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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内经"的医理是建立在至极的天的极高明的基础上#在理论逐渐走向医术的自高明以下的过程中#!黄帝内经"所

进行的是一种还原的方法#而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黄帝内经"又始终是以所出发的高明为指导的$

关键词!!黄帝内经"%高明%还原%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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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编

订于西汉中叶) 实际上%西汉中叶也只是完成这部

著作的初步编纂工作) '内经(的成书经历了相当

长的时间%并且凝聚着数代人的心血%甚至当历史的

车轮运行到唐代%'内经(的编撰工作仍然还在继

续)

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医学理论的形成必须首

先经过经验的积累%然后对已有的经验进行统计*总

结进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由此可见%作为一部医

学著作%'内经(的成书时间必然是在具体的实际之

后) 因此%'内经(所反映的医疗实际一定是在其成

书之前即秦汉或者先秦时期的事情) 秦汉以前%华

夏民族繁衍于黄河流域一带%或者说%此时这一带人

文最为发达) 在地理上%这一带纬度中等%属于温带

地区%四季分明%这表现在'内经(中对一年四季中

每三月的特点十分明确的描述) '内经(医学理论

立论于+人与天地相参,%这里并不是世界观层面上

的+天人合一,之谓) 实际的情况是%+天人合一,早

已经被自觉地前定了) 人和天地宇宙的类比被落实

在时令与节气之上%而且被植入一年一度的循环之

中%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秩序运行着%这就是

'内经(在医理上对这一极 +高明,世界观的 +分

殊,) 这个+分殊,实在是由中国传统的极高明以下

而至于各个实在的分科%其中的一支分科就到达于

中医的+高明,%即+人与天地相参,) 因为+天人合

一,前定的设定%自然的+高明,成为不可辩驳的最

高前提) +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

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天气%是一个至极的

存在%它的特点是+藏,%正是因为其藏而不显%所以

能够保持长久的状态) +下,有散失以及从原先的

地位离开的意思%+不下,是动态的%是+藏,的结果)

天气之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然而它正是人们行为

的标准和努力的方向)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达到的程度%因为+唯圣人从之,) !'素问-四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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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大论(#然而一旦做到这样的程度%就会+身无奇

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奇病,就是大病%是因为人的行为违逆了天气

的!规律#运行而得致之病) 又因为得大病的人会

!失万物#背离万物进程的规律%生机或者说生命的

源泉就会走向衰竭%所以自然之高明乃在于四时之

气%+.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 !'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四时统领着万事万物的终始规

律*死生的造化) 这是因为逆气之病*逆时之疾*违

阴阳之恙%是从最高的前提开始就违逆了自然的高

明%这就是+反顺,所致的疾病%这样的病%+死,*

+乱,是必与之相伴的) 进而'内经(便有了+治未

病,的道理%这里的病就是前文所述的违逆了自然

之高明而得的病)

强调阴阳四时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坚定'内经(

所持的自然之高明) 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内经(

的医理是从最+高明,之处开始的!笔者把这个过程

表述为+自高明以下,#%因此以'内经(为代表的中

医学理论不曾也不可能把理论封闭起来) 自高明以

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论在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

的落实%这样就使得实际的情况都在+高明,之中)

对于春夏秋冬四季之气的描述%对于'内经(的作者

来说%乃是在于强调这自然之+高明,的重要性%并

且即便存在地理空间或者个体空间的差异%仍不会

逃离这个范围) 所谓理论%是基于各种具体经验的

总结) 在理论化的过程中%人们对比各个具体的时

空%归纳出每个具体实际中普遍的甚至可能是永恒

的事物%然后对归纳出来的事物进行简练的描述)

