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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學說在澳洲的臨證應用—應用篇 

                                                                               ----張舒翼    澳大利亞黃金海岸   2015年 8月 

筆者認為南，北半球的運氣計算應該是不同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和澳洲的季節是明顯的反

季節，也就是在相同的時間，中國是冬季，澳洲卻是夏季，所以運氣的計算當然不盡相同。再

者，運氣學起源於 2000 多年前中國的古代，那時古人以中華大地為世界中心，以其它各國為

蠻夷，甚至只以中國文明發源地的中原地區為正統，而現在的南方，東北及西北地方均為夷狄，

胡虜。故而當時並未考慮南北半球的區別，囿於此種局限性亦未顧及南，北天極天文星象的區

別。由此可見，我們的運氣學說還應有所發展。筆者在這裡提出運氣計算的實際法則---“唯溫

度論”或者稱“真太陽溫度論”。即以何為南北？以何為午時？以何為四季？皆因為溫度使然。

我們將在以下各小節中詳細討論。 

1 中運，主運，客運，主氣，客氣的異同 

由於中運（歲運）是由天干化五運而來，同時也以地球和歲星（木星）的位置關係而論（無論

從北或南半球看，都是同樣的五氣經天），故南北半球中運是相同的。再有，地球運轉於太陽

系中，是以地球和木星（歲星—太歲）之間的位置關係來計年的，，也就是每年所謂“太歲”

所在方位角度，南北半球接近相同乃是同一年。故而南北半球的司天在泉也是相同的。主氣為

地氣，主靜，也就是地球一年氣候轉換的一般規律，是由地球圍繞太陽旋轉，所得日光照射不

同而得的，可看作是一個常量。而客氣為天氣，主動，是由於除地球以外的幾大行星的運轉而

對地球產生的引力影響而導致地球氣候非規律變化，可看作是一個變數（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清

楚它們的運行規律及常數，在某種意義上，這所謂的變數也應當是一個常量，但這是我們現在

所力不能及的）。換一個角度來說，主氣是研究地球的緯度變化，客氣是研究地球的經度變化。

俗話說，“經天緯地”嘛。大家都知道“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素問*天元紀大論）。君火是

指明亮而言，而相火主要是就熱度而論。所以既然客氣是講經度的，地球自轉，南北半球同時

見到太陽的亮光，是“君火以明”，但由於地球傾角的原因，南北半球的同一經度見到太陽的

時間也是有先後差異的。尤為重要的是，以此我們也就得出結論：由於地球有 23 度左右的傾

斜度，在自轉的同時太陽光主要只在南北回歸線之間依次直射掃過，故造成了四季寒熱不同的

變化，所以是“相火以位”，是因掃過位置不同，而發生不同熱度的。故南北半球主氣是不同

的。這裡，我們可以先假設澳洲的運氣落後中國半年。其實，通過實際計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無論是澳洲落後半年或是領先半年並不重要，因為只要知道有半年的差別（同理，節氣也是有

半年的差別），無論是減或加，都會落在相同的氣的區間上（見六氣主時關係圖 11 和客主加

臨圖 12），只是表明了一個位置而已，因為相火以位嘛。更因為年是相同的（南北半球均在

同一年，沒有北半球在乙未年，而同時南半球還在甲午年的情況出現），其實對計算結果並無

影響。但正像數學和物理學需要先假設再推論一樣（如果沒有假設為基礎，現代的數學及物理

學根本無法推理，也無法存在）。所以，我們可以先假設澳洲落後半年也無妨。因為澳洲的夏

季是從 12月至 2月，從一年的起始順序上可推論中國的夏季（7月）在先的。 

 



2 
 

 

                                                                                 圖 14 

再有，如上圖所示，由於地球自轉和公轉的方向是一致的（均是自西向東），所以太陽會先直

射北回歸線，再直射南回歸線。這樣似乎是北半球會先迎來夏季，而南半球此時剛好是冬季。

由圖 14 可見當地球運行到圖左邊位置時，北半球是夏至，而同一時間的南半球卻是冬至，其

相差正好是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圓周的一半（半圈是 180度）---剛好是半年。 

