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争鸣】

古天文历法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思辨框架

马文辉
（太原三部六病门诊部，山西 太原 !"!!#"）

关键词：古天文历法；阴阳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0 1+(2% 34 5(,$# .-%3+$%, $" .’6

,& -./(012

我国秦汉以前最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就是以天文

为基础的历法。中国古历法几乎包括天文学的全部

内容。自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时”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尧典》），发

展到秦汉时期六种历法制度的应用，说明了那一时

期天文历法已相当成熟。

“人副天数”观的重要特点就是借用已经知的天

文历法知识来广泛“式图”自然的、社会的、人体的

各种现象。《黄帝内经》是秦汉以前不同时期、不同

流派的古天文历法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

7 三种古天文历法及其复合历

#3# 六爻历

六爻历是最古老的历法之一，它的起源要追溯

到最早期昼夜概念的形成。

#3#3# 爻以象昼夜 上古先民，“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首先观察到与时间有关的自然现象就是

“昼”和“夜”，二者最直观的区别是“白”和“黑”，最明

显的参照物是“日”和“月”。《老子·知其雄章》说：

“知其白，守其黑为大下式。”昼夜是上古先民最早的

时间概念和单位，最原始的象形表意符号可能是!
和"，时间的变化就是!和"的交替。《周易·系辞》

说：“圣人设卦观象⋯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爻也

者，效此者也”。

#3#3% 太极以记日 把一昼一夜合为一日时间概

念的形成可能要晚昼夜概念很久远，因为把日作为

记时单位要比昼夜抽象得多，最早的符号可能是由

!—"演变为 。“明”字的产生与此有关，所谓：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

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

系辞下》）。

《周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吕氏

春秋·大乐》也说：“太一出两仪。”太一、太极、太乙含

义相同，就是“一极”的意思。一极就是昼夜中间的

分界线。《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中者，天地之太

极也。”

#3#3" 三极以断六时 《周易·系辞》说：“六爻之

动，三极之道也。”三极就是三日，是三昼三夜的更

替，可记作!—"—!—"—!—"或!三"。上

古先民记数罕能过三，故《说文》言：“三成数也。”

三极的思想应用于一年或一日的划分，就形成

了“六时”或“六节”的概念，可以表示为（图 #）。

#3#34 六极与十二爻辰 《庄子·大宗师》中提到了

“六极”，六极是对三极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记时的需

要和数学发展的产物。三极是三日一个时间周期，

六极则是六日一周的出现。《周易·蛊卦》说：“先甲

三日，后甲三日。”《巽卦》又说：“先庚三日，后庚三

日”。这些都是三日为一个时间周期的反映。《复

卦》则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把三日为一周的记

时方式，扩大为六日一周，可记作 — — —

— — 或! "。十二爻辰为六极思想对

一日的划分，把这一思想扩大到一年当中则形成十

二支。

#3#3) 六爻历的演进过程 这样一年两季六节十

二支六十周三白六十日的六爻历就形成了，其中六

日为一周，三十日为一支，六十日为一节。

#3% 五运历

五运历是夏代的古历法，它是十干历的基础，它

把一年分为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十干历依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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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爻历的演进过程