对于医学%理论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然而理论却不是

医学的目的%医术才是医学的目的) 因此%从理论到

医术又有一个还原的过程) '内经(的方法论就体

现出这样一个还原过程) 理论层面的还原%使得

'内经(的内容日益充实起来) 自高明以下%事无巨

细%均被尽量地梳理通来) 因为+天人合一,%天就

是至极%它就是自然的高明) 然而%天人在实际中却

是二分的%由此便有了+何以可能天人合一/,的提

问) '内经(并没有拘泥于这个问题%由高明以下%

+天人合一,确实仍然一以贯之) 天人虽然实际是

二分的%但是'内经(的作者则认为天人二者因为气

而贯通起来) 因此%自高明以下%天人之分虽然逐渐

明了%气又把二者统一起来) 由此可以发现%中医学

理论被还原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这一层面具备了天*

人*气的内容) +气,在这里又联系起了天和人%在

这里%天人仍然是+一,)

对于此处+一,的把握乃是要通过了解*运用

+气,的一般特性%天人相通是通过气来实现的%气

分阴阳%这个阴阳就是天的阴阳%这是至极的高明%

也是自高明以下的依据和标准) 并且+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

气),!'素问-生气通天(#世界上的实物如九州之

域*人的九窍*五脏*十二节%都与天气相通%这样一

来%理所应当的是%这个与天气相通的气必然要遵循

天气的基本的运行规则%而且%对于人体来说%这就

是+寿命之本,) !'素问-生气通天(#苍天之气依

循四时阴阳的秩序而变化%而这个变化的秩序就是

人体之气所必须依循的%其顺应与否决定了人的健

康状况) 于是%人的日常起居就在这医理至极之高

明之下了%在往下的还原过程中%医理逐渐被具体

化*实在化) 并且%理论与实际具体结合的程度在这

样一个还原的过程中逐渐加深)

还有一个现象是%中医理论在这个过程之中一

直注意着还原的结果对于高明的坚定*证实和精炼)

因此%其理论纵深的过程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早已

存在的前定的+高明,之下进行的) 这种情况大量

地表现在'内经(对实体状态的描述并没有注重在

形象*表面的感性描写的层面上%而是一直在自然的

高明理论的影响或者指导之下) 汗*浮肿*筋挛*多

语*厥*盲*聋*半身不遂*疮疖*痱子等身体上*精神

上的状况%'内经(没有僵滞于就事论事%而是寻找

+气,方面的原因) 并且%最后一致统归在气对时序

的不顺应%导致气逆时*违时的原因就是人的日常起

居没有符合阴阳的秩序) 人的气通于天气%则人的

气也分为阴阳%人与自身的阳气的关系就像+天与

日,%+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素问-生气通天(#太阳的光明照耀天空%则人的

阳气是在上在外的%对身体起着保卫的作用) 而人

自身的行为和情绪又影响着这外在的阳气%+烦劳

则张,%人体烦劳之时%阳气会亢盛而外张"+大怒则

形气绝而血菀于上), !'素问-生气通天(#大怒之

时%阳气会上升%血会随气上升而郁积于上) 阳在

外*在上%阴则在内*在下%并且%+阴者%藏精而起亟

也%,!'素问-生气通天论(#阴是藏精于内并不断地

扶持阳气的%即阳气的耗损是必须以阴来作为补给

的) 阴阳构成了气%阴阳如果+两者不和,%则+若春

无秋%若冬无夏),一年的周期仍然未变%而一岁的

成为乃是因为+寒往暑来,%阴阳两者之一有缺失或

者不和谐%就如同一年之中只有单一季节一样%是不

完整的)

天是至极的高明%人体是这一高明还原的一个

层次而且又在这个高明之中) 天地宇宙自然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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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阳层面上就是它的四时之序%在这个高明之中

的人是必须+和之,的%这就是+圣度,%是最高的标

准) 所以+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 !'素问-生气

通天论(#烦劳会导致阳气亢盛%这样阴精就会衰

竭) 而阳气因为是在外*在上的%它的耗散是必然

的%天之阴阳是没有也不会耗散的%这就是人与天的

不同之处%也是人必须在自然之高明之下的理由)

+阴之所生%本之五味%, !'素问-生气通天(#五味

之饮食能促进阴的生长以补阳气的耗损%所以+阴

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神乃绝), !'素问-

生气通天(#阴气平和*阳气固秘才是健康的标准"

