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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南北政的经文补遗

"

!晏向阳#

!!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政府!重庆 "##$%""

摘要!简述了运气南北政天文历法根源和主客运气基础!对其阴阳所在不应和将气调平的辨治!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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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篇中#原

本就有'素问(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素问(本病论

篇第七十三)两篇缺文#这可能就是王冰有意在'内

经)中留给后人的增补空间* 果然#有人给补上了#

观其两篇补文#对运气南北政只字未提* 故笔者认

为#应在'素问(本病论篇)中增加运气南北政的内

容*

关于运气南北政问题#'内经)只在'素问(至真

要大论篇第七十四)中作了简要的表述#并且只此

一处#并无再现#致使后人不知其要而各说其是#不

明其理而未得共识* 笔者通过多年潜心探索#在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第 %I J'# 卷中#先后发表论

文六篇#终于解开此千古之谜* 谜底虽然解开#尚欠

融为一炉#观'内经)之缺失#看众人之谜误#应补之

以充其说#以全其意#虽曰自不量力#只言重在参与#

若能抛砖引玉#自当含笑九泉*

%!运气南北政的天文历法根源

观'内经)运气南北政一节#首言调平气之法#

为查阴阳所在#而查阴阳所在之法#又有时间和空间

两个方面的含义$其时间含义#主要表现为运气的前

后流行&其空间含义#主要表现为运气的上下对峙*

在经文中#已对其时间的流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表

述#而对其空间的对峙#则只能在经文简要的运气南

北政表述中寻求答案*

%(%!引言

黄帝坐明堂#召鬼臾区曰$+余闻岐伯言#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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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南北政中#将气调平之法#为查阴阳所在而调

