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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黄帝内经》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疗领域，从而成为中医学的
重要概念。
中医学虽然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是将人体当做大自然这一整体的一部分，他不是单一地研究人体，
而是将人体置放于大自然这一整体的运动变化中来考察，将人体看做是一个小宇宙。
要明了养生之道，不仅仅要了解作为个体的人的人体内在结构和运动机理，同时也要了解大自然这一
整体的运动规律。
人与大自然一样，处处体现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处处要遵循五行的生克制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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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种一一对应的联系失之于刻板机械，但是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
人体与天地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却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生命活动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和制
约，从而引起人体生理机能的种种微妙变化。
　　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就是“天命”或“天道”。
天道有常，天地自然的阴阳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
按《黄帝内经》中的运气学说，时间的变化处处体现着阴阳消长的规律。
一日有12个时辰的变化；积五日天地阴阳之气就会一个细微的变化，称为一候；积三候15日天地阴阳
之气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称为一气（一个节气）；积两个节气成一月，积三个月六个节气成一个季
节，此时天地阴阳之气的变化就非常显著；积12个月24个节气成一年，完成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积12
年完成12地支的小轮回，积60年完成60甲子的大轮回，天地阴阳之气都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以四时变化而论，《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
，人亦应之。
”随着四时更替，人体生理也会与天地自然相应产生生长收藏的变化，春夏阳气发泄，气血趋于人体
表皮，皮肤腠理开，多汗；而秋冬阳气收敛，气血收藏于人体内部，皮肤腠理密闭，少汗多尿。
人体脉象与之相应也会有春弦、夏洪、秋浮、冬沉的不同。
春温、夏热、秋燥、冬寒，气候的变化会影响人体的变化，春季多温病，夏季多热病，秋季多燥症，
冬季多伤寒。
又如《素问·金匮真言》中论述风邪为病时说：“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
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
”四时之风一旦超出人体适应范围即为邪，就会对与之相对应的脏腑造成侵害。
　　以昼夜变化而论，一日之内昼夜晨昏的变化就如同一年春夏秋冬的四时一样，可以看做是小四季
。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说：“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人为秋，夜半为冬
。
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
夜半人气人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此时阴阳冷暖的变化虽然不会如四季变化那么显著，同样会对人体生理机能产生影响。
早晨与日中阳气盛，可以压制病邪之气，而傍晚与夜半阳气衰、邪气盛，如果超出人体适应能力，此
时病情就会加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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