否则%阴阳分离%人的精神就会衰竭) 显而易见%自

高明以下至此%特殊的具体出现了) 天之阴阳是不

绝的%而人的阴阳若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则需要+五

味之本,) 极高明就是极普遍的事物%气足够高明

就使阴阳流行造化%这个规律无论在至极的天或者

高明以下的人身上都具备着) 这样%自高明以下的

还原又到达了一个层次$$$阴阳流行造化)

对于阴阳%'内经(以逐步走入阴阳的立场和角

度%着重阐述阴与阳的关系%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

而就阴阳同一体来说%'内经(作者并没有和它有任

何的分离%即'内经(认为%人体与阴阳是一致的)

这个高明处是人体与阴阳的合一%并且这里的高明

正是在天人以气相通的高明之下*之内)

'内经(的医理还原到这一个层次%它对于依据

的采用却又返回至上一层次) 人体阴阳各自的特

点%'内经(取法于天地阴阳%这就是+本,%+治病必

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个+本,就是

阴阳)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

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天地宇宙的一般规律就是阴阳%它是一切事

物*万物变化*生长毁灭的根本) 阴阳的各自特点也

正是以天地宇宙之阴阳为根据的) +积阳为天%积

阴为地) 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清静之气上升成为天%浊阴之气积

下成为地"阴相对静止%阳相对躁动"阳主生成%阴主

成长"阳主肃杀%阴主收藏) 把这个比附于人体%就

是+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

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和天地宇宙一样%阴阳各自的特点在人体仍

然是阳在上*在外%阴在下*在里) 阴阳特性落实到

功能形体方面%阴阳就表现为+阳为气%阴为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的功能为阳%饮食之

物为阴%这是阴阳特性的又一具体方面的比附以及

阐述) 依据阴阳各自普遍特性的方法论%+阴中有

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阴阳又复有

阴阳) 在天地宇宙至极之高明上是&+天覆地载%万

物方生%未出地者%名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

者%名曰阴中之阳),!'素问-阴阳离合论(#还原至

人体的层次%则成为+三阴三阳,之说) +阴阳者%数

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

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众多的

具体事物%仍然在其一+要,的极高明之中) 阴阳之

极高明%还在于阴阳的相互关系之中%独阳不生%独

阴不长%二者互为条件"落实于人体%则+阳化气%阴

成形%,阳化生为力量%阴则构成形体) +阴在内%阳

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阴在内镇守着阳%阳在外为阴的役使) 人体的

阴阳二者也互为条件*互相维持对方的存在) +阴

阳者%万物之能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万

物的原始动力在于阴阳的变化%阴阳还是相互作用

的%两者在此消彼长着%气候之寒暑交替就是如此%

岁的成为就在这样的动态之中%这就是平衡) 人体

只有阴阳平衡才能具备健康的身体%+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方过于亢

盛%对立面就相应地衰竭%这时人体的症状就是+阳

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

宇宙之阴阳有其固定的处所%行使各自不同的功能%

两者处于互为条件的统一之中"同时%二者又在不断

地对抗着%在对抗的过程中自身增长而限制着对方%

而增长之极又转化为它的对立面) 人体的阴阳也是

如此%任何的偏差都可能引起病状)

自高明以下到这一层次%具体情况日益复杂起

来%却始终在高明的指导之下) 研究实物%也不是单

就实物入手%而是贯之以高明之义) 于是%相应的治

疗之法也在这个高明之下*之内) +从阴引阳%从阳

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

观过去不及之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显然%

对于阴阳所使用的方法是+引,%而不是+制,) 在医

术的层面%'内经(仍然坚持着这个极高明$$$天人

合一) 阴阳本为一体%其偏盛的纠正应该由阴阳二

者本身予以调节%而不可以人为地+灭阳,或者+灭

阴,%+引,的意思实际上是使处于下风的阴阳之中

的一方逐渐强大起来以重新达到平衡)

可见%在自高明以下的过程中%极高明之义被

'内经(坚定地贯彻着%从天人合一以下到气%再达

阴阳%途经是还原性的%却又不是那么通彻的还原%

这也是中医的特色形成的诸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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