之,%-

#愿闻其阴阳所在奈何./鬼臾区曰$+阴阳所

在#即阴阳的时空象位#有时间流行和空间对峙两个

方面的表现#运气南北政属于空间对峙的阴阳所在#

其理又是一番景象#虽岐伯亦只知其现象*/帝曰$

+其故何如./鬼臾区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功#

环境有优劣#衣食有余缺#基础有高低#师教有厚薄#

天资有聪愚#个人有长短*/帝曰$+愿闻其空间对峙

之阴阳所在何如./鬼臾区曰$+其符号干支对应#其

根源天文历法#其基础主客运气#其象数南北对峙#

其义理正反治法*/

%('!历法

帝曰$+其符号干支运气之阴阳对应关系#余已

知之#愿闻其天文历法之根源*/鬼臾区曰$+天体运

行是运气现象的根源#用天体运行规律来表示时空

构序#称为历法* 是故#历法是五运六气的根源#也

是运气南北政的根源*/ 帝曰$+愿闻天体运行所表

现的历法何如./鬼臾区曰$+我们的现实宇宙#自盘

古开天辟地之大爆炸到如今#已经一百五十亿年#如

今的宇宙#约有两千亿个星系#我们所在的星系#叫

做天河#又叫银河#银河系约有两千亿颗恒星#我们

的太阳#就是其中的一个#太阳的势力范围#叫做太

阳系#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是一个正在稳定放射光

热的球体* 我们居住的大地#也是一个球体#叫做地

球#是太阳系肉眼可见六大行星中的一个#这六大行

星#按其离太阳从近到远0从内到外的顺序#第一是

辰星#又叫水星&第二是太白#又叫金星&第三是地

球#又叫君星&第四是荧惑#又叫火星&第五是岁星#

又叫木星&第六是镇星#又叫土星* 各行星在围绕太

阳公转的同时#又在自转* 我们地球自转一周的时

间#叫做一天#又叫一日&公转一周的时间#叫做一

年#又叫一岁#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微有

余*/

%(O!昼夜

帝曰$+一日有昼夜者何如./鬼臾区曰$+日者#

太阳也#一日者#太阳光照射一次也* 昼夜者#地球

与太阳之向背不同也#其面向太阳的一面#有太阳光

照射而曰白昼#又叫白天0日间&地球背向太阳的一

面#无太阳光照射而曰夜晚0晚上0夜间* 一日之昼

夜交替#皆因地球自转所致*/帝曰$+昼夜之时间等

长乎./鬼臾区曰$ +两分之日#昼夜等长#余皆有

差*/帝曰$+其故何如./鬼臾区曰$ +一年四季之

故*/

%("!四季

帝曰$+一年有四季何如./鬼臾区曰$+先定南

北#后晓回归#则四季可知矣*/帝曰$+愿闻南北之

定*/鬼臾区曰$+地球自转#围绕一轴#名曰地轴*

地轴有名无形#假想不见#轴出地面#名曰极点#极点

不动#上对极星* 自转轨迹#皆为正圆#大小不等#名

曰纬线#最大纬线#名曰赤道#赤道两侧#定为南北#

中原居北#太阳在南#南居未晓#太阳在北*/帝曰$

+回归何如./鬼臾区曰$+回归者#观太阳之去而复

返也*/帝曰$+愿闻其理*/鬼臾区曰$+地球公转#有

一轨迹#名曰黄道#黄道面平#为一椭圆#有两焦点#

日居其一* 黄赤面间#有一夹角#欲知其度#平人可

行#为求精确#择地尽赤#位高望远#东西开阔#专人

专司#常年累月#观日出地#记录差别* 日出最北#其

日夏至#日出最南#其日冬至#两至中点#是为两分#

分观连线#是为赤道#观者为心#作一正圆#正圆周

度#一年天日#一日一度#间隙均等* 再看空间#数其

度数#实践可知#四十有七#两而分之#黄赤角定#夏

至北纬#廿三又半#称为北回&冬至南纬#廿三又半#

称为南回* 再将此理#用于昼夜#夏至之日#北半球

白昼最长* 冬至之日#北半球白昼最短#两分之日#

昼夜相等#南北相同* 我地中原#夏至前后#光多气

热#名曰夏季&冬至前后#光少气寒#名曰冬季&冬夏

之间#春分前后#光增气温#名曰春季&夏冬之间#秋

分前后#光减气凉#名曰秋季* 如此则春夏秋冬#四

季可知#温热凉寒#四气可晓*/

%(L!节气

帝曰$+善* 然则两分两至#间隔过大#尤使其

小#如之奈何./鬼臾区曰$+设置二十四节气可矣*/

帝曰$+二十四节气何如./鬼臾区曰$+在黄道上设

二十四个点#将一年分为大致相等的二十四个时段#

其从冬至点开始的顺序是$冬至0小寒0大寒0立春0

雨水0惊蛰0春分0清明0谷雨0立夏0小满0芒种0夏

至0小暑0大暑0立秋0处暑0白露0秋分0寒露0霜降0

立冬0小雪0大雪0复又冬至* 有了这二十四个节点#

划分四季就迎刃而解了*/帝曰$+节点与时段的对

应关系何如./鬼臾区曰$+冬至点到小寒点之间为

冬至时段#亦曰冬至#冬至点为冬至时段的起点#亦

曰始点或初点* 小寒点为冬至时段的止点#亦曰终

点#两点之中心点为其中点#从初点到中点#叫做初

段#或曰上段&从中点到终点#叫做终段0或曰下段#

如此命名#称为起始原则#其余段点依次类推#年月

日时同理#五运六气同法*/

%(I!月份

帝曰$+愿闻四季之界点何如./鬼臾区曰$+按

月确定即可*/帝曰$+按月确定何如./鬼臾区曰$

+月者#悬空之圆球也#名曰月球#绕地公转#称为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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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周时二十七又十分之三日#叫做恒星月* 月不发

