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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神俱"之科学和哲学实质探秘 

田合禄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阐发“形与神俱”的由来、内涵及其科学、哲学实质。[方法]用人体发生还原论的方法，通过分析《内经》对人体生命双结构先天“形”和后 

天“神”的阐述，以及道生太极体系对生物的生成、发育成长过程，寻找“形与神俱”这个人体生命存活唯一奈件的科学和哲学实质。[结果】从“形与神 

俱”的合一形成、发展过程，发现万物演化的道生太极体系规律，以及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规律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智者察同。愚者 

察异”的普适生命规律，从而解开“形与神俱”的科学和哲学实质，说明哲学理论来源于基础科学知识。【结论]‘‘形与神俱”的科学和哲学实质，是万物 

演化的道生太极体系规律，以及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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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intoScienceandPhilosophicEssenceof‘~FormandSpiritAltogether'’TIANHelu~eijingTCMUniversity(1O0029) 

Abstract：[Objective]To expound the source，connot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 nature of“form and spirit altogether”．rMethod]With the method of 

human body occurrence reduction theory，b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form ”an d acquired “spirit”
．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human life stated in Internal 

Classics，as well as the generation and growth course of organisms from Taiji system developed from Daoism,seek for the uniqu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 

nature of“form and spirit altogether”for human life survival_『Result]From integratio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form and spirit altogether”。it finds 

out the Taoism-generated Taiji system rule for the world evolution，the differentiation unification rule of“two is made one，one is divided into two”。and the 

popular life rule “two kinds of substance synthesis into another,the same is not followed，the wise observes the same，the silly observes the difference”， 

therefore it undoes th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 nature of ‘'form  and spirit altogether'’，showing the philosophic theory originates from eolniTlon popular life 

rule．[Conclusion]Th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 nature of“form and spirit altogether”is the Taoism-generated Taiji system rule for world evolu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unification rule of“two is made one，one is divided into two”． 

Key words：form and spirit；Taiji；Taoism；science；philosophy；life；evolution rule；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s 

在人体生命双结构理论下，《黄帝内经》形成了先 

后天形、神理论。《黄帝内经》的核心概念只有两个， 

那就是“形”和“神”，其他论述都是围绕着形、神展开 

的讨论。这种形神学的“形与神俱”思想出现在《黄帝 

内经》首篇《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以只要读懂《素问· 

上古天真论》，则学习《黄帝内经》思过半矣!一部《黄 

帝内经》就是一部“形神学”，一部《黄帝内经》就是在 

围绕着“形神学”做文章，在阐发“形”与“神”的关系， 

强调人活着的关键就是形神关系。“形”和“神”是中 

医基础理论的最核心概念，是建立在构建人体生命双 

结构事实上的概念，离开这个形神核心概念，中医就 

不复存在，中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关于形 

神的学说。“形与神俱”是《黄帝内经》提出来的人体 

生命存活的唯一条件，也是人体健康的唯一标准。 

“形与神俱”命题的提出，饱含着科学和哲学意蕴。 

1 释形 

人形指身体、形体，有形状、形象等，名之器，先天 

父母精卵是其物质基础。“形”是人体生命存在之本， 

没有形体，人体生命就不存在。《黄帝内经》深入研究 

人之形体结构。《灵枢·经水》说：“五脏六腑之高下、大 

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 

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 

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 

少⋯⋯皆有大数。”《灵枢·本脏》说：“五脏者，固有小 

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 

薄、结直、缓急。”说明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占有 

一 定的空间，不只是有生化功能，还有组织结构，如五 

脏六腑、筋骨、肌肉、皮毛、四肢百骸等，从而才有身体 

形象和概念。 

形器具有生化作用，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 

“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所以形器 

是“生化”功能的载体。人体的形质组织结构，可以用 

示意图来表示，见图 1。 

人体这种形质组织表里结构，既是人体神机升降 



图 1人体结构模型图 

出入的结构，也是人体病发于阴、病发于阳的病位结 

构，以及防治疾病的结构。 

2 释神 

“神”是天地气、味的产物。《素问·六节脏象论》 

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 

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 

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神在《黄帝内经》有明确的定义。《素问·八正神明论》 

说：“血气者，人之神。”《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 

气也。”《灵枢·平人绝谷》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可知神存在于五气、五味合和化生成的营卫血气中， 

