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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内容概要

《阴阳五行与中医学》由表及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解读了阴阳五行与中医学、人体学和养生健
体的关系。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大一统过程中形成的统摄、规范诸文的大象大器。仅仅就此而言，便
体会探根寻源是多么困难。但不管阴阳五行起源何处，它已深深地渗入在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尤
其是中医学，其核心精神和主导思想完全是由阴阳五行与八卦贯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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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作者简介

　　谢松龄，生于1951年。曾为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现旅居美国，从事跨文化精神发展史研究。主
要著作有《残疾与性：残疾人的性康复》、《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阴阳五行和中医学
》（1992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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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源起与背景　第一节　传说的启示　第二节　文献的线索　　一、阴阳观念　　二、五行观
念　第三节　“怪力乱神”辨　第四节　一致而百虑　　一、仰观俯察，远求近取　　二、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第五节　人文源自“水”　　一、水与道　　二、水与文化生成　　三、水与阴阳五　
　四、水与民　　五、水与气　　六、洪流时代：春秋战国第二章　演变与融合　第一节　五行序演
变　　一、《洪范》五行序　　二、五行序之变　第二节　五行的衍伸　　一、五行与符应　　二、
五行与五气　　三、五行纳干支　第三节　阴阳化《周易》　　一、卦艾阴阳化　　二、九六象数辨
　　三、八卦方位说　第四节　阴阳配五行　　一、水火与阴阳　　二、天地之数配五行　　三、干
支配五行　　四、五行序四时　　五、五方分阴阳　　六、五音与律吕　　七、卦气与纳甲　第五节
　五德与五常　　一、五气与五德　　二、五事与五常第三章　文化大一统　第一节　天的十端　　
一、天人之辨　　二、天数与十端　　三、阴阳五行懦　　⋯⋯第四章　中医学与中道展现第五章　
中西文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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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源起与背景　　起源，是个永远充满魅力而又难得正解的问题。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
源、文化的起源，恰如一个个斯芬克斯之谜，兀立在人类面前。然而，“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却是
简易而平实的：人。确实，任何问题的设立者和解答者都是人。问题的表达形式和答案都是特定人的
体现，或者说，是特定文化的表征。　　原始人类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逐渐创造了彼此相异的“文
”。这个“文”经过漫长岁月的累积、变化后，形成面貌各异的文化体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每一
阶段都会有一个统摄、规范诸“文”的“大文”，或按中国传统术语，日大“象”、大“器”、否则
不成系统。一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他文化碰撞，最终出现以更为博大精深者为主体而同化、融合成的
新文化，如此往复，直到在某一特定区域（所谓“圈”）实现文化大一统。　　阴阳五行，便是中国
文化大一统过程中形成的统摄、规范诸文的大象大器。仅仅就此而言，也可体会探寻其根源是多么困
难。然而，说它源于中国人及其独特的生活世界或生存状态总无大错，就像“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
一样简易平实。　　第一节　传说的启示　　对阴阳五行的起源，中国古书上有不同的记述。这些传
说虽无从可否，但却能给人以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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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编辑推荐

　　《神州文化图典集成》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饮食、服饰、民俗、宗教、建筑、艺术、中医药、科
技、经济、官制等数十个领域，系统地介绍了各领域的内容与特色，以及这些文化在中华大地的起源
、发展的历史。该丛书均由各学术领域颇具实力的学者亲笔撰稿，并由该领域的著名专家亲自审定，
语言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极具权威性和可读性，是面向大众的中国文化普及读本，是一流学者专家
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万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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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精彩短评

1、挺好！很好看！非常喜欢！！!
