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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医》

前言

　　常秉义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多年致力于《周易》的研究，对东方文化的精髓有深刻的理解
，对易道原理的领悟有丰厚的造诣。其已经出版的《周易与历法》、《周易与汉字》等著作，皆能发
皇古义，融会新知，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　　常秉义先生的新著《周易与中
医》一书，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医易汇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崭新而独到
的见解。特别是其中关于天人合一、太极阴阳、五运六气、八卦九宫、天体运行节律、时空运动结构
、周天公度全息模式、藏府经络气血理论等的阐述，无不渗透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易道思想和作者
本人贯古通今的真知灼见。　　大千世界，繁衍有度，苍茫宇宙，错落无垠，中国古人用以描述这无
限运动过程的符号数序，是对自然法则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
》、《洛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早在六千年前，那令人奇异莫测的神秘数图，就启发和开凿了
炎黄祖先超凡的灵感和智慧，并创造了《周易》这样震撼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从而引出后学三千易
著和统领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世代传衍的易道思想体系。　　孑L安国为《尚书》作序，推崇“伏羲、
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而《周易》就是大道之源。大道即自然之道，生命之道、
社会之道莫不尽在其中。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而易之道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
道。其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囊括宇宙，包罗万象，诚可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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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医易之道以道、德、神、太极为根本，以阴阳五行、气、数、象、经络为模式来反映天人关系如
环无端的自然过程及其各种生命运动生、长、化、收、藏节律的盛衰沉浮、生克制化相互关系链的网
络架构。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
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
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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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秉义，著名易学大师常秉义教授是国内外屈指可数的易学权威之一。他精通河洛数理、皇极经世、
梅花易数、六爻、风水、股市行情预测等，被多家大学、机构聘为教授、顾问等职。2006年，由全球
华人联合会世界易经总会、全球华人联合会易经研究院等40多家各国著名易学机构提名产生的2006年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名易学人物，常秉义大师名列前茅。2007年，在第十回世界易经大会中，经世界
易学专家评审委员会评议：常先生被授予“世界著名易学导师”称号。 常先生著述甚丰，著作等身。
其代表作有《周易与中医》、《周易与历法》、《周易与汉字》、《易经与大智慧》、《周易与股票
市场预测》、《焦氏易林注》、《皇极经世真诠》，点评《纬书集成》等40余部专著，为弘扬大易作
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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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天人合一思维　　人与天地相参，天人同纪的天人合一思维，在中国发祥极为久远。《
吕氏春秋》曰：　　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　　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
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　　《淮南子》曰：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
内，一人之制也。　　这就是说，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或谓天是大天地，人是小天地。人是天
地的缩影，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　　那么，天人之间，是如何进
行“合一”的呢？有哪些具体表现呢？《吕氏春秋》认为天人之际存乎“信”，书中说：“天行不信
，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
，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
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吕氏春秋·贵信》）天地日月，中通大信，所谓“日信
出信人；月信死信生”，四季变化信然。《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则从“符副”之说，剖判人天合一
之理。云：　　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币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
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
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
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也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人一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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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道是易道的分支，医易之道就是中华大文化的自然之道、生命之道、社会之道的大一弘学问。
中华医易之道不单纯治病，而是治人，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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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为啥借这本书
2、周易与中医，固然有着联系，中华民族智慧博大精深。
3、逻辑相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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