两至把一年分为生年和成年，或依春秋二分把一年

分为阴年和阳年。《管子·五行》记载了五运历，它

说：“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毕。睹丙

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把一年分为五个

季节，称五运，每运七十二日。它们的运名是甲子、

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并与木火土金水五星相结

合。我国小凉山彝族十月历则完全采用了五星命月

法，其月序为：“一水公，二火母，三木公，四金母，五

土公，六水母⋯⋯”《春秋繁露·暖懊常多》中说：“天

之道⋯⋯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气之功毕⋯⋯故

九月者，天之功大究于月也，十月而悉毕。”证明我国

古代确有十月历的存在，《夏小正》就是十月历。《管

子·幼宫》中十图、三十节，每节十二天，三节三十六

日为一图，也是十月历的珍贵历史资料。

!"#"! 五极与五日为候 太极为一日，五极为五

日，可表述为! "，把五日作为一个时间周期称

为一候。

!"#"# 五运与五行 把一年分为五个阶段，称为五

运，以春、夏、长夏、秋、冬五运解释天候、气候、物候

的运动变化规律。把五运与五星相结合来解释和探

讨社会、人事、自然的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这便产生

了“五行”。五行最初的含义是五种行为和品行。如

《吕氏春秋·孝行》的“五行不遂”是指“庄忠敬笃

勇”。《淮南子·兵略》指“柔刚仁义勇。”《中庸》、《孟

子》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仁义礼智诚”等等。

!"#"$ 十干与十日为旬 十极即十日，是十干产生

的基础。天干的原始意义是指与十数相应的序数，

犹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十。这种解释可在卜辞

中找到证明（参王国维《先公先王续考》）。天干作为

十位数次名称出现以后，被天文学家移制历法，夏代

已经产生了天干记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记日，以十日为旬。《春秋繁露·阳遵阴卑》说：“天

道十日而成。”当时以生日天干名号遂成习俗，例如

夏代后期的几个帝王使用“孔甲”、“胤甲”、“履癸”的

名字便是证明。

!"#"% 一年为五运十干的划分 《夏小正》把一年

分为五运十干，首先变四时为五运。从天干的象形

可知，甲乙丙丁均为鱼身之物，而戊已庚辛壬癸全属

古代兵器利刃之象，显然是两个时期的产物，前者当

属渔猎时代，而后者为金石并用时代所创造。甲乙

丙丁应该是四时历春夏秋冬的代用词，而戊己庚辛

壬癸是六爻历中六节的代用词，两者的结合发展成

为十干。五极五运是五日为候的基础，十日为旬是

十干产生的渊源。《管子·幼宫》把一年分为十图三

十节，每节十二日，三十六日为一图，由此可以看出，

以十干不仅记日，也可记月。十月历作为古历法均

可从《夏小正》、《齐月令》、《管子》中得到证实。

五运历的演进过程

!"#"& 五运历的演进过程 这样一年两季五运十

干三十六旬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的五运历就形成

了。其中五日为一候，十日为一旬，三十六日为一

干，七十二日为一运。

!"$ 八卦历

它是建立在观察、测量、计算“日影”基础上的历

法。《周易·系辞》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把一年作

为三百六十日，这种正圆式理想化的历法是远古先

民最“伟大的发现”和“最圆满的天道”。

!"$"! 卦的形成在记时节 《周易·系辞》把八卦的

起源追溯到伏羲时代。八卦历的基础是原始的四时

历。《周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

四象，四家生八卦。”“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

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说文》讲：“仪，表也。”表就是直立在地上的一

根竿子。卦就是圭，是用来度量太阳照射表时所投

影子长短的尺子，两者结合在一起使用，称为圭表。

节是一个长度单位，时间的测量古人仍然使用长度

概念。《周髀算经》说：以八尺之表，则夏至时日影最

短，为一尺五寸，冬至日之影最长，为一丈三尺。就

是说，古人早已经发现一年之中昼夜不匀等现象，把

一年中的影长标在卦上呈一个正弦曲线，这就是太

极图中一横线演化为曲线的原因（图 % 所示）。

!"$"# 四时历法的重要地位 四时历法是在寒暑

两季历法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漫

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

甲乙丙丁四时划分：这一时期的四时没有春夏

秋冬的含义，仅有次序的含义，即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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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四时划分：这一时期四时的划分突破

了寒暑两季的概念，春夏秋冬成为四个独 立的季

节，不仅仅是次序的排列和简单的二分为四。春为

阴中之少阳，夏为阳中之太阳，秋为阳中之少阴，冬

为阴中之太阴。春夏秋冬具备了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阴阳互根、阴阳消长的含义（如图 ! 所示）。四时

历法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历法时期，后来逐渐分支为

五运历、六爻历和八卦历，但其重要价值和内容一直

保留于各历法之中。

八卦历的演进过程

图!