光#反射日光而亮#又叫月亮#月转位移#故有朔望钩

铉之象#两朔之间#称为一个朔望月#其时二十九日

半#朔恒有差者#因月绕地行时#地亦在绕日而行之

故也*/帝曰$+恒星月为天文观测之体#朔望月为日

常生活之用#余已知之#然年之与月的天日#非为倍

整#若要相近#如之奈何./鬼臾区曰$+以二十四节

气定润即可*/帝曰$+定润何如./鬼臾区曰$+二十

四节气#为其总称#分而言之#则有节与气的区别#奇

点曰节#偶点曰气#有节有气0无节有气#可以称月#

有节无气#置为闰月*/帝曰$+定润之后#每年的月

份不相等#天数差异大#不置润可乎./鬼臾区曰$

+抛开月象#便无闰月#只按二十四节气确定#两个

节段是为一月#一年为十二个月#以应十二地支*/

帝曰$+月份定季何如. 鬼臾区曰$将大寒点定为一

年之起始#大寒经立春到雨水#是为一月#又叫正月&

雨水经惊蛰到春分#是为二月&春分经清明到谷雨#

是为三月&谷雨经立夏到小满#是为四月&小满经芒

种到夏至#是为五月&夏至经小暑到大暑#是为六月&

大暑经立秋到处暑#是为七月&处暑经白露到秋分#

是为八月&秋分经寒露到霜降#是为九月&霜降经立

冬到小雪#是为十月&小雪经大雪到冬至#是为十一

月&又叫冬月#冬至经小寒到大寒#是为十二月#又叫

腊月* 凡此十二个月#平分为春0夏0秋0冬四季#每

季三个月#即正0二0三月为春季#四0五0六月为夏

季#七0八0九月为秋季#十0冬0腊月为冬季*/

帝曰$+夫子言每年起于大寒#余闻方土言每年

起于立春#其故何如./鬼臾区曰$+方土所言#以四

立为四季起始#便于记忆#农者用之而不乱#称为农

历* 余之所言#以寒0雨0暑0霜为四季起始#参考气

化#医者用之而不惑#称为医历* 因医历无润而农历

有润#故当遇到与月相相关的问题时#可以结合农

历*/

%($!时辰

帝曰$+闻夫子年日之述#余思其有相似之处#

不知可有其法否./鬼臾区曰$+五运六气的年间0年

内与日内#都具有全息类推对应关系#又可分为原则

和具体两个层面*/帝曰$+其原则奈何./鬼臾区曰$

+首先是将一年与一日相对应#是为太极#此乃二者

相互全息的基础* 其次是半年与半日相对应#是为

两仪* 其三是四季与四分之一日相对应#是为四象*

其四是十二月份与十二时辰相对应#是为十二地支*

其五是二十四节气与二十四小时相对应#是为二十

四座山#又叫钟点*/帝曰$+其具体何如./鬼臾区

曰$+首先将一天的时间分为二十四个时段#每个时

段就是一个钟点#以冬至点为一时初点#称为一点

正#小寒点为二点正#冬至点到小寒点时段#称为一

时时段#其依次对应是$大寒为三点正#立春为四点

正#雨水为五点正#惊蛰为六点正#春分为七点正#清

明为八点正#谷雨为九点正#立夏为十点正#小满为

十一点正#芒种为十二点正#夏至为十三点正#小暑

为十四点正#大暑为十五点正#立秋为十六点正#处

暑为十七点正#白露为十八点正#秋分为十九点正#

寒露为二十点正#霜降为二十一点正#立冬为二十二

点正#小雪为二十三点正#大雪为二十四点正#又叫

零点正&其次将二十四小时合为十二时辰#以对应十

二月份#即三到五点为正月寅时#五到七点为二月卯

时#七到九点为三月辰时#九到十一点为四月巳时#

十一到十三点为五月午时#十三到十五点为六月未

时#十五到十七点为七月申时#十七到十九点为八月

酉时#十九到二十一点为九月戌时#二十一到二十三

点为十月亥时#二十三到一点为冬月子时#一到三点

为腊月丑时&其三是将十二时辰合为四个气段#以对

应四季#即寅卯辰时为春季温段#巳午未时为夏季热

段#申酉戌时秋季凉段#亥子丑时为冬季寒段* 其四

是将十二时辰分为昼夜两部分#即辰巳午未申酉六

时为白天#戌亥子丑寅卯六时为夜晚* 其五是昼夜

各自再分上下#即辰巳午时为上午#未申酉时为下

午#戌亥子时为上半夜#丑寅卯时为下半夜*/

'!运气南北政的主客运气基础

帝曰$+天体运行之天文历法根源#余已知之#

愿闻主客运气之基础何如. +鬼臾区曰$+主客运

气#就是主运主气与客运客气*/

'(%!主运主气

帝曰$+主运主气何如./鬼臾区曰$+四季0五运

与六气#同物而异名#角度不同#时段不同而矣*/帝

曰$+何谓同物异名./鬼臾区曰$+同物者#一年之三

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也#将此一年时间#作为太

极#按两仪分之#则为上半年与下半年两个半年#以

应阴阳* 按四象分之#则为春夏秋冬四季#以应气

化* 按五行分之#则为木火土金水五运#以应脏腑*

按六合分之#则为风热火湿燥寒六气#以应经脉#此

皆天人合一之所见也*/帝曰$+主运主气之因由何

如./鬼臾区曰$+主运主气者#地球自身因素之运气

表现也#所谓自身因素#既有天文因素#又有地理因

素#还有人为因素* 太阳是地球光热能量的主要来

源#地绕日行#因地轴倾斜之故#造成不同地域和不

同时段光热气候的变化差异#人类的生存繁衍#与环

境发生相互影响的作用#皆是主运主气的因由*/帝

曰$+主运主气的表现划分何如./鬼臾区曰$+以五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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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言之#是将一年分为大致相等的五个时段#平均每

