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运六气与中华文明 

顾植山 

一、五运六气的来历  

    （一）什么叫“六气”？通常的讲法：“六气是指风、火、热、湿、燥、寒六种气候的

转变”，其实气候只是六气联系的一个方面，六气是太阳寒水、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阴

湿土、少阴君火和厥阴风木，来源于太极阴阳的动态变化。 

太极图的本义：从圭表影长和昼夜渐变等都可以自然

形成太极图（附图 1）。 

太极图是动态的，表示自然界的阴阳气是具有盛衰变

化的节律运动。阴阳代表了气化运动的两种象态：由衰到

盛——阳象；由盛到衰——阴象。 

古人把天地间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开阖”运动（又

称“离合”、捭阖、阖辟等），一开一阖，化生万物。介于

开与阖之间的是“枢”，动态太极就有了“开、阖、枢”

三种状态。《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离合论》专门讨论了这 

一问题：“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

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

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

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图示如下：（图 2：

开阖枢太极图） 

阴阳离合产生三阴三阳六气，“三生万物”是“六气化

生万物”。《黄帝内经》：“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

“其生五，其气三”，故“三生万物”的“三”不是天、地、

人，应是“开、阖、枢”。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天地合气，六节分而

万物化生矣。”  

（二）五运的来源 

五运即五行，运和行都是运动变化的意思。 

万物不可胜数，西方科学重在区分不同事物之间物质形态上的差异，中国古人认为“智

者察同，愚者察异”，“察同”是察动态变化之同，根据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生、

长、化、收、藏五个基本时态，创造了以木、火、土、金、水为代表符号的“五行”说。 

《汉书·艺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五气更立”，就是“五运” 。五行五运以

象统物，执简驭繁，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 

太极阴阳、五运六气的来源既不神秘，也不复杂！ 

二、“运气学说”的定义 

运气学说是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一门学问。  

这里讲的周期性规律，是基于自然界六气六律和五气更立的六、五节律。  

有人认为，“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国古代研究天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天时变化规律对人

体生命影响的一门科学。” 这一讲法并不正确。在运气学说中，尽管气候对疾病有重要影

响，但气象、物象、脉象、病象均受五运六气规律的影响，气象和疾病是平行相关的两个

方面，不完全是因果关系，病象、脉象可以单独或在气象之先出现，故五运六气不是源于“古

人对气象变化规律的总结”，不宜定义为“古代的医学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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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流行的讲法认为“五运六气来源于天文”。古人在论述五运六气时确实常常会

联系到天文，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古人只是借天象来标示运气。天文是符号，是工

具，不是由天文决定五运六气。假如五运六气来源于天文的话，古今天象已有很大变化，

五运六气也早该随之变化了！ 

三、五运六气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  

为什么中医药学可以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讲五千

年文明 。古文献讲伏羲画八卦，伏羲比黄帝早得多，为什么不把文明源头定于伏羲而要定

在炎黄时代？  

了解伏羲文化与炎黄文明的差别，对理解中医药学“钥匙”的意义至关重要！ 

伏羲文化的标志是四象八卦。 四象：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鸟、北玄武，是将天赤道

的二十八宿分成四个区划而成。“二十八宿”只能产生于各宿沿赤道的分布基本均匀的时代。

现代研究表明，形成二十八宿体系最合理的年代在 7700 年前的伏羲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

河南濮阳出土的 6400 年前的西水坡墓葬中已有用蚌壳堆塑的青龙白虎图案，印证了四象文

化出现的时代必定在此前的伏羲时代。  

四象模式中的苍龙代表东方和春季。春气主升，

东升西降，由四象衍生出来的龙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

崇尚生机欣欣向上的精神追求。 

伏羲八卦是先天八卦，而西水坡墓葬中殉葬儿童

的位置（附图 3）却显示了后天八卦方位，说明后天

八卦是晚于伏羲而早于黄帝时代的文化。 

形成后天八卦的基础是“阴阳离合”的动态太极

思想，可以认为，开阖枢三阴三阳和后天八卦是神农

炎帝时代的文化模式。                                         

黄帝文化的重要标志是“黄曆”的制订。黄帝通

过“伶伦造律吕”，用标准十二音阶的乐管进行“飞灰

侯气”，发现了十二气的时间规律。十二气的周期固 

定不变，可作为曆法制订的时长标准，故称“律”；十二律吕与开阖枢六气思想的结合，形

成“六律六吕”，也称十二律吕。黄帝命“大桡作甲子”，以五、六相配创立了六十干支纪

时法。以十二气之律和六十甲子来制定的曆法，故称“律曆”。  

西方文明社会的标准主要看物质生活，中华文明的标准是看对自然界“律”的认知。 炎、

黄完成了对“律”的把握，六气六律成为中华先人建立各种理论和制度的准则，文明时代

开始。《史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规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樂律”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发现，是人类的大智慧！中华文化崇尚“和”的思想源于