然而，我們不能說因為在運氣計算上假設澳洲落後中國半年，那麽中國現在冬天的氣候就一定

是澳洲半年以後冬季的氣候，這是機械的，當然也是不對的。因為無論是落後或領先，只說明

在同一時間上南北半球主氣不同（中國是夏，澳洲是冬），而客氣卻是一樣的。除非客氣和主

氣都同時落後半年，那澳洲才能在半年後複製或重演中國現在的氣候。故而，我們可以得出結

論：主氣又名地氣，表地，主靜，是相火（溫度），是緯度上的變化，是五行的更替。主氣主

要是受太陽的影響；客氣又名天氣，表天，主動，是君火（明亮），是經度上的變化。而客氣

不只是受太陽的影響，還和月亮，及太陽系各行星的運行軌道引力有關。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

主氣和客氣的三陰三陽排列順序各不相同了。同理，我們也可推出南，北半球的客運相同，而

主運是不同的。 

眾所周知，宇宙中的星系超過 1000 億個，我們的銀河系只是其中的一個。銀河系是個具有旋

渦構造、即有一個中心和四個旋臂，是直徑約 10 萬光年的巨大星系。構成銀河系的星球超

2000 億顆以上，而我們的地球所處的太陽系 就位於旋臂之一的獵戶臂中偏向銀河系中心這一

側的邊緣。而且銀河系也在帶著我們的太陽系緩慢的自轉。所以我有理由認為客氣的變換並不

只是由於太陽系的幾大行星引起的，應該和其他星座，星系，甚至是整個宇宙的運行都有關。

難怪，李陽波在《運氣學導論》說：“五運六氣是氣的六種狀態的五種運動形式，以及它們與

人的生長壯老（包括疾病）的關係而已 ……”。他認為運氣學說很美，是研究整個宇宙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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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令人著迷。如果愛因斯坦早知道運氣學說，他一定會放棄相對論轉而

研究五運六氣的。 

所以，我認為南北半球：中運，客氣（君火），客運（君火），司天，在泉的計算是相同的；

而主運（相火），主氣（相火）是不同的（相差半年）。這樣，根據六氣客主加臨圖 12（此

圖表可製成轉盤，可轉動顯示每年的六氣客主加臨。其實只要先轉好客主加臨轉盤並查出中國

當前時間的主客氣，再查對角線即可得出澳洲的主客氣，根本無需計算，再結合陽曆，節氣及

六氣主時關係圖 11，我們就可以自如地換算某一時間澳洲的運氣了。 

其實，既然我們已經推出了南北半球的運氣相差是半年，那麽我們這裡用一種更加簡單的方法

來進行換算，筆者稱之為“對角線法”或是“對角線理論”。首先是主氣的換算：（請參看圖

12）譬如圖中`中國的三之氣這一時段是少陽相火，那麽對角線就指向六之氣，由此可知同一

時間在澳洲的主氣是六之氣太陽寒水。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運用對角線法時要遵從“客

氣不變”原則。即對角線法查處的同一時間的南北半球的客氣都在一致的，客氣不隨主氣的變

動而變動，二者不可綁定。例如; 今天是 2015年 7月 18日，在中國是三之氣，主氣少陽相火，

客氣是太陰濕土；依照對角線法查處在南半球澳洲主氣是太陽寒水，客氣仍是太陰濕土（而不

是太陽寒水）。 

2 節氣的異同 

南北半球節氣的換算，見圖 19，也是直接用對角線法即可換算查出。比方說是查 2015 年 7 月

7 日澳洲的節氣，先在中國農曆上（皇曆）查出這天是小暑，由下圖（圖 19）可見小暑的對

角線是小寒，那麽顯而易見澳洲同一時間的節氣即是小寒。因為這是根據前面所提到的“唯溫

度論”或者稱“真太陽溫度論”。何謂小寒？小寒是冷的節氣，是按溫度而論的。我們不能以

為同一時間在中國是小暑，也機械地在澳洲稱這寒冷的冬日為小暑，而應按實際的氣候，以溫

度論名稱才是（節氣的名稱是按氣溫的變化而成農諺的）。這裡，我們順便談一下主運的對角

線換算法。前面的主氣（6 個），八卦（8 個），節氣（24 個）都是雙數，所以運用對角線法

一查即得，很是方便。但是主運只有 5個，是單數，再用同樣方法卻行不通（單數不對稱，可

見圖九）。故我們需套用節氣法，例如，我們還是以 2015 年 7 月 7 日為例：得出中國這天是

小暑，而澳洲是小寒，再查一下圖 4，可發現小暑是土運，小寒是水運。即中國當天的主運主

時是土運（夏天），同時在澳洲這天的主運主時是水運（冬天），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結論是

