关。内源性生物钟的存

在导致人体出现一系列的生物节律，如呼吸、心跳节

律，昼夜节律，周节律，月节律，年节律等，虽然生物

节律原位基因的发现证明生物节律是内源性的、可

遗传的，但仍有研究发现环境信号是生物节律的外

界驱动力［１４］。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人之五

脏可以根据五行属性划分，五脏病理的内在机制在

于五气的运动，而五气的运动规律即是五行生克制

化规律的体现。阴阳属性的变化可以通过四时更替

体现出来，五行之气亦各有其主治的时令。因此，从

四时角度联系阴阳五行对人体五脏的作用是“天人

相应”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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