樂律。“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大樂与天地同和”。五运六气是

研究如何“与天地同和”的学说。 

由于“飞灰侯气法”难度甚大，不易普及，中华先哲的大智慧找到了以天象为纪时符

号的方法。《说文》：“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此中国天文的来由。中国的“天文学”不同于

西方的天体学。  

十二气的天文表达产生“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的名称是天象的象形符号，十二气从地

下候气测得，故称“地支”。 

人们察天文知时气，顾炎武《日知录》：“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于是很少再去

候气了。天文兴，候气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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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象与乐律并不完全同步，一个太阳回归年之后，天象并未恰好回到原处，而是离

上一次起点有一定距离，称“岁差”。故靠天文定时日，可以管一时，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天

有十日（某天的日期出现十种不同的讲法）”的乱象。尧时代“羿射九日” 是去掉九个不

准确的日期，但被谬传为射掉天上九个太阳的荒谬神话。 

《史记》：“黄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 五运由察天象而定时位，故代表五运（五行）

的符号称“天干”。 

运气学说以“五音建运”，故五运也需合乎樂律。 

黄帝时代在对宇宙自然六气十二律和五运周期认知的基础上，完成了阴阳五行理论的

构建。《汉志》：“言阴阳五行，黄帝之道也。”  

十二律吕不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星座作用于地球产生，而是整个宇宙与地球相应的综合

结果。研究天地、天人关系的最可行也是最正确的方法，是观察地球上的各种物象和人体

的各种感受，总结和把握其变化规律。中国古人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天人相应”规律，产

生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从一个个宇宙实体去研究天地、天人关系，永远找不到十二律，也永远产生不了“天

人合一”的思想！ 

共同的祖先观念，首先是共同的文化观念。最突出的是律曆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阴阳

五行思想以及对天人合一的追求！ 

《黄帝内经》植根于黄帝文化，《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传承发挥了炎黄文明

的五六之律，凝聚了黄帝时代的文化精粹，是黄帝文化的活化石。故能成为打开中华文明

宝库的钥匙。 

四、五运六气学说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  

中医理论基本上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 

中医理论的基本模式是阴阳五行、藏府经络。中医的阴阳学说由阴阳离合运动产生三

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气，又称“六经”。六经理论是中医学

的核心理论之一，指导临床意义巨大，张仲景《伤寒论》以“六经”统方而成为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调阴阳的基本大法是“七损八益”。《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帝曰，

法阴阳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不懂

得开阖枢六气，就不知道什么是“七损八益”。近年来因马王堆出土医简《天下至道谈》中

列举了古代房中术的七损八益，人多以为七损八益就是房中术的专用术语，其实不然。从

三阴三阳开阖枢方位图可知，“八”是东北方，相应于初春，阳气正由一向三，渐渐生发（益）；

七是西方，相应于秋天，阳气由九到七，不断收降（损）。“调阴阳时先要了解阴阳所处的

时位和趋向，譬如春夏两季要顺从和帮助阳气的生升成长，所谓“春夏养阳” 就是“益八”；

秋冬两季就要顺从自然收降的规律，帮助阳气收藏，所谓“秋冬养阴”就是“七损”。 

五运六气强调的是动态、时态，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

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天地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

益的描述。 

中医藏象学说“各以气命其藏”，天有五运六气，故人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代表的是

时态，故《内经》谓“藏气法时”。“藏象”理论说的是五运六气的动态变化在人体的

表现之象。 

十二经络以三阴三阳命名，而且早期出现的是“十一脉”，可见其理论基础亦是五运六

气。 

五运六气理论用于疫情预测，凸显中医学在疫病预测方面的特色优势。正确运用五运

六气理论可以为疫病的预测和疾病防治提供重要参考。但运气有常有变，《黄帝内经》讲“时

有常位，气无必也！”因而五运六气“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而社会上有些用五运六气



进行疾病预测的人往往会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把运气预测神秘化，造成人们对运气

学说的误解。  

寸口六部脉象的划分，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命，（附图 4）对应于运气理论

一年中的主气六部，反映了自然界运动变

化的六气节律在人体经络、脉象上的同步

反映。故中医切脉首先是看人体天人相应

的状态，而不是诊断具体的疾病。 

中药讲究的是药性，药物归经归的主

要是三阴三阳六气，是辨药物的阴阳气化 

属性。这是从中华文化天、地、人、物大                 

一统的观念建立的理论。                                   

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与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不同的运气背景产生不同的学术理论，

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 

《黄帝内经》突出“病机”，养生治病都“必先岁气”，“伏其所主，先其所因”，才能

“握机于病象之先”。《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有“病机十九条”之论，论的全部是

五运六气。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云：“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金元

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说：“医教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明代著名

医家王肯堂晚年感叹：“运气之法，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  

已故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说：“五运六气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 邹云翔先生

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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