血气是神的物质基础，以滋养濡泽先天形体。 

由于“神”来源于天地自然，所以《黄帝内经》特别 

强调“四气调神”，即四季养神。《灵枢·本神》说：“智 

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 

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 

问·生气通天论》还说要养五味，谓：“是故谨和五味， 

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 

道如法 ，长有天命。” 

3 形神关系 

“形”来源于先天父母精卵合子，“神”来源于后天 

天地气味，只有后天之“神”与先天之“形”合一才是 
一 个完整的个体人。《灵枢·天年》说：“血气已和，荣 

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 ，乃成为人。” 

“神气舍心”就是指后天生成之神合于心，故云心主 

神。心主血与脉，神在其中。心输送血气给五脏机体 

组织，然后才有五脏之神和神的外在表象。《灵枢·本 

神》说：“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肝 

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 

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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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脏》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 

《灵枢·九针论》说：“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 

藏意，肾藏精志也。”《素问·调经论》说：“夫心藏神， 

肺藏气 ，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 

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神合于心，而心主于目，人 

脑系，故心神必表现于目。心脑一体 ，共主精神活动 

及思维。《灵枢·本神》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 

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 ， 

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经文用意、 

志、思、虑、智对人的思维活动的回忆、记忆、思虑、处 

事 、判断等进行概括，并加以区别 ，认为这些思维活 

动都是在心脑一体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心神的具体 

表现。 

从生成角度说，形是第一位的，形是基础，形是载 

体，形存才能神存。《苟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1] 

《抱朴子·至理》说：“形者，神之宅也。”[ 《素问·上古 

天真论》说：“形体不蔽，精神不散。”没有这个形，神 

气就无藏身之地。形又称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 

“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形体不存 

在，没有生化的器具，神也就不能化生。 

从生存角度说，神是第一位，气是第二位，形是第 

三位。形是先天之本，神是后天之本，后天之“神”滋 

养着先天之“形”，没有后天之神，先天之形就不能存 

活，所以养生之本就是养后天之神，故《素问》第二篇 

就是《四气调神大论》，道家《内经图》《修真图》的丹 

田之说就是养神。 

形神合一才是个健康的人。《素问·上古天真论》 

说：“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 

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心安就是神安 ，心安而神不 

散，形劳而不伤，就能活百岁。《素问·灵兰秘典论》 

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 

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 

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 ，形乃大伤 ，以此养 

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灵枢·邪客》说 ：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 

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 

矣。”《灵枢·天年》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 

问·移精变气论》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何以“失 

神”?《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帝日：形弊血尽而功不 

应者何?岐伯日：神不使也。帝日：何谓神不使?岐伯 

日：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 

口 葚 ： 营 慊蚺沸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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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 

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为 

什么“神去”呢?因为“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损伤 

营卫血气，故而“神去”，不是先有“神去”，然后营卫血 

气亏损。如何“得神”长寿?《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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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 

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是谓得道。”什么是“得道”呢?《素问·上古天真论》 

说：“帝日：夫道者，年皆百岁，能有子乎?岐伯日：夫 

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黄帝日： 

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 

道生。”原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 

神，肌肉若一”就是“得道”，即顺四时天地阴阳之气养 

生则寿。如果发挥人的主动性，一是静心，二是呼吸 

天地之气，即《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气、味合而服 

之，以补精益气”。“神”生于五气、五味所生之“精气”， 

即营卫气血。《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出中焦⋯⋯此 

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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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 > 子 