段为七十三日略余#依次名曰$一运即初运为木运#

二运为火运#三运为土运#四运为金运#五运即终运

为水运* 以六气言之#是将一年分为大致相等的六

个时段#平均每段为六十一日略亏#依次名曰$一气

即初气为厥阴风木#二气为少阴君火#三气为少阳相

火#四气为太阴湿土#五气为阳明燥金#六气即终气

为太阳寒水* 帝曰$+主运主气与二十四节气的对

应关系何如./鬼臾区曰$+将一年的二十四节气0以

五平分之#每运为四又五分之四个节气#称为一运即

一季#共有五季#即从大寒到春分后十二日为一季#

又叫初季#从春分后十三日到芒种后九日为二季#从

芒种后十日到处暑后六日为三季#从处暑后七日到

立冬后三日为四季#从立冬后四日到小寒末日为五

季#又叫终季* 将二十四节气以六平分之#每气刚好

为四个节气#称为一步#共有六步#即从大寒到春分

为一步#又叫初步#从春分到小满为二步#从小满到

大暑为三步#从大暑到秋分为四步#从秋分到小雪为

五步#从小雪到大寒为六步#又叫终步*/

帝曰$+主运主气年内表现之因#余已理解#愿

闻其年间表现之由*/鬼臾区曰$+人类与生态环境

相互影响之故也*/帝曰$+愿闻其说*/鬼臾区曰$

+人类要生存#就要吃东西#穿衣物#住房舍#用车

畜#其物之来源#源于自然&人类要繁衍#致使人口渐

增#取用渐加#排放渐多#资料渐少#到一定之时#由

量变产生质变#则气候湿热#空气浑浊#生态变坏#环

境变劣#从而不利于人类* 然湿升气浊#又可使林茂

草繁#畜增谷丰#从而有利于人类#如此相互影响#反

复循环#数年一返#则运气之主见矣* 其以环境论

之#则十年一周#五盛五亏#合于天干#是为主运&以

生态论之#则十二年一周#六枯六荣#合于地支#是为

主气* 然生态与环境#相互相存#综合表现为气候#

是故五运与六气相通#天干与地支相和#二十有二#

平均表现为十一年左右的周期*/

'('!客运客气

帝曰$+善* 愿闻客运客气何如./鬼臾区曰$

+客运客气者#可见六大行星通过与太阳的作用而

影响地球气候之现象也*/帝曰$+其故何如./鬼臾

区曰$+天地万物#相互之间#具有引力#引力者#相

互吸引之作用也#故又名作用力* 如箭之离弦#石之

抛出#终须落地者也* 月地之间#相互吸引#致使月

不脱地#而地有潮汐是也* 可见大行星#质量大于

月#是故#日行相吸#互生潮汐#致使日有黑子之类出

现#黑子者#太阳潮汐之一种旋涡表现也#旋涡离日#

热度略低#见之微暗#故曰黑子#黑子旋涡#放出质

能#表现为太阳光热放射的异常#进而引起地球气候

的变化#人若不能适应#则疾病由生也*/

'('(%!客气!帝曰$+何以又有客运客气之分./鬼

臾区曰$+客气者#木日作用之影响波及也#木星是

太阳从内到外的第五个大行星#是太阳系中质量最

大0与太阳作用力最强的一个行星#若将地球质量0

日地距离和日地作用力均以一算#则木日距离为五

又十分之二#木星质量为三百一十七#木日作用力为

十一又十分之七* 木道椭圆#偏心率为千分之四十

八#偏心差为二分之一#作用力差为二又十分之三#

其力度之大#足以在木日两星上都形成强大的潮汐

现象#并足以引起地球气候的异常变化#从而表现为

客气*/帝曰$+客气之合地支者何./鬼臾区曰$+木

星绕日一周为十二年#恰与十二地支相合#或曰十二

地支之谓#本就源于木星绕日公转之数#是故木行十

二年之客气#可用十二地支表示#并与主气的地支十

二年周期相一致*/

'('('!客运!帝曰$+客运何如./鬼臾区曰$+客运

者#其余五大行星与太阳相互影响而波及地球之故

也* 其余五大行星与太阳作用力之比#水星为十分

之四#金星为一又十分之五#地球为一#火星为十分

之一#土星为一#总和为四#能共同致使太阳产生显

著的潮汐现象#从而表现为客运* 客运与主运相对

应#其周期都为十年#从而都可用十天干表示*/

'(O!运气加临

帝曰$+主客运气之差异何如./鬼臾区曰$+客

者每年轮转#初运三气主全年#且少阳与太阴异

位*/帝曰$+主者五六年一轮转#客者每年一轮转#

运者十年一周期#气者十二年一周期#其相互叠加#

交错有别#如之奈何./鬼臾区曰$+主客运气叠加#

称为运气加临#又有客客加临与主客加临之分* 客

客加临#为客气与客运间的叠加#其峰峰相重#是为

太过#谷谷相叠#是为不及#峰谷相加#是为平和* 平

和之客#对主之影响不大#是为正常&太过不及之客#

对主之影响明显#客主峰峰相重#是为太过#谷谷相

叠#是为不及#峰谷相加#是为平和*/

O!运气南北政的南北对峙象数

帝曰$+运气南北政之峰谷叠加奈何./鬼臾区

曰$+其峰谷叠加#据其客运客气的干支阴阳所在而

定#除了太过0不及和平和三种极端表现外#还有各

种中间表现*/帝曰$+愿卒闻之*/鬼臾区曰$+南北

阴阳所在#具体表现为南北干支分布*/

O(%!运气南北政的干支划分

帝曰$+其干支分布何如./鬼臾区曰$+其原则

是$地支以春分秋分为界#天干以太角少角为准* 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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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是$天干的壬癸甲乙丙和地支的辰巳午未申酉