"#!#! 八卦历的演进过程 这样

一年四季四时八卦（风）三百六十日

的八卦历就形成了，其中十五日为

一气，四十五日为一风（卦），九十

日为一时。

"#$ 五运六气历

也叫干支历，是五运历和六爻

图"

历的复合历。《汉书·律 历 志》有：

“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

之道毕，言终而复始。”这是干支历

法，六甲为甲子、甲戌、甲申、甲午、

甲辰、甲寅，五子为甲子、丙 子、戊

子、庚子、壬子。

"#$#" 六爻历的单支记日法 干

图#

支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殷商甲骨文中

已有完备的记载。单干记日法在夏

已经出现，十日为旬这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单支记日法是否出现过，

这还是个谜。可以推测，单支记日

法在殷商之干支记日法出现之前，

肯定独立存在过。

图$

《国语·周语下》说：“天六地五，

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

纬大爽，文之象也。”经天纬地即是

天文历法的内容，单襄公以“天六地

五”这一常数类比治国方略。在《管

子·牧民》、《淮南子·天文训》中都有

反映，如“六亲五法”、“五官六府”，

这其中有一重要信息需加说明，六在先为天，五在后

为地，与后世的天干、地支表述是不相同的，保留了

干支单独记日形成的先后次序和主次地位不同。支

早于干，而且数字未与天地阴阳结合的痕迹。另外，

从《管子·幼宫》把一年分为十图三十节，每节十二

日，每个节气都有节名，与二十四节气名称不同来

看，它不仅保留了十月历，而且也说明了十二支记日

的历法也曾经存在过。把六日为一周扩充为十二日

为一个时间周期，这在《伤寒论》中是有反映的。

"#$#% 五运六气的结合 单支记日法是从六日为

一小周发展成十二日为一大周的记日方法。五小周

为一月，五大周为一节。单干记日法是从五日为一

候发展成十日为一旬的记日方法。六候为一月，六

旬为一节，把干支相复合便产生了六十甲子记日法。

这一历法一直沿用数千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现象。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六腑”十一脏就是中医学

受其影响而比附人体而形成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由此可以解释十一经脉以配“五六”之数是有其深刻

理论基础的。

"#& 阴阳历

是六爻历和八卦历的复合历。这一历法的形成

和完善是建立在观察和实测基础上的，它是最具生

命力和特色的天文历法。它既考虑了太阳视运动同

气候变化的内在联系，又考虑了月亮视运动月相变

化同人们的夜间生产活动、潮汐规律的关系，创立了

大小月和闰月的方法，使两种周期巧妙地结合起来，

形成了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活动

和人体生命节律的调整。

六爻和八卦是两种不同的历法体系，一般人把

六爻八卦多混为一谈，其实它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产

物。六爻和八卦的耦合是周文王之作或者更晚的

《易传》所为，卦画源于卜筮，卦理源于历法。《易经》

和《易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数理矛盾。

"#&#" 六爻（卦画）讲的是“三极之道” 所谓“六爻

之动，三极之道也”。卦画的演变遵循着二进制的规

律，为几何数级，是两个符号排列组合的结果。六爻

的排列组合不能产生出八卦，只能形成六十四卦中

的特例八重卦。八经卦是三爻之动的结果。

%’ ( "———无爻动，则为一象

%" ( %———一爻动，可成二象

%% ( $———二爻动，可成四象

%! ( )———三爻动，可成八象

%$ ( "*———四爻动，可成十六象⋯⋯

%& ( !%———五爻动，可成三十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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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爻动，可成六十四象⋯⋯