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由此可見，“對角線法換算法”是合理的簡便換算法。 

 

3 四柱八字的異同 

四柱八字是我們祖先用干支組合來計時的方法（最普遍的是用於生日的記載），其實和我們現

代人所用的數位計時法的目的是相同的。而且兩者是可以互相換算的。 

 

由前述可知，南北半球的年份是相同（干支紀年）的，故年柱相同。但因為南北半球同一時間

的節氣不同，所以月柱應當是不同的，應隨節氣而變，由圖 15 可見，節氣是按地支而計，所

以日柱的天干不變，只變換地支即可。依據子平八字，古人以“五虎遁月”為訣立月，或稱其

為“五寅遁月法“。例如北半球的丙寅月，同時在那半球卻是丙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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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節氣 立春

- 驚

蟄 

驚蟄

- 清

明 

清明

- 立

夏 

立夏

- 芒

種 

芒種

- 小

暑 

小暑

- 立

秋 

立秋

- 白

露 

白露

- 寒

露 

寒露

- 立

冬 

立冬

- 大

雪 

大雪

- 小

寒 

小寒

- 立

春 

北半

球 

寅月 卯月 辰月 巳月 午月 未月 申月 酉月 戌月 亥月 子月 醜月 

南半

球 

申月 酉月 戌月 亥月 子月 醜月 寅月 卯月 辰月 巳月 午月 未月 

圖 15 

地球在與太陽系個星球的運轉關係中，可以看作只是一個點，與太陽，月亮及其它行星之間的

位置關係可視為相同，南北半球為同一自轉日，故年北半球的日柱相同。再者，由於時辰的定

位是根據當地太陽所照射角度，實際溫度而定（唯溫度論）如南半球澳洲的中午陽光直射地面，

溫度為一日中的最高值，自然就是午時，切不可換算時差（例如澳洲是東十區，比中國的東八

區早兩個小時而將澳洲的中午成為巳時），應以當地實際為准。由此可見，南半球的八字與北

半球相比較只是在月柱的地支上有變化，其它的均以當地實際時間換算。譬如，有人以西曆

（陽曆）2006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 點出生于澳洲黃金海岸的嬰兒為例（中國同一時刻應該是

上午 8點），此嬰兒的生辰八字應是：丙午年丁卯月壬子日乙巳時；不可錯誤地排成：丙午年

丁酉月壬子日甲辰時。 

4九宮八卦方位的異同 

至於方位上的排列上，也依據對角線法，南北互換，但東西不變。因為還是根據“唯溫度論”，

何謂南？向陽的，實際溫度高的，接近或朝著赤道的方向為南（中國古代皇帝得寶座方向都是

面南背北）。故南北對調；可是太陽無論是在南北半球都是東升西落，所以東西的方向是不變

的。由此風水羅盤的使用在南半球也因此而大不相同。只要依據羅盤定好方位後，將南北名稱

互換，東西保持不變即是。 

九宮圖   圖 16 

5運氣脈法的異同 

至於運氣學說在脈學上的應用（南北政之說）歷史上多有分歧：有王冰，張景岳，李中梓的土

運為南政之說；有張志聰的火運為南政之說；有陸莞泉，任應秋的黃道南緯(移光定位，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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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待)為南政說。筆者傾向于認同陸，任之說，以黃道南緯為南政（見圖 17）。因為無論是以

甲己土運，還是壬癸火運為南政，都是一比四（南政 1 北政 4）都不能體現中醫的陰陽平衡理

論。而陸氏學說以十二宮平分，六比六，殊為合理，較其它說法為勝。子丑寅卯等為天體的十

二宮。所謂“移光定位”即由日光之移易所在，南北政位次便隨之而定。如日光在亥，子，醜，

寅，卯，辰任何一宮，均為南政。在巳，午，未，申，酉，戌任何一宮，均為北政`。人隨日

光之所在，或面南或面北，即可稱其政為南或北，這就是所謂的“正立而侍”.（見圖 17）南北

政的運用，據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所雲，是僅用於切少陰脈的。 

南政：起于中指尖端司天之位，按客氣六氣陰陽一二三的次序（逆時針）推轉，輪至少陰君火

的部位，則謂之不應之脈。而北政是以中指根部為司天位，推轉方法相同（見圖 18）。運氣

脈法的不應是說脈沉伏而應指不明顯。那為何獨以少陰定位呢？皆因少陰獨居三陰之中位使然，

為陰中之陰，故取之。關於運氣脈法，《素問*五運行大論》中有“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