共为太过在上之南政#天干的丁戊己庚辛和地支的

戌亥子丑寅卯共为不及在下之北政*/帝曰$+其据

何如./鬼臾区曰$+天干划分#据在'素问(六元正纪

大论)中#地支划分#据在1天文时辰%上*/

O(%(%!运气南北政的天干划分!帝曰$+'素问(六

气正纪)主言六气#运散其中#愿闻天干提取之由*/

鬼臾区曰$+论中五运配五音太少#客序含主运顺

序#其虚实自明#南北自分*/帝曰$+愿闻其详*/鬼

臾区曰$+五运配音#是为角木0徵火0宫土0商金0羽

水是也* 太者太过而实#少者不及而虚#故太角0太

徵0太宫0太商0太羽#是为运之太过而实者&少角0少

徵0少宫0少商0少羽#是为运之不及而虚者* 干支顺

序#甲子为首#奇阳偶阴#五运之序#角木为首#太少

相间#是故#运之南北划分#以角木太少为准* 观论

中运序#直言客序#主序标以初终#其序自明* 在壬

辰0壬戌0壬午0壬子0壬申0壬寅六壬年#运序均为太

角初正0少徵0太宫0少商0太羽终* 癸巳0癸亥0癸

未0癸丑0癸酉0癸卯六癸年#运序均为少徵0太宫0少

商0太羽终0太角初* 甲辰0甲戌0甲午0甲子0甲申0

甲寅六甲年#运序均为太宫0少商0太羽终0太角初0

少徵* 乙巳0乙亥0乙未0乙丑0乙酉0乙卯六乙年#运

序均为少商0太羽终0太角初0少徵0太宫* 丙辰0丙

戌0丙午0丙子0丙申0丙寅六丙年#运序均为太羽终0

太角初0少徵0太宫0少商* 由此可见#壬癸甲乙丙连

续五干年的木运均为太角#其主序均为太角0少徵0

太宫0少商0太羽#故知此五干为太过之南政*

同法可见#在丁巳0丁亥0丁未0丁丑0丁酉0丁卯

六丁年#运序均为少角初正0太徵0少宫0太商0少羽

终* 戊辰0戊戌0戊午0戊子0戊申0戊寅六戊年#运序

均为太徵0少宫0太商0少羽终0少角初* 己巳0己亥0

己未0己丑0己酉0己卯六己年#运序均为少宫0太商0

少羽终0少角初0太徵* 庚辰0庚戌0庚午0庚子0庚

申0庚寅六庚年#运序均为太商0少羽终0少角初0太

徵0少宫* 辛巳0辛亥0辛未0辛丑0辛酉0辛卯六辛

年#运序均为少羽终0少角初0太徵0少宫0太商* 由

此可见#丁戊己庚辛连续五干年的木运均为少角#其

主序均为少角0太徵0少宫0太商0少羽#故知此五干

为不及之北政*/

O(%('!运气南北政的地支划分!帝曰$+善* 闻夫

子1时辰%所言#南北政的地支划分#以两分为界#将

一天全息为一年#可知白天的辰巳午未申酉连续六

支#是为太过之南政#夜晚的戌亥子丑寅卯连续六

支#是为不及之北政#其理余已明了* 然南北干支#

位置不同#个数不等#太过不及#必有差异#愿闻其所

见*/

O('!运气南北政的脉位不应

鬼臾区曰$+干支位置之差异#表示其力度大小

和增减变化不尽相同#此正所谓要查阴阳所在之故

也*/帝曰$+五运与六气各自的干支阴阳所在#观其

象而可知其数#其理易解#然将二者结合考虑之加

临#则其理难明*/鬼臾区曰$+应用六减五之原理方

法即可*/

O('(%!用六减五原理确定不应的气名!帝曰$+何

谓六减五之原理方法./鬼臾区曰$+在运气南北政

中#各政的天干都只有五个#而地支则有六个#六个

地支的前五个与天干依次配合后#还剩下一个地支#

在本政中#缺少与之对应的天干#此情形称之为六减

五现象#将此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一种思维和方

法#叫做六减五原理#或曰六减五方法* 应用这一原

理方法#分析其在南政中的表现#是天干壬癸甲乙丙

与地支辰巳午未申酉依次配合成壬辰0癸巳0甲午0

乙未0丙申之后#还有一个地支酉在本政中没有与之

配合的天干丁#称为阳明酉气名不应#与之对应的天

干丁只有在对方的北政中才能找到#称为反其诊*

分析其在北政的表现#因首干丁属阴而首支戌属阳#

致使异气不相求#故应改变地支的顺序位置#使之变

为同气相求#改变地支的最好方法是两分法#也就是

将其变为丑寅卯戌亥子的顺序位置#这样#天干丁戊

己庚辛与地支丑寅卯戌亥子依次配合成丁丑0戊寅0

己卯0庚戌0辛亥之后#还有一个地支子在本政中没

有与之配合的天干壬#称为少阴子气名不应#与之对

应的天干壬只有在对方的南政中才能找到#亦称反

其诊* 由此可知#南政不应的气名是阳明酉#北政不

应的气名是少阴子*/

O('('!用不应的气名确定不应的气位!+不应气

名确定之后#还须确定不应气名的六步位置#即确定

不应的气位* 因司天三气的步支名#就是该年的岁

支名#是为司天主全年#故要确定不应的气名#须站

在司天三气的位置面北执政* 又因客气是轮流旋转

的#故南政之岁的阳明酉不应#在厥阴司天0少阳在

泉之年#其阳明酉在在泉左侧之一气位置#并在司天

执政者的右侧寸部位置#称为地左一气右寸不应*

同理#少阴司天0阳明在泉之年#为在泉六气两寸不

应&太阴司天0太阳在泉之年#为地右五气左寸不应&

少阳司天0厥阴在泉之年#为天左四气左尺不应&阳

明司天#少阴在泉之年#为司天三气两尺不应&太阳

司天0太阴在泉之年#为天右二气右尺不应*

北政之岁的少阴子不应#在厥阴司天0少阳在泉

之年#为天左四气左尺不应&少阴司天0阳明在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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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司天三气两尺不应&太阴司天0太阳在泉之年#