%&’&! 八卦（卦理）讲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其

演变遵循十进制规律，为自然数级，是推算历法的方

法。

( ) ! # ( 无极成一象 !
% ) ! # ! 一极成两仪

! ) ! # $ 二极成四象

* ) ! # " 三极成六节

$ ) ! # + 四极成八卦（风）

’ ) ! # %( 五极成十干

" ) ! # %! 六极成十二支

%&’&* 六爻和八卦的结合 把六爻和八卦统一起

来是《易传》所为，《易传》创立了八经卦，八经卦是三

爻之动的结果。!* # ! ) $，是三爻之动的八经卦和

四极八卦（风）的数学基础，二者存在着数理上不可

调和的矛盾。

%&" 六六之节，九九制会

是五运历、六爻历、八卦历三种历法的复合。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

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

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

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

气余而盈闰矣。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

天度毕矣⋯⋯天有十日，日六竞而周甲、甲六复而终

岁，三百六十日法也。”这里所讲的“行”，就是五运

历，“周”就是六爻历，“立端于始，表正于中”就是八

卦历。这种复合历即后世的四分历，也即现行的农

历。已经出现了以大小月之不同和积气而盈闰的四

分法，来调节日、月运行与气候之间理论和实测中的

误差，这是历法的进步。

! 古天文历法对中医思辨框架的影响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

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素问·上古天真

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就是建立在“天文历数”基础上的

思辨框架。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人以天地

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

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

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

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 吟至微，秋毫在

目。”“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

不可以为工矣”（《素问·六节藏象论》）。

!&% 古天文历法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 寒暑、昼夜是形成阴阳学说对立交感的基础

《灵枢·阴阳系日月》说：“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

形。”阴阳是从天文历法中抽象出来用以标示事物属

性的一对哲学范畴。如《周易·系辞》所说：“一阴一

阳之谓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双方必须依据

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所谓“阴阳者，一分为二也”

（《类经·阴阳类》）。《内经》广泛采用“一分为二”的

阴阳对立交感的观念来解释人体的解剖、生理、病

理、诊断、治则、药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如《素问·

金匮真言论》中“言人之阴阳，外为阳、内为阴，言人

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之脏腑中阴阳，则

脏为阴，腑为阳”等等。

!&%&! 春夏秋冬四时是形成阴阳学说互根互用观

的基础 四时阴阳阐述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

双方不断滋生及根阴根阳、互为利用的老少阴阳观。

《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

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

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

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也说：“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

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

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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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时阴阳配

属四脏是《内经》天人合一、人副天数的具体应用。

!&%&* 六节、六气是形成阴阳学说三阴三阳循环恒

动的基础 《素问·阴阳离合论》说：“三阳之离合也，

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

搏而勿浮，命曰一阳⋯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

阴为合，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

曰一阴。阴阳 ，积传为一周。”阳消则阴长，阳杀

则阴藏，一年之中，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

阴六气更叠，生生不息，循环不已。中医学的整体恒

动观完全是建立在这种三阴三阳不停消长循环的基

础之上。

!&%&$ 八正、八风是形成阴阳学说时空统一观的基

础 《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

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灵

枢·九宫八风》、《灵枢·岁露论》是八正八风的时空观

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详细阐述了“四时八风之中

人”的病因、病机、病候、治则，用以说明“人与天地相

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 古天文历法对中医藏家学说的影响

《内经》藏家学说是在天文历法的先验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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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构建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春秋