2、感觉讲的不是很有重点,尤其是阴阳五行的发展和演变篇幅太多了,看到这个题目需求肯定是很实在
的想要知道二者的联系,而且更偏于实际的应用.但是之前全部都在说阴阳五行的发展太多的例证他多
的考证,感觉有点无谓
3、感觉是在讲医学史，具体内容少，无实例，可以做对医学史了解用。
4、连入门级都算不上，就是一些浅显知识的介绍。
5、没看太懂，自己底薄啊。
6、内容感觉可以。
7、值得一看，一学。
8、文章故弄玄虚，词不达意。很考验理解能力啊
9、《阴阳五行与中医学》这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讲，那是非常高深的，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但我
们生活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需要的只是方法、技巧等。这本书我看完，并没有看到如何利用阴阳五
行或者中医指导生活、指导实践的东西。
10、还没有看，以前看过作者谢松龄的另一本书《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是从图书馆借来
看的，是平装书，内容却很有质量，一直在找，不见。历次在当当上搜，找到这一本，就买了，想必
谢先生不会让我失望，仅是凭季羡林先生作总主编，就已经是溢满了知识的味道。打算在春节回家的
旅途上看的。
11、五行可解中医神奇
12、和我的预期不一致。反复就在讲五行的起源、发展。而第四章中医那部分又太概括，个人的基础
太差，没太大的兴趣了。
13、对阴阳五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随便说说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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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精彩书评

1、《河洛原理》中记载：&quot;太极一气产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既萌，随含万物。《黄帝内
经》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五种属性来进行分类：1.具有生发、条达、曲直作用的事物，用木
来代表，春季属木；2.具有炎热、向上作用的事物，用火来代表，春夏属火；3.具有长养、化育、稼穑
作用的事物，用土来代表，长夏属土；4.具有清静、肃杀、从革作用的事物，用金来代表，秋季属金
；5.具有润下、寒冷作用的事物，用水来代表，冬季属水。“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在天成气，在地
成形”，大自然有木、火、土、金、水五行，在人体内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五脏，五脏又分别配胆、
小肠、胃、大肠、膀胱等五腑，而五脏又分别配合筋、脉、肉、皮毛、骨这五体。肺属金《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中记载：&quot;天气通于肺。&quot;《素问·五脏生成篇》中也说：&quot;诸气者，皆属
于肺。&quot;因此可以说，人体所有的气脉都由肺所主宰，皆归属于肺。《素问·经脉别论》中记载
：&quot;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
五经并行。&quot;可以说，肺也是调节水道的重要器官，在肺的作用下，体内的液体变成汗液和尿液
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水分的平衡。《素问·灵蓝秘典论》中记载：&quot;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
焉。&quot;心脏能够对全身产生主宰的作用，而肺则能够辅助心脏，具有治节的功效。中医对肺进行
描述时说：&quot;肺主宣发，外合皮毛&quot;，&quot;肺为娇脏&quot;。《易经》说肺经里流动着兑泽
之气，也叫太阴湿土之气。意思是，人体肺经里弥漫的是像雾一样潮呼呼的经气，这种气息能使肺经
经过的地方都能享受到雾气的滋润即“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因此，肺既怕湿气又怕干燥，恶劣的
气候很容易对肺的功能造成影响，出现少痰干咳、口干舌燥、潮热盗汗、痰中带血、五心烦热等症状
。肝属木《素问·调经论》中说：&quot;肝藏血。&quot;《素问·五脏生成篇》中也说：&quot;人卧血
归于肝。&quot;意思是肝脏具有储存血液和调节血流量的功能。当肝脏将血液储存起来以后，会对血
液的流量进行调节，根据身体的需要来改变血液的供应。当人体肝脏功能失调时，便会导致出血病症
的发生，比如头晕、目眩、四肢麻木无力，以及妇女月经减少和经闭等症状。 此外，肝脏还主疏泄，
《素问·五常致大论》中记载：&quot;土疏泄，苍气达。&quot;肝的正常疏泄对我们的情志具有调节
的作用，使气息更加顺畅，精神更加欢愉。肾属水《素问·六节脏象论》中记载：&quot;肾者主蛰，
封藏之本，精之处也。&quot;《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也说：&quot;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
之。&quot;，《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quot;夫精者，身之本也。&quot; 意思是说肾具有储存和
封藏精气的作用。精能够化成气，肾精所化之气就叫做肾气，肾精不足，会导致发育缓慢和早衰、性