之說。是指本不應指的反而應，應該不沉伏的反而沉伏，皆為異常之脈。例如，今年 2015 年

是乙未年，根據圖 17 可知是北政之年，故應該是右尺不應。也就是說如果今年患者右尺脈沉

伏是正常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反而強用針或藥把它調成應指反而會傷害到病人，起反作用。

故而運氣脈法不可不察啊。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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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6 天文的異同 

由於南北半球的天文觀測不盡相同，我們也有必要瞭解一些基本天文知識。古人只是在中國的

中原地區夜觀天象，從未到過南半球，因此古人在北半球中國觀星所得出的星圖也不適用於南

半球的澳洲。 

鬥綱建月圖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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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綱建月即指“太一”（北極星）居中不動，北斗七星圍繞太一作順時針方向運轉於外，以北

極星為標誌，一年旋指十二辰（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以

建二十四時節。從冬至開始鬥杓從正北坎位起，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

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 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

醜。所謂：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

下皆冬。 

而在南半球是看不全北斗七星的，這是由於地球軌道的緣故，南半球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北斗七

星中的幾個。北極星是很難在南半球看到的。因為被地球自身遮蓋住了。在南緯 28 度以北的

某個 4 月中旬的特定時間是可以看到北斗七星的全部，在南緯 35 度以北只能看到北斗七星的

一部分。 

所以在北半球是觀看北天極，北天極以北極星為中心，還同時可以看到北斗七星並以它們來定

位；而在南半球是觀看南天極，南天極可看到南十字星，我們在澳洲也可以用南十字星來定位。

筆者觀察了幾年南十字星，發現它象北斗星一樣也是動態旋轉的，在不同的時間，其縱軸所指

的方向也不同。舉例：在陽曆六月（大約農曆五月）時，其縱軸是偏右向下，在 X,Y 軸的右下

象限。當陽曆七月時（澳洲冬天），其縱軸順時針向下旋轉到 Y 軸並幾乎與之重合。（見圖

20）。如圖所示半人馬座的南門二和馬腹一兩星連線中點作垂直線並延長會與南十字星長軸連

線相交`，其交點就是南天極的中心。 

 
 

圖 20 

 

 

 

 

7十二星座的異同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5%8D%8A%E7%90%8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6%96%97%E4%B8%83%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9C%B0%E7%90%83%E8%BD%A8%E9%81%9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5%8D%8A%E7%90%8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6%96%97%E4%B8%83%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6%96%97%E4%B8%83%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6%9E%81%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5%8D%8A%E7%90%8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6%96%97%E4%B8%83%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6%96%97%E4%B8%83%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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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是以黃道十二宮平分的十二星座來記生日。同理，我們依據對角線法（因為南，北半

球的節氣不相同），根據南北半球相差 6個月的理論，把南北半球的十二星座查詢計算重新修

正排列如下。 

十

二

星

座 

1.21-
2.19 

2.20-
3.20 

3.21-
4.19 

4.20-
5.20 

5.21-
6.21 

6.22-
7.22 

7.23-
8.22 

8.23-
9.22 

9.23-
10.23 

10.24-
11.21 

11.22-
12.21 

12.22-
1.20 

北

半

球 

寶瓶

座 

雙魚

座 

白羊

座 

金牛

座 

雙子

座 

巨蟹

座 

獅子

座 

處女

座 

天枰

座 

天蠍

座 

人馬

座 

摩羯

座 

南

半

球 

獅子

座 

處女

座 

天枰

座 

天蠍

座 

人馬

座 

摩羯

座 

寶瓶

座 

雙魚

座 

白羊

座 

金牛

座 

雙子

座 

巨蟹

座 

圖 21 

 