繁露·为人者天》所言：“人之形体，代天数而成。”《春

秋繁露·人副天数》也说：“身犹无也，数与之相参，

故命与之相连也。”天者，天文也，数者，历数也。以

天文历数来式图人体脏腑，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

特点。《灵枢·本脏》说：“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

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藏象学说为了满足不同

时期、不同流派的天文历数，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其

中藏象已经从脏腑抽象为一个功能系统的代名词，

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器宫。

!"!"# 四时藏象理论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建立

起了一个四时阴阳与藏象之间的对立关系和理论框

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时阴阳与藏象之间的普遍

联系，并广泛应用于解剖、生理、养生、发病、病候、诊

断、治疗等各个方面。《素问·经脉别论》说：“府精神

明，留于四藏，气归于权衡。”四脏为肝、心、肺、肾以

应春、夏、秋、冬。

八卦藏象理论是在四时藏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

和完善的。此时的脾同胃、大肠、小肠构成四腑。

《易传·说卦》言：“乾为小肠、坤为脾、震为肝、艮为大

肠、离为心、坎为肾、兑为肺、巽为胃。”《灵枢·九宫八

风》中八风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完全与《易传》相同，由

此可以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南方名大弱风，伤心；

西南方名谋风，伤脾；西方名刚风，伤肺；西北方名折

风，伤小肠；北方名大刚风，伤肾；东北方名凶风，伤

大肠；东方名婴儿风，伤肝；东南方名弱风，伤胃。

!"!"! 五行藏象理论 五行藏象学说是在四时藏

象学说基础上根据五行属性发展和完善的。

“脾属土”说取代“心属土”说：古文经学所论的

五脏与五行的配属为：脾配木、肺配火、心配土、肝配

金、肾配水，仅肾配水和《内经》记载一致。把脾配属

土，居中为明中之至阴，取代心的位置，在当时的学

说界，特别是社会伦理学中引起过强烈争议。最后

以医学战胜伦理，奠定了五行藏象学说的基础，构建

了以五脏为核心，以五行为框架，联系时间空间等不

同层次的多维藏象理论和庞大的立体天人系统，成

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五脏五腑十脏藏象理论：《素问·五脏别论》说：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

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

府。”五脏与五腑的对立关系为：心配小肠，肝配三

焦，脾配胃，肺配大肠，肾配膀胱。

!"!"$ 六节藏象理论 六节藏象理论是在六爻历

的天文历数模型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藏象学说。

六脏说：《内经》对六脏的构建煞费苦心，做过多

种模式。其一“嗌六脏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说：“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

以养五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肾，

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

胃为海。”此处以六气天地风雷谷雨配六脏肺嗌肝心

脾肾，嗌似指食管而言。其二“膻中六脏说”。《素问

·灵兰秘典论》说：“膻中者，卧使之官，喜乐出焉。”膻

中作为一脏与心肝脾肺肾构成六脏。其三“头六脏

说”。《素问·诊要经终论》以六脏六腑配十二经十二

月并说：“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把

头作为一脏与其他五脏构成六脏。其四“心胞六脏

说”。《灵枢·经脉》以心胞为脏与六腑十二经相配。

以上种种说法都是古人为了配属六爻历的先验图式

而做的努力。

六腑说：六腑在《内经》中也有多种不同说，最后

才形成了公认的“六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

胱、胆及第一奇恒之府说：“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

者，地气之所生也，皆属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

名曰奇恒之府”（《素问·五脏别论》）。”第二“脉头背

腰膝骨”六腑说。《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夫脉者，

血之府也⋯⋯头者，精明之府也⋯背者胸中之府⋯

骨者髓之府。”第三“魄门”六腑说。《素问·五脏别

论》说：“魄门亦为五藏使，使水谷不得久藏。”魄门即

肛门，与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传化之府共同构

成六腑。第四“六器”说。《素问·六节藏象论》说：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禀之本，营之居也，名

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把脾列为六府之

一。第五“胆为六腑”说。《素问·六节脏象论》把奇

恒之府的胆与传化之府合称“六腑”，六腑从此正式

稳定下来。

十二脏腑藏象理论。《素问·灵兰秘典论》：“愿

闻十二藏之相使”，“凡此十二官不得相失”在六脏六

腑基础上为了人副天数之十二月，形成了五脏加膻

中、五腑加胆的六脏六腑、十二官藏象学说。《灵枢·

经脉》则将膻中改为心包。

!"!"% 五脏六腑十一藏象理论 五脏六腑十一脏

是五运六气历图式人体的产物。《汉书·律历志》有：

“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

复始。”这种“天六地五”的常数构筑了中医的“五脏

六腑”藏象理论。正如《白虎通》说：“人有五脏六腑，

何法？法五行六合也。”

（下转第 $& 页）

）页!#&第总（!$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 -./0*12 .3 41,)5 6+7)5)*+ )* 8017)9).*12 ’()*+,+ 6+7)5)*+
!::$ 年第 ; 卷第 < 期

!!!!!!!!!!!!!!!!!!!!!!!!!!!!!!!!!!!!!!!!!!!!!!!!!!!!!!!!!!!!!!!
!::$"=.2 >; >?.><