功能减退、男女不孕等疾病；《素问·逆调论》中也说：&quot;肾者水脏，主津液。&quot;意思是说
肾脏管辖全身的水液代谢，具有调节体内水分平衡的功能。心属火《素问·痿论》中记载：&quot;心
主身之血脉。&quot;《素问·五脏生成篇》中也说：&quot;诸血者，皆属于心&quot;，意思是说心脏能
够推动血液在血管中运行，具有主血脉的功能。《灵枢·邪客》中记载：&qu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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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说明
心脏具有藏神的功能，能够主管我们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 中医认为&quot;心为君主之官&quot;
，是&quot;五脏六腑之大主&quot;，并且心脏和肾脏在生理和病理上总是相互影响，因此，一些补肾
的食物同样也具有补心的效果，两者可以相互搭配。脾属土《素问·灵蓝秘典论》：&quot;脾胃者，
仓廪之管，五味出焉&quot;。中医认为，脾具有主运化的功能，是气、血和津液的化生之源，《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中记载：&quot;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quot;意思是说脾具
有主升清的功能；脾还主统血，《金匮要略》中记载：&quot;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quot;
脾气对血液有固摄的作用。脾为后天之本，进入人体的营养素都要在脾胃的运化功能下完成消化和吸
收，想要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就要加强对脾的保护和调养。五行中的“五”是金木水火土；&quot;
行&quot;是运动不息的意思，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相生《命理探源》中是这样解释
五行相生的关系：&quot;木生火者，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生，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
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地，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需隐于石里，依附着山，浸润而坐，聚土
成山，有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温润流泽，销金亦为水，故金生水；水生木者，
因水润而能出，故水生木也。&quot;五脏之间的相生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互帮互补的良性循环
关系即肝（木）藏血以济心（火），心（火）之热以温脾土，脾（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金），
肺（金）清肃下降以助肾（水），肾水之精以养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 即：肝好——心好，心好——脾好，脾好——肺好，肺好——肾好，肾好——肝更好。古人用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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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五行把大自然的循环关系和人体内的新陈代谢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以自然养生，天人合一。肺属金，
脾胃属土，土生金，脾统摄血液，就是说脾胃就像肺的母亲一样，保养好脾胃才能补益肺金。肾属水
，肺属金，金生水，金气化水，肺是肾的母亲，一直给肾提供帮助，肾精生血，肾气不足就会影响到
子宫、卵巢、盆腔系统。肝属木，肾属水，水可涵木，肾水足了，肝木才会郁郁葱葱，乳房才会傲然
挺拔。肝藏血，肝气郁结就会滋生乳房肿痛，乳腺增生，乳腺肌瘤等问题。五行相克《白虎通义》中
记载：&quot;五行所以相害（相克）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
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quot; 五脏六腑其实是&quot;五权分
立&quot;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帮助，又相互约束。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肝属
木，脾胃属土，木克土，木侮土（木约束土），肝气条达，可以疏泄脾土的郁滞；肝火不灭，殃及脾
胃，就会影响食欲腹胀憋气。脾胃属土，土克水，脾的运化，可以避免肾水的泛滥；肾属水，心属火
，水克火，肾水的滋润，能够防止心火的亢烈；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
金清肃的太过。肺属金，肝属木，金克木，肺气清肃下降，可以抑制肝阳上亢；肝火伤肺，中医叫
做&quot;木火刑金&quot;。所以消解肝火也可养肺。季节的五行金律人的身体会随着天气变化而不断
进行调整，伴随着春温、夏热、秋燥、冬寒，人体也会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系列规律的变