> 一 一 

冈  I心命门I 
】．．．．．．．．．．．． ．．。一  

l 

二元论 一阴一阳之谓道 合二为一 

形神合一人 

j．．．，．．，．，．．．．J 

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 

日营气⋯⋯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 

气，异名同类焉。”于此可知“神乃自生”之处多么重 

要，故被道家称为丹田、黄庭 ，佛家称为脐轮、腹轮，医 

家称为中气、神机，现代称之为腹脑。 

总之，正如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中说，“无神 

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神去离形为之死”，形 

神合一则生，形神分离则死。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 

的主宰，后天之神养育着先天形体。人体从外界获得 

五气、五味有益能量，现代科学称之为负熵，故奥地利 

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首先提出 

“生命以负熵为生”，并第一次从非平衡热力学角度诠 

释出生命的本质 ，与《黄帝内经》的认识相差 2000多 

年。笔者就不理解，祖先在 2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 

人体生命是依靠后天天地之气味存活的，却没有人说 

中医是科学的，非要等西方人憋出来个“负熵”才是科 

学的，岂非咄咄怪事? 

4 “形与神俱”的万物演生规律 

前文笔者从发生学角度详细论述了人体生命双 

结构，先天之形和后天之神以及形神合一的关系，现 

在用图将其概括于下。见图2、图3、图4．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t~o-+,l 五运六气三阴三阳 

肝 心 脾 肺 肾—生长壮老死 

春 夏 长夏 秋 冬一生长化收藏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同源演化 

E圈  I． !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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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道生太极演化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of evolution of Daoism developing Taiji 

从图2可知，个体人的生成过程就是一个合二为 

一 的过程，是孔子太极序列的逆过程。孔子的太极说， 

347 

胚层 

顺则一分为二 ，逆则合二为一 ，故称“一阴一阳之谓 

道”。 

田 黜 ： 一与葚 ：N聋怍凿衅锥蚺沸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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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图3太极顺逆图 

Fig．3 Taiji figure of favorable and adverse trends 

太极顺逆规律可简化为太极序列图如下。从此才 

能理解《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的“人生有形，不离阴 

阳”的深刻涵义。 

／  薹 

图4孔子太极序列图 

Fig．4 Confucius Taiji sequence diagram 

太极顺逆图给了笔者一些重大发现。首先，发现 

老子和孔子师徒二人发明创建了万物的繁衍演化规 

律。道生、太极生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思维模式。 

老子的合二为一是生物繁衍后代的规律 ，《国语 ·郑 

语》概括其规律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只有阴阳 

不同的事物和合才能生物，才能发展，孤阳不长，孤阴 

不生，同一事物不能使生物繁衍后代。这个过程其实 

就是老子道生过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属于二元论。孔子的一分为二是一个个体事物发 

育发展成长的过程，是同源的演化过程。如精卵合子 

生成以后 ，其 DNA细胞分裂演化为脏腑组织 、筋骨、 

肌肉等，都是同源于精卵合子。孔子《文言传》概括其 

规律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4]65，《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称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这是一个生长壮老死 

规律的发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孔子太极生 

的过程，属于一元论。 

父母遗传精卵合子是形成个体的形体之本，为先 

天之物，在父母遗传的精卵合子的遗传基因里 ，含蕴 

着一定的父母信息，特别是怀胎母亲的信息，如生理、 

心理、知识结构、经验阅历等，这些先天遗传因素直接 

影响着个体人后天生理、心理、形体的成长、发育、发 

展，所以父母要想造就具有优良基因的后代 ，就必须 

加强自身的修养。父母遗传基因编码造成的个体秩序 

性无法改变，它决定了该个体人的先天体质特征。 

1980年张颖清明确提出生物全息律的机理，并进一 

步提出全息胚和泛胚论概念，认为全息胚是处于向新 

整体发育的某个阶段的胚胎，真正的全息胚能够发育 

成新整体，其泛胚论认为每一个全息胚都具有发育成 

新整体的全息而成为一个新的个体。在这种同源演化 

口 茹 葚 ： 媾帖特河 

八 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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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息律指导下，就有了现在的复制克隆技术，甚至 