为天右二气右尺不应&少阳司天0厥阴在泉之年#为

地左一气右寸不应&阳明司天0少阴在泉之年#为在

泉六气两寸不应&太阳司天0太阴在泉之年#为地右

五气左寸不应* 左右间气不应的位置#与司天在泉

不应的位置相同#称为左右同*/

帝曰$+既言气位#何言寸尺./鬼臾区曰$+此脉

位法也#与手掌法同理#只为便于推算记忆而矣*/

帝曰$+两手脉位#共有六个#恰与六气步位在个数

上相同#然何以无关而有两./鬼臾区曰$+关脉位

置#已被两分占据#变为一点#故以两寸两尺补之#以

全六之个数而可相互对应*/

O('(O!用不应的名位!类推不应的年岁!帝曰$

+有不应之年岁否./鬼臾区曰$+在甲子六十年中#

有十年不应与六十个步位不应之别*/帝曰$+愿闻

其详*/鬼臾区曰$+从气性角度看#在甲子六十年

中#从现象言之#是酉子不应#从本质言之#是燥热不

应#燥热又有太过不及之分#故有南政北政之别* 燥

之太过不及者#南政之酉与北政之卯也&热之太过不

及者#南政之午与北政之子也* 南政不应#反其诊见

于北政#北政不应#反其诊见于南政#是故#南政之酉

不应#反其诊见于北政之丁0己0辛#午不应#反其诊

见于北政的戊与庚&北政之卯不应#见于南政之癸与

乙#子不应#见于南政之壬0甲0丙#故此在甲子六十

年中#有丁酉0己酉0辛酉0戊午0庚午0癸卯0乙卯0壬

子0甲子0丙子十年不应* 此不应十年之每一年#都

可按六气分为六步#从而表现为六十个步位不应*

从气位角度看#在甲子六十年中#从现象而言#

南北政共有十二气位不应#从本质而言#六气只有六

个气位不应* 此六个不应气位#各有太过不及之分#

故有南政北政之别* 在厥阴司天之政#是为巳亥之

岁#巳为南政太过之癸巳0乙巳0丁巳0己巳0辛巳五

年&亥为北政不及之癸亥0乙亥0丁亥0己亥0辛亥五

年#是故#厥阴司天之政#共有十年#每年有一个步位

不应#十年有十个步位不应* 六个司天之政#各有五

年太过0五年不及#故六十年共有六十个步位不应*

此六十个不应步位#又表现为壬子0癸卯0甲子0乙

卯0丙子五干年太过不应和丁酉0戊午0己酉0庚午0

辛酉五干年不及不应*/

O(O!南北政中!燥热不应之河洛探源

帝曰$+愿闻其燥热不应之源由*/鬼臾区曰$其

源由者#河图洛书也#昔伏羲到黄河#得一龟图#其图

右为圈九点四#下为圈一点六#左为圈三点八#上为

圈七点二#中为圈五点十#观其象数为圈奇点偶#领

悟出奇阳偶阴#奇偶相间#如山之连绵#于是作'连

山)#命其图曰河图* 伏羲没#神农作#到洛水#得一

龟图#其图四边为圈#上九下一#左三右七#命曰四

奇&四角为点#上面左四右二#下面左八右六#命曰四

偶#中间为圈五#命曰中土#观其象数#为阴阳附于中

土之外#中土藏于阴阳之中#于是作'归藏)#命其图

曰洛书* 神农没#黄帝作#观其象数而析其义理#将

阴阳类推于五行#知其一六属水#二七属火#三八属

木#四九属金#五十属土#领悟出河图乃顺行相生之

体为坤阴#洛书乃逆行相克之用为乾阳#于是作'乾

坤)* 观其体用生克之差异#在于金火位置之互换#

就其洛书之乾阳而言#是为金占火位#意为金位本属

于火#称为金阳之不相对应#与金阳相对应的位置#

应反其诊在坤阴的河图中求之&就其河图之坤阴而

言#是为火占金位#意为火位本属于金#称为火阴之

不相对应#与火阴相对应的位置#应反其诊在乾阳的

洛书中求之* 此即属阳的南政表现为燥金阳明酉不

应#属阴的北政表现为君火少阴子不应* 体用阴阳

兼顾#对立而统一#则金火均不相对应#合之而为燥

热卯酉子午均不应*/

"!运气南北政的正反治法义理

帝曰$+南北干支阴阳所在之不应与反诊#余已

知之#愿闻将其气调平之法./鬼臾区曰$+在运气南

北政中#既有干支阴阳之不应反诊者#又有干支阴阳

之相应正诊者#对其相应之正者#用正治法#对其不

应之反者#用反治法*/

"(%!干支阴阳相应

帝曰$+其相应何如./鬼臾区曰$+南政太过#北

政不及#阳年太过#阴年不及#故在南政之阳年#同化

为太过而强实#北政之阴年#同化为不及而虚弱&南

政之阴年#得南政太过之助而异化为平气年#称为得

政平气#北政之阳年#被北政不及所抑而异化为平气

年#亦称得政平气*/帝曰$+其年之有数乎./鬼臾区

曰$+强实者九年#是为壬辰0壬午0壬申0甲辰0甲

午0甲申0丙辰0丙午0丙申&虚弱者九年#是为丁亥0

丁丑0丁卯0己亥0己丑0己卯0辛亥0辛丑0辛卯* 得

政平气十二年#其南政得助六年#是为癸巳0癸未0癸

酉0乙巳0乙未0乙酉&其北政被抑六年#是为戊戌0戊

子0戊寅0庚戌0庚子0庚寅*/帝曰$+其治何如./鬼

臾区曰$+平气之年#其年气已平#无须调治#强实之

年#实则泻之#虚弱之年#虚则补之#是为正治*/

"('!正者正治

帝曰$+其实则泻之奈何./鬼臾区曰$+外气太

过#变为淫邪#邪气盛则实#实则泻之* 是故壬辰之

年#风寒俱盛#人不适应#可病风寒#其治祛风驱寒&

壬午之年#风热俱盛#人不适应#可病风热#其治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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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壬申之年#风火俱盛#人不适应#可病风火#其