万方数据



!"# 白虎加人参汤存津液

上白虎汤方加人参 $% &，煎法，用量同前。

若少阳热化，发热持续，有嗜睡，心衰前期症状

用四逆散，方用：

!"’ 四逆散

枳实 $%&，甘草 $%&，柴胡 !%&，白芍 !(&，煎法用

量同前。

! 危重型

病毒毒力极强，由太阳、阳明传入成大结胸证。

病见：毒气内陷，膈内剧痛，短气燥烦，心下有石硬，

为呼吸窘迫综合症，方用：

#"$ 大陷胸汤除水结胸胁

大黄 !(&，芒硝 $(&，甘遂末 $"%&，用水 )((** 先

煎大黄取 !((** 去滓内芒硝二沸加甘 遂 末，温 服

$((** 得快利，止后服。兼瘀血发狂者，方用：上方加

水蛭 $(&。
#"! 逐瘀血

若少腹热结见蓄血证有肾功受损者，方用：

#"# 桃核承气汤下热散血。

桃仁 #(&，大 黄 !(&，桂 枝 $%&，甘 草 $(&，芒 硝

$(&，以水 +((** 煮 ’ 味，煎取 #((** 去滓，内芒硝，每

服 $((**，日 # 服。若病程长，或机体抵抗力弱，迅即

直中少阴者，每出现四肢沉重，手足厥逆，脉微细，但

欲寐等心力衰竭状，方用：

#"’ 真武汤加人参温经复阳

茯苓 #(&，白 芍 #(&，白 术 !%&，生 姜 $%&，附 子

$%&，人参 $%&，用水 $(((** 煮成 ’%(** 去滓，每服用

$%(** 温服，日 # 服。

" 恢复期

“非典”后期仍有肺燥津干，气不足者，方用：

’"$ 麦门冬汤

麦门冬 #(&，清夏 $(&，人参 $%&，甘草 $%&，粳米

#(&，大枣 $( 枚，煎法用量同前。若虚烦少气，余热

未尽者，方用：

’"! 竹叶石膏汤

竹叶 !(&，生石膏 #(&，麦门冬 #(&，人参 $%&，甘

草 $%&，粳米 #(&，用量同前。

如能正确运用《伤寒论》诸方，将能对轻型缩短

病程，对重型可切断向危重病情发展，对危重型及时

抢救或可力挽危亡。应用《伤寒论》法对降低“非典”

病死率，保障人民生命建康，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弘

扬传统医学优势以及为世界医学之发展，必将能做

出重要贡献。

（仅供伤寒、温病学界及战斗在非典一线中西医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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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凡十一脏取决于胆”（《素问·六节脏象论》）。胆是

奇恒之府中的一府，今取其一配属五脏五腑，使其成

为“五六”之数以应“五运六气”之天地常数。由十脏

变为十一脏，胆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说“凡十一脏

取决于胆”。

“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

之府也”（《灵枢·本输》）。五脏六腑十一脏不成对

称，胆的进入，使原先五脏五腑的工整性被打破。原

先与肝相配的三焦被胆所取代，三焦成为无藏象配

属的孤府。为了解决这一缺憾，从三焦的功能出发，

三焦为决渎之官，主水道，与膀胱关系密切；又由于

肾主膀胱，因而肾便担负起了一脏配属两腑的功能。

《灵枢·本输》称此为：“肾将两藏。”《灵枢·本脏》说：

“肾合三焦膀胱。”

!"# 古天文历法对中医经络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逐步由简至繁，

并非一蹴而成，同样受到古天文历数的影响。陈步

《论经络》（《大自然探索》$,-#，（!）：$!’.$#’）论述了

《内经》中有关经络的记载就有四经、五经、六经、奇

经八脉、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等多种模型。其

中每一种模型都是天人合一，人副天数先验的历法

框架对人体经络现象的归类和思辨。仅就经典的六

经十二脉而言，它完全是建立在六爻历的六节或六

气（三阴三阳）十二月或十二支的天文历法基础之上

的思辨框架。十二经脉的循行排列顺序并不是以严

格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为基础，而是人为的与历

法的天文历数相比附，因而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流

派。

由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源于天文历数，

故中医学从诊断到治疗整个理法方药无不深深烙下

历法的印记。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了天文历数，中

医理论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仅仅是零散的临

床实践经验的堆积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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