再生。 

胎儿出生后，与后天“神”合为一体，而且将个体 

主体人容纳到社会、自然环境客体之中，就必然受到 

“神”的改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先天形和后天神的 

合一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将会改变一些先天形体生理 

的成长发育，以及心理的变化，但那也是以先天体质 

为基础。由于个体人既带有父母遗传的物质基因，又 

带有自然遗传的神基因，所以个体人与父母及自然 

界就会有同源感应。于此可知，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二 

是辩证统一体，不可分离。合二为一是人类繁衍后代 

的科学规律，一分为二是个体人同源演化生长壮老 

死的科学规律，二者不得混淆。对《黄帝内经》和个体 

人来说，不能只讲气一元论。一个人的生成过程分两 

个发育成长阶段，一是在母亲腹中胎儿阶段，是母亲 

的一个附件，为先天阶段，二是出生后成为个体人阶 

段，独自接纳天地之气，打开肺门口门，摄纳天地气 

味而“神乃自生”，属于后天。当“神气舍心”先后天合 
一

，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人。 

从上述可知，《黄帝内经》原创中医理论体系起 

源于基础 自然科学知识 ，不是起源于哲学，而是在形 

神合一的基础科学之上上升为哲学理论。 

5 老子和孔子字宙生成论 

老子《道德经》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命题就是 

“道”。这个道，是宇宙的本源，可以生化万物。《道德 

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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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道是什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道就是天地阴阳，所以《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说顺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的四时阴阳为“得 

道”，《素问·上古天真论》称为“合于道”，《系辞传》概 

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故 

云“道生一”。《素问·天元纪大论》说：“阴阳之气，各 

有多少，故日三阴三阳也。”就是说阴阳在发展过程 

中有量的变化，那么这个三阴三阳量的多少变化是 

如何得来的呢?《素问·六微旨大论》说 ：“因天之序， 

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素 

问·八正神明论》也说：“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 

位，正立而待之。”《素问·六节藏象论》说：“立端于 

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表就是杆 

(竿)，立杆测日影用的杆。立杆按天序太阳运动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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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移光定位”得到日影，就知道阴阳量多少的变 

化。立竿测日影技术，是一项古人探究天道自然规律 

的伟大发明。太阳运动产生的阴阳消长过程可以用 

太极图表示。太极图显示的是一阴一阳，一阴发展为 
一 阴、二阴、三阴，一阳发展为一阳、二阳、三阳。 

器 

巴 

区 

1 1 

【I 

温 

图5三阴三阳太极图 

Fig．5 Taiji figure of three—Yin three-Yang 

这是天地之道一阴一阳发展为三阴三阳，不受 

春夏秋冬地域的影响，本源于 日地的相互运动规律， 

只受日地相互运动规律的影响，属于自然科学，有精 

度 ，有准确含义，有数学逻辑性。 
“

一 ”就是一阴一阳之“一”，一阴一阳发展到二阴 

二阳就是“一生二”，二阴二阳发展到三阴三阳就是 

“二生三”。《素问·阴阳类论》说“三阳为父，三阴为 

母”，《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为之父母”，父天母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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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之府也 