臨證 應用實例 

無論任何一個週期的氣候變化，有正常就有反常，有偏勝就有偏衰，因此五運之氣可分為太過，

不及和平氣三種不同情況，稱為五運三紀。所謂太過，是指運氣偏盛有餘；不及是指與其偏衰

不足；平氣即正常之氣，既不偏盛也不偏衰。歲運太過之年，除了本氣之病外，還可病及所勝

之髒。例如戊子年是火運太過之年，多患心病，熱病，同時火能勝金，還容易得肺病，燥病。

歲運不及之年，除了本氣之病外，還可波及所不勝之髒。例如辛醜年是水運不及之年，易患腎

病，寒病，同時水不勝土，還容易得脾病，濕病。平氣之年，是因為太過之運被抑，或者不及

之運得助，而其年氣候表現平和，成平常之象。例如辛亥年，歲運水運不及，但由於亥屬水，

可補當年之水運不及，故而使之成為平氣之年。 

就五運而言：初運木主春季，多風，易患肝病；二運火主夏，多熱，易患心病；三運土主長夏，

多濕，易患脾病；四運金主秋，多燥，易患肺病；五運水主冬，多寒，易患腎病。 

就六氣而言：厥陰司天，化風，易患肝病及風溫病；少陰司天，化熱，易患心病及火熱病；少

陽司天，化火，易患心病及暑病；太陰司天，化濕，易患胃病及濕溫病；陽明司天，化燥，易

患肺病及燥病；太陽司天，化寒，易患腎病及骨關節寒性病。 

此外除本氣之外，還應考慮到勝氣和複氣。勝指偏盛之氣；複指報復之氣。前者是氣的主動抑

制，後者是氣的被動反抗。五運中，若有某運偏盛，即有另一運興起報復之。例如木運不及，

金氣勝木，木鬱化火，火則克金而為複氣。六運中，如果上半年發生某種太過的勝氣，則下半

年必有相反的複氣產生。所以是：“有勝即有複”。 

一般來講司天之氣主管上半年，在泉之氣主管下半年，但司天之氣又可影響在泉之氣及四間之

氣而主管全年。例如庚子年是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故上半年火氣用事，下半年是燥

氣用事。但因司天之氣又可影響全年，所以下半年還是以燥熱為主。 

在臨症實際運用中，筆者採用“中運，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結合八字”的診治疾病方法，

注重病人出生及發病時的運氣。特別是出生時的運氣情況尤為重要。試想，月亮望朔圓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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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地球海水的潮汐，影響婦女的月經週期。難道太陽系各種天體的運行位置和引力就不能影

