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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从湿与风寒暑燥火热两邪相合的角

度探讨风湿、寒湿、暑湿、燥湿、湿热（湿火）相兼为

病的复杂病机，揭示湿的特性，以期指导临床。 再者

临证亦可见多邪相合致病，如风寒湿，或风湿热，或

风寒湿热等相兼者，临证需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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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医学蕴含着“圆运动”思想，其“圆道观”在

《黄帝内经》中有多处体现。 圆道最初指的是对天道

的形象描述。 《易传·系辞下》指出日月往来相推而

明生，寒暑往来相推则岁成，说明宇宙万物按照一

定顺序永恒不息地循环运动着，正是这种无形之气

的转化而引起了有形之物生生灭灭、往返无终的循

环状态

[1]

。 《黄帝内经》作为医家之宗，其中体现的圆

运动的雏形不仅表现在人体内五脏的运动中，也体

现在对宇宙气机推演、自然气候的描述中，这也深

刻地体现了《黄帝内经》取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

整体观的哲学理念。

1

天文学的圆运动

《素问·天元纪大论》取《太始天元册》描述，对

天象的变化提出了下列描述：“太虚寥廓， 肇基化

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

[2]

徐子评

[3]

对于该句的

论证认为，句中的“基”指的应为“北辰”（北极星），

古人在观察天体星象运动时发现各天体基本都是

围绕着这个中心点进行循环不止的运动，五运则指

天体在运动期间，时空周期随之表现出来的五种属

性特征。 简单来说，即天体是随着北辰（宇宙之“基”

轴）的运转而运行的，而在其周期之中的各个时间

点， 世间万物是按照一定的顺承顺序发展变化的，

如从季节言其顺序为春夏秋冬，而从五行言即为木

火土金水，这是《黄帝内经》在天文学上体现的最初

的圆运动思想。

彭子益从内经发挥，认为除了天体运行是具有方

向的以外，五运六气的运转同样也是具有方向的

[4]

，如

《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

右周天，余而复会也”，说明六气交替司天、在泉，循

环往复，相互胜复郁发，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具体

说即主气的循环次序一般遵循着“厥阴

→

少阴

→

少

阳

→

太阴

→

阳明

→

太阳

→

厥阴”的顺序进行转化

[5]

。

这在《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篇中都有具体表述。 但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内经》 提出了包括宣夜说、浑

天说与盖天说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观，虽然每一

种宇宙观对宇宙的构成及组成方式的认知不同，但

其均包含着循环往复、升降不息的圆运动思想。

2

自然气候的圆运动

《素问·六节脏象论》指出“五运之始，如环无端

……”， 这是对地球自转及公转的圆运动的最朴素

的唯物主义哲学认识

[6]

，同篇还提出“五气更立，各

有所胜”， 前者指出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季节变

浅谈《黄帝内经》中的圆运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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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中医学通过外观宇宙自然，内照人体育化，将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简化为阴阳对流图，并映射于人身，反

映人体内的具体生理活动。 在这个圆运动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体的基本运动方式———阳升阴降，即以中焦脾胃为斡

旋中心，带动其他四极（肝、心、肺、肾）的运动，如车轮生生不息前行。 该模式之雏形可回溯至《黄帝内经》，在其多篇章节

中提出类似于圆运动思想的观点，为后世提出与完善圆运动的相关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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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顺应着春、夏、长夏、秋、冬的顺序循环不止运

动，后者则是指出了季节圆运动中还包含了五行生

克的另一种变相圆运动， 以原文解释即为春胜长

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如此循环，

可见大循环中还包含着小循环，同理如映射于人体

五脏，则可形成人体五脏生克的圆运动图。

3

人体内的圆运动

《黄帝内经》中包含着“道法自然”的道家基本

思想，当古天文学及气象学等均表现出一个特定的

循环不止的周期性运动规律时，古中医学就把这种

周期性运动和我们人体本身的升降运动进行对比

并得出了人体内的以中焦为轴心的气血流动理论。

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中将天地的形成归功于阳

升阴降，指出“升已而降，降者为天；降已而升，升者

为地”。 同样在人体内，清气与浊阴的生成则需要中

焦脾胃发挥阳升阴降的生理功能，《黄帝内经》指出

若清阳不升反降，则会造成人体飧泄，若浊阴不降

反升，则会造成胸腹胀闷不适。 《素问·玉机真脏论》

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 ”指出只有

脾胃中焦气血输注顺畅， 运行不滞才能健康无病。

又有《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少阳太阴从本，少阴

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 ”可见

病理状态下阳虚湿盛成为中轴脾胃运转障碍的核

心矛盾。 脾胃中轴的正常运转，全赖中焦阳气的健

旺，突出脾胃的重要枢纽作用。

[6]

笔者认为清代黄元御对圆运动发挥最为深刻，

他根据《素问·刺禁论》中“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

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的论

述，在其著作《四圣心源》中将五脏气血流注顺序进

行了具体的描述，他认为中土脾胃之气是人体阴阳

升降、脏腑运动变化的动力和枢轴。 脾阳温则清阳

升，胃土暖则浊阴降。 中焦亦有升降，其中中土左

旋，肝木随己土上升，肝气宣达温升化热生心火，肾

水随肝木亦左升而上济心火；中土右转，肺金随戊

土下降，肺气收敛清降化寒生肾水，心火随肺金右

降而下温肾水。 中土冲和，肝气宣升，肺气敛降，水

火既济，形成一个以中气为轴心、为动力，肝肾之气

左升、肺心之气右降的循环周流。

我们可将上述描述具象为“圆”的运动，中气分

阴阳有升降，道路有上下分左右，如《素问·天元纪

大论》所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

之道路也。 ”即可形成以中土为中心，心火在上，肾

水在下，左为肝木，右为肺金的基本模型，以中气带

动左右之气升降于上下，循环往复形成一个流动的

“圆”。 在这个流注模型中，不仅有肝左升肺右降的

圆运动，还有心火下温肾水，肾水上济心火的升降

运动，亦有脾升胃降的圆运动，其中人体肾中一缕

阳气徐徐上升，温暖脾脏，脾脏得肾阳温阳，将小肠

转输过来的营养物质，通过沤的作用，化为精微之

气，上输至肺，肺将精微之气中清的部分进行宣发，

滋养皮肤和毛发， 浊的部分向下敛降滋养五脏六

腑，废弃之气化为水液，通过三焦，进入膀胱，成为

小便

[7]

。 这也是《素问·经脉别论》中描述饮食入胃后

的具体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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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人

体内的一系列生理活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8]

一

书将其描述为“人身中气为轴，四维如轮，轴运轮

行，轮运轴灵”。

4

结语

笔者从自然和人体两个角度分析了 《黄帝内

经》中的圆运动思想，根据《黄帝内经》原文与后世

发挥论述了圆运动的基本方式，自然界的圆运动主

要体现在人类观察天体的圆周运动及气候转变中，

人体内的圆运动则可以总结为气机升降出入的有

序进行，无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

生长化收藏，其运转之枢机主要在于后天脾胃的升

降，以保证肾中真阳潜于肾水，保持人体阴平阳秘

的平衡状态，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黄帝内经》虽然

条文琐碎，但仍为后世古中医学圆运动的提出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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