治祛风降火* 甲辰之年#寒湿俱盛#人不适应#可病

寒湿#其治燥湿驱寒&甲午之年#湿热俱盛#人不适

应#可病湿热#其治燥湿清热&甲申之年#湿火俱盛#

人不适应#可病湿火#其治燥湿降火&丙辰之年#寒水

泛烂#人不适应#可病真水#其治祛水驱寒&丙午之

年#水热俱盛#人不适应#可病阴水#其治祛水清热&

丙申之年#水火俱盛#人不适应#可病阳水#其治祛水

降火*/

帝曰$+其虚则补之奈何./鬼臾区曰$+内气不

及#抗逆减弱#正气夺则虚* 人之五脏六腑#互为表

里#而各有所主#是谓肝与胆相表里而主疏泄#心与

小肠相表里而主神明#脾与胃相表里而主运化#肺与

大肠相表里而主收敛#肾与膀胱相表里而主闭藏#心

包与三焦相表里而统脏腑#而五脏六腑又与五运六

气相对应* 是故#丁亥之年#疏泄俱夺#人不适应#肝

胆俱病#治以疏肝泄胆&丁丑之年#疏化俱夺#人不适

应#肝胃俱病#治以疏肝化胃&丁卯之年#疏敛俱夺#

人不适应#肝大肠俱病#治以疏肝敛大肠&己亥之年#

运泄俱夺#人不适应#脾胆俱病#治以运脾泄胆&己丑

之年#运化俱夺#人不适应#脾胃俱病#治以运脾化

胃&己卯之年#运敛俱夺#人不适应#脾大肠俱病#治

以运脾敛大肠&辛亥之年#闭泄俱夺#人不适应#肾胆

俱病#治以闭肾泄胆&辛丑之年#闭化俱夺#人不适

应#肾胃俱病#治以闭肾化胃&辛卯之年#闭敛俱夺#

人不适应#肾大肠俱病#治以闭肾敛大肠*/

"(O!反者反治

帝曰$+善* 愿闻反者反治*/鬼臾区曰$+南北

不应#有气名与气位之分#故其反治#有年间与年内

之别*/

"(O(%!十年不应之反者反治!帝曰$+愿闻年间不

应之治奈何./鬼臾区曰$+年间不应者#十年不应

也* 从气名不应可知#年间不应#是为该年之六步都

不应#无位不应之年#是其标和果与假#反诊见于占

位之年#是其本和因与真* 是故#丁酉之年#燥金太

过是为标#反诊见于丁丑湿土不及是其本#补母脾湿

则标燥自平&己酉之年#燥之太过是为假#反诊见于

己卯燥金不及是其真#补己肺燥则假燥自平&辛酉之

年#燥之太过是为果#反诊见于辛亥风木不及是其

因#补夫肝风则果燥自平&癸卯之年#燥之不及是为

果#反诊见于癸巳风木太过是其因#泻夫肝风则燥虚

自平&乙卯之年#燥之不及是为标#反诊见于乙未湿

土太过是其本#泻母脾湿则燥虚自平&壬子之年#君

火不及是为标#反诊见于壬辰寒水太过是其本#泻妻

肾寒则热虚自平&甲子之年#君火不及是为假#反诊

见于甲午君火太过是其真#泻己君火则热虚自平&丙

子之年#君火不及是为假#反诊见于丙申相火太过是

其真#泻已相火则热虚自平&戊午之年#君火太过是

为假#反诊见于戊寅相火不及是其真#补已相火则假

热自平&庚午之年#君火太过是为标#反诊见于庚戌

寒水不及是其本#补妻肾寒则标热自平*/

"(O('!十二气位不应之反者反治!帝曰$+其年内

不应奈何./鬼臾区曰$+年内不应者#气位不应也#

南北政共有十二个不应气位#气位不应表现为时间

不应#时间不应表现为淫邪不应#淫邪不应表现为针

对淫邪的辨治不应* 在时间上#南政不应的气位是

巳年的一二月初气#辰年的三四月二气#酉年的五六

月三气#申年的七八月四气#未年的九十月五气#午

年的冬腊月终气&北政不应的气位是寅年的一二月

初气#丑年的三四月二气#子年的五六月三气#亥年

的七八月四气#戌年的九十月五气#卯年的冬腊月终

气* 从气名不应可知#南政表现为燥气太过不应#北

政表现为热气不及不应* 从反诊所见可知#南政不

应#见于北政#北政不应#见于南政#然反诊所见者#

又有异气和同气两个不同的角度*

异气角度上的不应与反诊辨治#称为异气辨治#

就是燥热气之间相互不应与反诊的辨治* 从这个角

度上看#南政的燥气太过不应#反其诊见于北政的热

气不及#热气不及即为寒气太过#其燥气太过是标#

寒气太过是本#治其本寒则标燥自平#故在南政的巳

年一二月#辰年三四月#酉年五六月#申年七八月#未

年九十月#午年冬腊月#常表现为标燥本寒#驱其寒

则燥病自愈* 北政的热气不及不应#即为寒气太过

不应#反其诊见于南政的燥气太过#其寒气太过是

果#燥气太过是因#治其因燥则果寒自平#故在北政

的寅年一二月#丑年三四月#子年五六月#亥年七八

月#戌年九十月#卯年冬腊月#常表现为果寒因燥#润

其燥则寒病自愈*

同气角度上的不应与反诊辨治#称为同气辨治#

就是燥热内部各自的不应与反诊辨治* 从这个角度

上看#南政的燥气太过不应#反其诊见于北政的燥气

不及#燥气不及即为湿气太过#燥气太过是假#湿气

太过是真#治其真湿则假燥自平* 故在南政的巳年

初气#辰年二气#酉年三气#申年四气#未年五气#午

年终气#常表现为假燥真湿#祛其湿则燥病自愈* 北

政的热气不及不应#即为寒气太过不应#反其诊见于

南政的热气太过#寒气太过是假#热气太过是真#治

其真热则假寒自平#故在北政的寅年初气#丑年二

气#子年三气#亥年四气#戌年五气#卯年终气#常表

现为假寒真热#清其热则寒病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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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气位不应的两个角度可知#南政的巳年一