響嬰兒出生時的體質條件？元代的馬宗素（名醫劉完素的弟子）所著的《傷寒鈐法》就提出注

重病者的生年干支和患病之日的干支，並據此遣方用藥的診治細則。古代醫家由此還提出了先

天運氣及後天運氣之說。他們認為出生時的運氣決定人之稟賦特徵和臟腑偏盛偏衰傾向，此為

先天運氣；而後天發病時的運氣情況屬於後天運氣。所以出生鈐印說當時是比較流行的，這種

學說認為胎兒娩出，張口呼吸那一暫態的運氣特徵將伴其稟賦終生。明代的熊宗立的《素問運

氣圖括定局立成》更是將其簡化成固定程式，只要將“本命”和“得病日”字型大小查出，便

可從傷寒論中找到所對應經方，放手使用即可。 

還有，我們也可以從當代權依經，李民聽所著的《五運六氣祥解與運用》一書中看到將運氣學

說和經方結合的治病之法：例如，今年 2014 是甲午年，土運太過，根據其書中表格可查到應

當用腎著東加澤瀉，豬苓，及麥門冬湯，烏梅丸等。 

由上所述，我想如果臨證處方能夠從陰陽，五行生克，運氣，五味生克甚至八字（是按幹支配

五行來算的，故南北半球相同）同時著眼的話會不會更好一些。一提到八字許多人就認為是迷

信，其實不然，這只不過是中國式的出生時間記法而已。就像日本現在還在使用的日曜（音同

“要”）日，月曜日，水曜日，火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周日，週一，週二……週

六）本來過去是從中國學去的，而我們中國人現在確反而不明白是怎麽回事了。因為中運，司

天，在泉，主氣，客氣一共是五了，如果再加上生辰時間就是六了，這又恰恰同易經的六爻相

合（這是李陽波的觀點）。所以我認為用運氣和四柱八字相配合診斷處方是可以相互參考，相

得益彰的。 

現在，為解釋筆者上述這種方法的具體使用，略舉自己所診治的幾則病案為例： 

病例一：病歷討論一則：病人Mary, 女，29歲，2015年 5月 18來診。剖腹產後兩周，第一胎，

足月，至今仍有惡露未淨，色深，量少。產後五天乳至，自行哺乳。現雙乳房脹痛一周余，左

乳尤甚， 多有硬結，紅腫熱痛，以至痛不可觸，西醫診為急性乳腺炎，與抗生素，囑停止哺

乳，自行按摩，擠出乳汁。病人稟賦一般，面色萎黃少華，唇色淡，舌淡，不幹， 少量白苔，

有齒痕。雙脈虛數，稍浮，是有惡寒，發熱，食欲尚可，神疲眠差。查左乳，內上，下，外下

象限均有多個硬結，大者如核桃，小者如栗子大小，局部皮溫高，觸痛明顯。首方如下：王不

留行 15白通草 3路路通 10黃芪 30銀花 15天花粉 30赤芍 15皂角刺 15當歸尾 12川芎 9黑炮

薑 5生甘草 6莪術 10南益母草 20三劑，且予以中成藥五味消毒飲和四妙勇安丸口服。並告知

其症狀將於 21 後明顯緩解。病人于 23 日複診已基本治癒，而且回饋其病情果然於 21 日後明

顯好轉。與成藥歸脾丸，當歸素，桃紅四物口服，結束治療。為何筆者會預言 21 日後其病會

大緩呢？皆因 5 月 21 日澳洲運氣轉變，主氣是太陽寒水，客氣是太陰濕土。而本年乙未，又

是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而急性乳腺炎為：“諸痛癢瘡皆屬於心（火）”，火遇水，

其勢自緩，中藥湯劑加上運氣的有利變化，得道多助，自然病情會因此緩解。 

病例二：杜某，男，40 歲，主訴食欲不振，胃脘脹痛多年。查病人：面色晄白，神疲乏力，

少氣懶言，食後腹脹，自訴如進食後如鐵石在腹，脹滿不適。且縱使夏日亦不覺熱，不敢吹電

扇，不敢飲冷，食冷，否則易發生腹瀉。舌淡，苔白，中稍黃潤，有齒痕。雙脈弦細略滑，尺

脈稍弱。查其生於癸醜年，八字：年--癸醜（水土）；月--庚申（金金）；日---壬甲（水金）；

時--甲辰（木土）。運氣：中運為火運不及，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出生時段的主氣

是太陽寒水，客氣是太陽寒水。由此可見，病人八字是 3 金 2 土 2 水 1 木，單單缺火。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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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泉及主氣均為寒水，司天又是濕土。運氣加臨，雖是運生氣（火生土），但是中運是火

運不及。故病人應是寒濕少火的體質。脾濕腎寒，火不生土，中氣不足。治則：補中益氣，健

脾祛濕，理氣消食，補火生土。因其平日工作壓力較大，故方用補中益氣與理中東加減（此方

兼有理氣疏肝作用）：柴胡 12陳皮 5黨參 15黃芪 20當歸 12白術 15升麻 6炙甘草 9隔山消

15貓爪草 15貓須草 15木香 6白豆蔻 6煨薑 10肉桂心 3茯苓 15清半夏 15雞內金 6 上方兩劑

後，病人覺症狀減輕。複診時加入青皮 10 克，再服兩劑。再次複診時又加入山藥 30，與 5 劑

後，病人覺諸症明顯緩解。其後，更進小建中湯 5劑而愈。 

病例三：劉某，女，56 歲，有高血壓，甲狀腺腫病史。咳嗽 3 年，夜間尤重，以至影響睡眠，

常咳吐白色涎沫，咳嗽劇烈時不能自止，曾有咳血 1次。因其在餐館工作，需要頻繁出入冷氣

房，自述因此咳會加重，此外當吸入廚房操作間的熱蒸汽時也會使咳嗽加劇。曾于某中醫處服

用化痰止咳湯藥 1年餘不效。其人面色晦暗，無華，形疲肢倦，睡眠欠佳，時有心悸，咳聲急

促，飲冷後或吹風扇時，咳愈甚。舌質略紅，苔稍薄黃膩，略幹，脈沉，細弱。八字：年---丙

申（火金），月--辛醜（金土），日--甲申（木金），時---己巳（土火）。運氣: 中運是水運太

過，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出生時主氣是太陽寒水，客氣是厥陰風木，所以八字是 3

