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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内经"中的#六气$含义"

#

!徐宁!!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 "#$%##"

摘要!对!内经"中 &' 处#六气$二字连读者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六气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自然界中风'暑(热)'火'湿'燥'寒六

种不同性质的气候变化的总称*二是指构成人体的精'气'津'液'血'脉六种基本物质*三是指节气& 并探讨了自然界中的六气

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以及人体六气不足与疾病的关系&

关键词!气*六气*内经*中医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六气#是中医基础理论的范畴#是自然界风$寒$

暑$湿$燥$火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是万物生长化收

藏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 在现存最早的

中医典籍(内经)中也有*六气+' 本文试从(内经)

&*" 篇中检出*六气+二字相连 &' 处条文#进行归纳

分析#以明确(内经)中*六气+的含义'

&!"内经#中$六气%的含义

&+&!六气是对自然界中风'暑(热)'火'湿'燥'寒

六种不同气候变化的总称!(素问,六微旨大论)-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

(素问,六微旨大论)-*帝曰-愿闻其岁六气始

终#早晏何如.+

(素问,五常政大论)-*岐伯曰-六气五类#有相

胜制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夫六气者#行有次#止

有位'+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此天地五运六气之

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黄帝问曰-五运六气

之应见#六化之正#六变之纪#何如. 岐伯对曰 -夫

六气正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不同其

候#帝欲何乎.+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岐伯曰-夫六气之用#

各归不胜而为化'+

(素问,至真要大论)-*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其

至何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六气相胜奈何.+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六气之复#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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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态医学思想的研究#发现中医原本就是生态医

学#这也许能成为中西医结合新的突破点' 于是#学

者们从中西医比较入手#以二者皆认同的*生态医

学+为支撑#构思起新医学的创建' 有人提出以人

体生态系统为中西医结合的切入口#设想着综合理

论层次上的人体生态系统$技术层次上的人体信息

系统与应用层面上的人体生态医学#集成一个新的

医学///生态医学#其中的分支学科有-优生医学$

优育医学$免疫医学$预防医学$治疗医学$养生与保

健医学$临终医学等#突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

为重的生态思想'

,+,!医学发展战略走向的考虑

分析世界卫生革命的历程#以强调优化生存环

境$提高生命质量和增进心身健康为重点的第三次

卫生革命已然来临' 沿着(内经)朴素生态学的思

路#结合对现代医学现状的反思#受微生态学与稀少

生物学的启示#迫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并吸收环

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观点#山西中医

学院陶功定创造了*大生态医学+的全新概念' 同

时#上海中医药大学马伯英也提出了*泛生态医学+

的观点' *大生态医学+ *泛生态医学+都试图全方

位地包容生态医学诸多的$丰富的内涵#成为其总

和#以期代表新世纪医学发展的战略走向#引领着医

学去应对人类回归自然本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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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善' 六气之胜#何

以候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六气标本#所从不

同#奈何.+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00然六气往复#

主岁不常也' 其补泻奈何.+

&+"!六气是对人体内的精'气'津'液'血'脉六种精

微物质的总称!(灵枢,决气)-*黄帝曰-六气者#有

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

之.+

(灵枢,决气)-*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 岐

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 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

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六气中六是数量词%气指节气!(素问,六节

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

四时谓之岁'+

"!讨论

"+&!六气乃中国古代五运六气学说中的六气!五

运六气学说#简称运气学说#它是探讨自然界天时气

候变化与疾病关系的一种学说' 其主要内容是以阴

阳五行为基础#结合古代的天文$历法等各方面知

识#作为推测气候变化的依据%"&

' 在(内经)中的

(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天元纪大论)$(素问,

五运行大论)$(素问,六微旨大论)$(素问,气交变

大论)$(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六元正纪大

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到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

解释' 主要是运用五运六气学说来推测某年的气候

变化#从气候的正常$太过$不及方面探讨对人体的

影响及对发病的影响和所发病证的特点$治疗等#对

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提供参考'

五运六气学说中的六气是对自然界中风$暑

!热"$火$湿$燥$寒六种不同气候变化的总称#它是

由于天地阴阳变化而产生的' (素问,天元纪大

论)-*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

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

之'+意即六气是天的阴阳#三阴三阳与它相应' 五

行是地的阴阳#生长化收藏的变化与它相应' 这里

所谓的三阴三阳#即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 六气是用十二地支

来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和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以测

岁气的异常' 每年的六气#分为主气和客气两种#同

时更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主气$客气的相互错综称为

客主加临#以进一步从观察主气的常序上#分析气候

的变化#推求气候对生物的影响%"&

'

"+"!六气指人体内精'气'津'液'血'脉六种精微物

质!(灵枢,决气)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人有精$气$

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

知其所以然'+对于文中 *一气+的解释#诸说不一'

隋,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六气)注-*一气者#真气

也'+明,张景岳(类经)四卷二十五注-*六者之分#

总由气化#故曰一气'+张志聪(灵枢集注)注-*本于

先天#总属一气1成于后天#辨为六名'+笔者认为

(内经)在成书时受古代哲学气一元论的影响#认为

气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 人也在万物之中#自然

界也是由这种哲学意义的气构成' 所以说从哲学角

度上来看#人是由气而产生' (庄子,逍遥游)-*通

天下一气耳+' 但(内经)毕竟不是一部哲学著作#

而是一部医学书籍#主要探讨人的生理$病因$病机$

诊断$治疗$养生等' 因此从医学角度来看#具体的

人是由精$气$津$液$血$脉等精微物质组成的' 在

本篇中#具体讨论了组成人体的这六种精微物质的

含义及不足时的表现'

精$气$津$液$血$脉此六者#各有固定主属的脏

器#它们的主次和正常与反常#都与其所主管的脏腑

的功能活动有关' 如肾主藏精#肺主气#脾主津液#

肝主藏血#心主脉等' 但是此六者#都是依靠饮食精

微而资养#胃又为饮食五谷之大海#所以胃也是此六

者生化之源#因此本篇又说-*六气者#各有部主也#

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结语

(内经)中的*六气+总计有三种含义-其一为自

然界中风$暑!热"$火$湿$燥$寒六种不同性质的气

候变化的总称1其二指构成人体的精$气$津$液$血$

脉六种基本物质1其三当指节气' 自然界中的六气

变化异常#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或其虽变化正

常#但人体正气虚弱#不能适应六气的正常变化而引

发疾病时#六气就成了致病邪气#称为*六淫+' 人

体中的六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其不足时就会

产生相应病证#如前所述' 因此人要时时注意顾护

构成人体的精$气$津$液$血$脉六气#不使其无故流

失#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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