化。如果违背季节的五行更替规律，身体就不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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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吕氏春秋》中也记载
道：“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
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春天主生发，《黄帝内经》说“无厌于日”，就是要夜卧
早起，多晒太阳，抒发肝气，春天肝火旺，人体的阳气开始不断地往外宣发，皮肤毛孔也舒张开放，
这时最易感受风寒，所以，常言所说的&quot;春捂秋冻&quot;是很有道理的。春天是肝气最足、肝火
最旺的时候。这时人最容易生气发火，肝胆是相表里的，肝脏的火气要借助胆经的通道才能往外发，
所以，很多人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嘴苦(胆汁上溢)、肩膀酸痛、偏头痛、乳房及两胁胀痛、臀部及大腿
外侧疼痛。其实，从胆经来抒发肝之郁气，是最为顺畅的。夏天容易出汗，而“汗为心之液”所以心
气也最易耗伤 &quot;暑易伤气，暑易入心&quot;。《养生论》中记载：&quot;夏日更宜调息静心，常
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quot;《素问·臧气法时论》中说
：&quot;心主夏，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quot;因此，夏季应要养心，达到&quot;正气充足，邪不可
干&quot;的境界。夏天毛孔大开，最易出汗，汗为心之液，可泻过旺之心火，也可将侵入皮肤的寒邪
及时排出，这时积寒躲在后背的膀胱经以及各关节处，最易被赶出来。所以发汗法是排除体内寒邪的
最好方法。 中医上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素问·脏气法时论》中记载：&quot;肺主秋⋯⋯肺收
敛，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quot;《饮食正要》中记载：&quot;秋气候，宜食麻以润其
燥。&quot;《史记》言：&quot;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quot;冬天是万物休养生息
的季节，也正是我们身体储存能量的最好时机，正所谓&quot;鸟因迁徙而羽丰，兽恃蛰伏而体
壮&quot;，冬季属水，肾属水，冬天不注意保暖，肾水就会更冷，导致肾阴不足，出现肾阴虚之症。
水生木，肾水不足，“冬不藏精，春必病瘟”不好好滋养肝木，来年春天肝脏就容易出问题：像乳房
胀痛，乳腺增生，月经不调等等，这就是季节对人的惩罚。《黄帝内经》上说：&quot;冬三月，此谓
闭藏&quot;，&quot;早卧晚起，必待日光&quot;，&quot;去寒就温，无泄皮肤&quot;，&quot;逆之则伤
肾&quot;。其中，&quot;早卧晚起&quot;为了&quot;防寒&quot;，&quot;必待日光&quot;为了&quot;不散
寒&quot;，&quot;去寒就温&quot;为了&quot;驱寒&quot;，&quot;无泄皮肤&quot;为了&quot;御寒&quot;
。《灵枢·天年》中黄帝问大医歧伯，有人不能寿终而死的原因。歧伯回答：&quot;薄脉少血，其肉
不实，数中风寒⋯⋯故中寿而尽也。&quot;可见，寒气是导致众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五行、五脏与十
二正经古人言：&quot;不知十二经络，开口举手便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quot;“ 经脉
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是人体气血的通路，是经脉与络脉的总称，起
到沟通内外、贯穿上下、联系左右、网络周身的作用，将外在筋、脉、肌、皮、五官、九窍与内在的
五脏六腑等连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十二经脉表里属络关系：五脏为阴，五腑为阳手太阴肺经（从胸走
手）与手阳明大肠经（从手走头）相表里；         秋燥补肺金手厥阴心包经（从胸走手）与手少阳三焦
经（从手走头）相表里； 手少阴心经（从胸走手）与手太阳小肠经（从手走头）相表里；         夏热祛
心火足太阴脾经（从足走胸）与足阳明胃经（从头走足）相表里；             长夏补脾土足厥阴肝经（从
足走胸）与足少阳胆经（从头走足）相表里；             春温补肝木足少阴肾经（从足走胸）与足太阳膀
胱经（从头走足）相表里。          冬寒补肾水因此，春天多吃补益肝胆的木行食物，夏天多吃补益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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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的火行食物，长夏多吃补益脾胃的土行食物，秋天多吃补益肺与大肠的金行食物，冬天多吃补益
肾与膀胱的水行食物。更多内容查看http://shanghaizhaona.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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