金 2 土 2 火 1 木，五行缺水，但中運是水運太過，且金能生水，故水並不少反盛。在泉及客

氣均是風木，肝疏泄太過，病人應該脾氣較大。運氣加臨是中運克司天是不和之年，主病甚。

根據金匱要略第五條：“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

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溫之。”診其證符合“肺中冷”，

故選用甘草乾薑湯及當歸補血東加減：炙甘草 20 炮薑 10 黃芪 20 當歸 12 陳皮 15 山藥 30 茯

苓 20麥冬 20五味子 7北沙參 15桔梗 10杏仁 10蒼術 15  兩劑，並與加味逍遙丸及滋陰甘露

飲丸藥口服。複診時自訴夜間咳嗽明顯減輕。遂于原方中加入白參 7 紫丹參 30，去蒼術改為

枇杷葉 12，仍予兩劑。再次複診時，病人面色轉紅潤，白天已不咳，甚至吹風扇也不會引發

咳嗽，且夜間咳嗽明顯減輕，已不影響睡眠。再于上方中加入淫羊藿 20，並將炙甘草加至 25，

炮薑加至 15。  五劑。四診時，病人高興地說現已基本不咳嗽，喝冷飲，進冷氣房，吸入熱蒸

汽均無恙，3 年之咳一朝消失，喜不自勝，且已不再咳吐涎沫。脾氣也好了很多，體力明顯增

加，同事們都說她像是換了一個人。效不更方，原方再進三周而愈。 

病例四：李某，男，66 歲，主訴頭暈，乏力，倦怠，時有心慌，偶有乾咳，胃脘灼痛，納差，

睡眠欠佳一月。查病人面色晦暗，舌淡，齒痕，脈弱稍滑，重按無力。八字：年---戊子（土

水），月—辛酉（金金），日—戊申（土金），時---丙辰（火土）。運氣: 中運是火運太過，

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出生時主氣是太陰濕土，客氣亦是太陰濕土，所以八字是 3金

3 土 1 火 1 水，五行缺木。分析病人乃肝虛之證，且金強肺燥咳，肝虛日久亦可累及心腎，造

成心腎陽虛，神失所養故而心慌，睡眠欠佳，故診為厥陰，少陰之證。方用補肝斂肺湯，桂枝

龍骨牡蠣湯，炙甘草湯合方化裁：桂枝 20 白芍 15 薑 4 片大棗 12 枚 阿膠 10 炙甘草 50 生地

80烏梅 40山萸肉 30黃芩 7黃連 5人參 10麥冬 20五味子 10，龍骨牡蠣各 30丹參 30巴戟天

30補骨脂 15蒼術 15  六劑，諸症悉減。又加羊藿葉 20，再與三劑而愈。更與生脈飲，烏梅丸，

百合固金等中成藥以善其後。 

病例五：王某，女，60 歲，2015 年 8 月 21 日就診，主訴咳嗽三周，有痰，咽癢而咳，痰少

而粘，色白，不易咳出，夜間平臥咳嗽尤甚，以致影響睡眠。查病人，咳聲重，咽略紅，少量

白苔，幹，舌質稍紅，稍大，略數有力。此乃金實而鳴，火燥內鬱，當滋陰潤燥止咳，行氣化

痰降逆，酌加清透`之品。方用竹葉石膏湯，桔梗東加減，三劑而愈。第一方：百合 30 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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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冬 30杏仁 15瓜蔞殼 30銀花 15當歸 15生地 60玄參 30蘆根 60炙甘草 15粳米一把，法