⋯ ⋯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故云“三生万物”。这个 

“三”，就是《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的“其气三”的“三”。 

面南而立测日影，前阳后阴，故云“负阴而抱阳”。冲 

者，动也，中气就是生生不停之动气。《难经》称此为 

肾间动气，即丹田、黄庭、腹脑之动气，不在肾中。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 

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 ，地之阴阳也，生 

长化收藏下应之。”则天阳有三阴三阳六气 ，地阴有 

五行五运。故又说：“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 

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 ，在地为 

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 

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于此可知，万物之生，是“在 

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的天父地母交媾的结 

果。所谓“负阴而抱阳”，乃指天阳地阴。天地之气交 

媾而生万物，即“冲气(中气)”生于天地气之媾和。这 

田 靴 打菩 ： 草 善肆慊将 满漤 



个过程，《素问·宝命全形论》称作“天地合气，命之日 

人⋯⋯天地为之父母”。这个天地气是什么呢?《素 

问·六节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昧。 

五气人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 

入口，藏于肠胃，昧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 

液相成，神乃自生。”原来这个天地气是五气五味，所 

生的“冲气(中气)”就是“神”、胃气、营卫之气、丹田之 

气、黄庭之气、《难经》的肾问动气。 

“道”是事物的开始，从一开始，然后由一发展到 

二，由二发展到三，其周期运动有始 、中、终三种状态， 

就是现代说的事物发展“发生——发展——消亡”三 

个阶段，用数学可记为 0、1、2。阐述物质运动从初始 

状态 0开始，经过中间状态 1，进人终点状态 2，完成 
一 个基本周期，即生成另一个物体，然后继续运动可 

以生成万物。由一到三，是发展三个阶段 ，不是一分 

为三。其中“一”为一阴厥阴、一阳少阳，“二”为二阴 

少阴、二阳阳明，“三”为三阳太阳、三阴太阴，在五运 

六气之中是互为司天在泉的三对阴阳关系，“和”则生 

成新的物质——“冲气(中气 、动气 、丹田之气 )”。在 

这三个阶段发展过程中总是“负阴而抱阳”，阴阳相 

和合。人们对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解 

释，总是含糊不清，甚至加以歪曲，其实是讲万物都是 

有阴阳二者结合而成。负阴抱阳就是向着太阳，万物 

生长靠太阳，阴阳二者和合才能生成“冲气”，故云“冲 

气以为和”。《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明确指出阴阳和谐才能生化万物，孤阴不生，孤阳不 

长，故老子反对“孤、寡、不谷”之称。《礼记·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嘲所谓“冲气以为和”，就是“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阴阳和谐的模型就是太极 

图。《系辞传》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 

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天 

地之大德日生。”所以“道德”就是“道生”，可知老子所 

论述的万物发展过程就是个“道生”过程，笔者称之为 

“道生体系”。这三个阶段所生之物是不相同的，有时 

空之异。所谓“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合二 

为一，“和”生“冲气”，“冲气”就是动的生命体。 

从《道德经》来说，“道”为原始点，分出天地阴阳 

两仪，再由阴阳相合生成新的物质“冲气”——太极。 

《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则“冲气”新生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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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原点，然后再继续衍生下去。这个中间原点“冲 

气”——太极，再生下去可用来知德太极图表示。“冲 

气”之前为道生，“冲气”之后为太极生。见图6。 

流 主 对 
行 宰 待 
者 者 者 
气 理 数 

图6来知德太极图 

Fig．6 Laizhide Taiji figure 

图 6所示中间圆圈为新物质“冲气”，继续化生阴 

阳。其中就涉及到老子的学生孑L子《系辞传》的太极理 

论，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415弼。 

这样的偶数二分法可以继续下去。《素问·阴阳离 

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 

之可万 ，万之大不可胜数。”《灵枢·阴阳系 日月》说： 

“夫阴阳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 

可万。”《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 

推之可白，数之可千，推之可万。”虽然如此，“然其要 
一 也”，阴阳而已。 

6 道生太极体系 

笔者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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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道生体系，“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称为太极体系， 

将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二两个阶段二者合起来就是“道 

生太极体系”。 
一

对父母可以生几个孩子，就是有不同的精卵合 

子，各为一太极 ，可以用数学表示为 n个 ，这就是《黄 

帝内经》说的天地父母阴阳生万物。每一个太极一分 

为二，继续分下去可以用数学表示为2“个。其发展过 

程可以用下式表示：阴阳一n个太极一2 个阴阳，这 

就是道生太极体系表达式。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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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卦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合一 一 四象生八卦 
一 分为二 

图7道生太极体系 

Fig．7 Sytem of Taoism-developed Taiji 

7 小结 

笔者从发生学和诠释学角度阐释了 “形与神俱” 

的科学、哲学内涵，总结出万物的道生太极体系演化 

规律，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中 

医的核心内容。一部《黄帝内经》就是一部形神学说 

史，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之上的，并将其规律 

上升为哲学范畴。 

由此可以认识到，《黄帝内经》理论揭示，人类形 

体的活动需要遵循精确的天文历法学规律，即天人相 

应理论。生物的发展，需要认识生物本身，认识道生太 

极体系过程，这是《黄帝内经》讲的生物进化论，不是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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