夏 30 生石膏 80 大棗 12 枚，竹葉 20 白茅根 15 桔梗 10 西洋參 10 黃芩 20。第二方：竹葉 20

炙甘草 10法夏 30生石膏 120西洋參 10麥冬 30粳米一把，桔梗 10全瓜蔞 30蘆根 30北沙參

30 黃芩 20 薄荷 9。協力廠商，前方生石膏加至 150 克，蘆根加至 60 克，加入枇杷葉 30 枳殼

12 伏苓 15。後予以清音丸和麥門冬湯成藥以鞏固之。去年甲午年，土運太過，今年乙未，金

不及，肺的肅降不足，司天又是太陰濕土，濕土當值已有一年又半，太陽寒水被鬱已久，水之

子為木，當春令來行時（澳洲節氣今年 7 月 23 日立春），子複母仇，反侮金--木火刑金，加

上金不足，火克之，又當六氣大司天 79 下元甲子的後三十年是少陽相火，故火燥極盛，燥咳

不已，故用上方治之。 

因此，除了以上的運氣簡介，在臨證使用時，我們還不能忽略“六氣大司天”的觀點。清代乾

嘉年間的名醫王朴莊根據《內經》“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凡三十

歲為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提出了“六氣大司天”理論。以三十年為一紀，

六十年為一大氣，三百六十年為一大運，滿三千六百年為一大周，來分析大氣候的週期變化。

後來，其曾孫陸懋修又進一步完善了這個理論，提出以黃帝八年開始為第一甲子，前三十年司

天厥陰風木主事，後三十年在泉少陽相火主事，所以第一甲子是風火之氣用事。其實，早于王

朴莊的明朝薛方山所著的《甲子會紀》也提出過三元甲子學說，即以第一甲子為厥陰風木（下

元），其後依次順序是：少陰（上元），太陰（中元），少陽（下元），陽明（上元），太陽

（中元），按三陰三陽客氣六步順序依次推算其後的各甲子年的司天在泉。經查張仲景所處年

代時值第 49甲子，是厥陰風木，少陽相火主事的風火局，故其多用青龍，白虎湯之方治之。

而根據大司天理論現在是在第 79甲子（1984--2043），亦是風火局：前三十年（1984-2013）

是司天厥陰風木主事，後三十年（2014-2043）是在泉少陽相火主事。 

綜上所述，筆者在本文中主要談及了運氣學說在澳洲臨證使用的四個方面：（1）以君火相火

來解釋主，客氣（六氣）的不同。（2 ）運用“對角線法”簡便推算同一時間南北半球的運氣

差異。（3）注重查問出生時（先天運氣）及發病時（後天運氣）的運氣情況，具體包括：中

運，司天，在泉，主氣，客氣五方面(生命五項密碼/方程式)以指導臨床用藥。（4 ）結合生辰

八字來輔助分析先天運氣情況並調整診療方向。筆者將以上四點編成了順口溜如下：“君火相

火統六氣，對角線法分南北。先天後天五密碼，生辰八字要分析。”總之，南北半球：中運，

客運（君火），客氣（君火），司天，在泉，運氣脈法是相同的；而主運（相火），主氣

（相火），節氣，十二星座是不同的（相差半年），九宮八卦，八字計算是同中有異。 

總而言之，運氣學說是一門極其複雜的學問，確實可以在臨床中指導我們的診療方向，無怪乎

有人曾說：“不識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但我們也不可膠柱鼓瑟，拘泥於斯，還應四診

和參，辨證論治才是。如果將其簡化，我認為李陽波的那句話很有概括性----“五運六氣是氣

的六種狀態的五種運動形式，以及它們與人的生長壯老（包括疾病）的關係而已 ……”。如果

再將其進一步簡化，我認為五運六氣的內核不過就是黃元禦的一氣周流而已，升降出入無器不

有嘛，氣升為陽，氣降為陰，五行轉換于其間，其實五行還是一行，六氣只是一氣。由此可見，

五運六氣描述的是天時氣候變化，地區環境的氣候特點，以及它們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故《內

經》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故而，中醫理論不但是科學的，

而且是涵蓋面廣泛的人文科學。本人先後在中醫及西醫院校經過中西醫的系統學習，來澳前就

已經臨床工作了多年，深知中西醫各自的特點，也深深地感到中西醫的結合，絕不能是捆綁式

的，或是中醫西化。中西醫只能是互補式的各自獨立發展。中西醫都是為我們治療疾病，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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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健康保駕護航的好幫手，就像人的兩條腿配合走路一樣，根本犯不上互相攻擊，爭論誰科學，

誰迷信。但如果硬要把兩條腿綁在一起，是會摔跤的。我個人認為：西醫是科學，中醫不但是

科學（無形的科學），還是哲學；在某種意義上講，西醫是技術，中醫是藝術（醫者意也）。

真誠地希望每一位中醫人都能以振興中醫，解救病人的疾苦為己任，在探索醫技的道路上孜孜

以求，焚膏油以繼晷，發皇古義，融會新知，做一個真正的蒼生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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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五行生克的處方應用就是：培土生金，滋水涵木，補火生土，瀉南補北法等。 

（二）五味生克的應用可參看 1）《內經*素問*藏氣法時論》的五味補瀉說，如：“肝苦急，

急食甘以緩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救之，用辛補之，酸瀉之……”2）張仲景《金匱要略*臟腑

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余藏准此”3）

陶弘景《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4）張元素《臟腑標本藥式》。 

（三）八字快速查詢軟體下載:    http://www.pcbaby.com.cn/tools/scb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