二月#辰年三四月#酉年五六月#申年七八月#未年九

十月#午年冬腊月燥盛者#多为寒湿之故也#驱寒祛

湿则燥盛自愈* 北政的寅年一二月#丑年三四月#子

年五六月#亥年七八月#戌年九十月#卯年冬腊月的

寒盛者#多为燥热之故#润燥清热则寒盛自愈*/

"(O(O!反治中的年步结合辨治!帝曰$+单纯的气

步不应#只存在于平气年中#余者皆为年步重叠#愿

闻其反治中的年步重叠辨治奈何./鬼臾区曰$+重

叠者#分合交织之故也#分合交织是天地万物普遍存

在的客观现象#人仿之以为方法#思之以为逻辑#用

之指导实践* 故在临证之时#应二者兼顾#不可偏

废*/帝曰$+年步结合#有主次否./鬼臾区曰$+年岁

为主#季步辅之*/帝曰$+其故何如./鬼臾区曰$+年

岁时日多#多者为主#季步时日少#少者为辅*/帝

曰$+愿卒闻之*/鬼臾区曰$+在丁酉年先补脾治燥#

己酉年先补肺治燥#辛酉年先补肝治燥#戊午年先补

心治热#庚午年先补肾治热#壬子年先泻寒治寒#甲

子年先泻热治寒#丙子年先泻火治寒#癸卯年先泻风

治湿#乙卯年先泻湿治湿* 若在酉年的三步0午年的

六步不效#可改用驱寒祛湿法#子年的三步0卯年的

六步不效#可改用润燥清热法*/

"("!正反结合辨治

帝曰$+正反结合辨治奈何./鬼臾区曰$+原则

上与反治中的年步结合辨治同法#正治不效#改用反

治#反治不效#改用正治* 年岁不效#改用步季/*

"("(%!不存在年岁间的正反结合辨治!帝曰$+年

岁间的正反结合辨治奈何./鬼臾区曰$+将反者反

治的十年#与非平气年中之太过九年和不及九年相

对照#没有相互重叠之年岁#是故#在年岁之间不存

在正反结合辨治*/

"("('!非平气年中的年步正反结合辨治!帝曰$

+年步正反结合辨治奈何./鬼臾区曰$+除在方法上

以年岁为主#以气步为辅之外* 还在逻辑上#以南北

司天为线#以年岁正治为面#以气步反治为点* 在南

政九个太过阳年中的壬辰0甲辰0丙辰三辰年的二

步#在壬午0甲午0丙午三午年的六步#在壬申0甲申0

丙申三申年的四步#都表现为燥盛不应* 故在辰年

以驱寒为主#在午年以清热为主#申年以降火为主&

壬年以怯风为主#甲年以燥湿为主#丙年以祛水为主

的同时#若在其相应步位不效#可兼用或改用驱寒祛

湿的气位不应辨治法* 在北政九个不及阴年中的丁

亥0己亥0辛亥三亥年的四步#丁丑0己丑0辛丑三丑

年的二步#丁卯0己卯0辛卯三卯年的六步#都表现为

寒盛不应#故在亥年以补胆之泄为主#丑年以补胃之

化为主#卯年以补大肠之钦为主&丁年以补肝之疏为

主#己年以补脾之运为主#辛年以补肾之闭为主的同

时* 若在其相应步位不效#可兼用或改用润燥清热

的气位不应辨治法*/

"(L!全平气年中的气位不应辨治

帝曰$+平气年中亦有气位不应奈何./鬼臾区

曰$+在北政的戊戌0庚戌两戌年的五气九十月#戊

子0庚子两子年的三气五六月#戊寅0庚寅两寅年的

一气正二月#都表现为寒盛#可用润燥清热法治之*

在南政的癸未0乙未两未年的五气九十月#癸酉0乙

酉两酉年的三气五六月#癸巳0乙巳两巳年的初气正

二月#都表现为燥盛#可用驱寒祛湿法治之*/

"(I!半平气年中的年步结合辨治

帝曰$+甲子六十年中#非平气十八年#平气十

二年之阴阳所在辨治#余已知之#愿闻其余三十年之

辨治奈何./鬼臾区曰$+其余者#半平气年也*/帝

曰$+何谓半平气./鬼臾区曰$+因干支按奇阳偶阴

分太过不及#政局按南阳北阴分太过不及#故而太过

的天干或地支被北政所抑而平#不及的天干或地支

得南政所助而平#因其干支中只有一半因抑助而平#

另一半仍为太过或不及#故曰半平气*/

"(I(%!半平气的一般年位结合辨治!帝曰$+半平

气之年位结合辨治奈何./鬼臾区曰$+可先辨干支

南北抑助#再辨气位兼治*/帝曰$+其干支南北抑助

奈何./鬼臾区曰$+又有南干北支和北干南支的不

同* 在南干北支十五年中#其阳年的天干为南政太

过0地支被北政不及所抑而平#泻其太过的天干则

平#是故#壬戌0壬子0壬寅三壬年#泻其风木则平&甲

戌0甲子0甲寅三甲年#泻其湿土则平&丙戌0丙子0丙

寅三丙年#泻其寒水则平* 其阴年的天干得南政太

过之助而平#地支在北政为不及#补其不及的地支则

平#是故#癸亥0乙亥两亥年#补其胆泄则平#癸丑0乙

丑两丑年#补其胃化则平#癸卯0乙卯两卯年#补其大

肠敛则平* 在此基础上#若戌年之五步#亥年之四

步#子年之三岁#丑年之二步#寅年之初步#卯年之终

步不效#多有燥热#可兼用或改用润燥清热之气位不

应反治法* 在北干南支十五年中#其阳年的地支在

南政仍为太过0天干被北政不及所抑而平#泻其太过

的地支则平#是故#戊辰0庚辰两辰年#泻其寒水则

平#戊午0庚午两午年#泻其君火则平#戊申0庚申两

申年#泻其相火则平* 其阴年的地支得南政太过之

助而平#天干在北政仍为不及#补其不及的天干则

平#是故#丁巳0丁未0丁酉三丁年#补其肝疏则平#己

巳0己未0己酉三己年#补其脾运则平#辛巳0辛未0辛

酉三辛年#补其肾闭则平* 在此基础上#若辰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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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巳年初步#午年六步#未年五步#申年四步#酉年

三步不效#多有寒湿#则可兼用或改用驱寒祛湿的气

位不应反治法*/

"(I('!半平气年之一般与特殊结合辨治!帝曰$

+余观年岁不应之十年#包含在半平气之三十年中#

夫子前言十年不应之反者反治#今言半平气三十年

之年位结合辨治#二者不相一致#其故奈何./鬼臾

区曰$+亦是角度之不同也#此言半平气三十年之年

位结合辨治#是从一般角度而言#其法浅显易懂&前

言十年不应之反者反治#是从特殊角度而言#其理较

为深奥难明* 在临证之时#可先易后难#先按一般辨

治#若在其十年不效#再兼用或改用特殊辨治*/帝

曰$+可否将不应十年的反治法#类推于半平气之其

余二十年./鬼臾区曰$+十年不应#是根据河洛原

理#只限于燥热两气的子午卯酉四支不应#若将其类

推于其余二十年#是为无据无理#故而不可类推*/

"($!时空结合辨治

帝曰$+查阴阳所在的空间对峙含义之理法#余

已知之#愿闻其时间流行含义之理法*/鬼臾区曰$

+生克乘侮#胜复郁发之类是也#岐伯之言颇丰#不

必重复*/帝曰$+二者之结合辨治奈何./鬼臾区曰$

+相对而言#时间所在辨治#其理较为形象而易明&

空间所在辨治#其理较为抽象而难懂#故在临证之

时#可先用时间所在辨治#若不效#可兼用或改用空

间所在辨治#若不效#可兼用或改用其它气化辨治#

若不效#可兼用或改用解剖结构辨治#若各种辨治都

正确无误#准确及时#仍不效者#其病不治也*/

"(P!气化与结构之结合辨治

帝曰$+其它气化辨治奈何./鬼臾区曰$+各族

各派之气化辨治也#理法颇多#各有其说#难以一一

例举*/帝曰$+结构辨治奈何./帝曰$+阴阳所在辨

治#主要属于能量体态类推辨证论治#简曰气化辨

治&解剖结构辨治#主要属于质量解剖结构辨病论

治#简曰结构辨治#可惜目前知之甚微#预计将来必

成气候*/帝曰$+其气候成就之时#可乎取而代之./

鬼臾区曰$+能量体态气化#质量解剖结构#既是天

地万物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们认识天地万

物的基本方法* 是故#代之则偏#结合则全*/帝曰$

+愿闻其统而合一之法*/鬼臾区曰$+质能构态之经

纬交织是也*/

L!尾声

帝曰$+夫子所言#别开生面#又是一番景象#抽

象曲折#始知峰回路转#理论高深#解了多少疑难#层

次分明#观之有条不乱#由浅入深#思之可以理解#结

合实际#使人茅塞顿开* 精光道理#宏伟事业#高深

理论#切实之法#未到其时#不可轻泄#未得其人#不

可轻传#授教之时#吉日良辰#授教之处#风气浓厚#

授教之人#贤良聪慧#沐浴更衣#顶礼斋戒#清心寡

欲#排除杂念* 其时未到#其人未得#书于玉版#记于

典籍#藏于灵兰#封于密室#不可泄漏#不可遗失*/

鬼臾区曰$+帝之所言#甚是有理#基础不及#难当其

任#只好封存#虽曰无奈之举#实为万全之策*/于是

黄帝依法炮制#藏而封之*

黄帝崩#经颛项0帝喾0尧0舜0禹等多代更替#皆

未到其时#未得其人#久而忘却#人不知其所终#以为

遗失* 直到数千年后的公元二零零零年#重庆市北

碚区水土镇政府科协主任退休人员晏向阳先生终于

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斟酌其理#对照环境#认为时机

已经成熟#可以公诸于世#就此公开发表#以与乐于

此道者共同研讨*

I!说明

'内经)运气南北政#自唐(王冰起始#无人识其

奥秘#余经十年寒暑#呕心沥血#终于破解* 虽有

+探索/六篇#'简解)

,'-一文#总觉不甚满意#于是仿

前人手法#用黄帝与鬼臾区对话的形式#增加了正者

正治0年步结合辨治等诸多内容#减去表格图形#删

除大师之误#以及认识过程中之误解和叙文* 用若

干现代观点表述传统思维#又用若干传统思维表述

现代观点#此正所谓古今合璧0历史逻辑0现代之所

举也* 内容是根本#形式是方法#非帝鬼真有其对#

实笔者假言其语#知己知音相遇#识得其中真谛#不

必介意文体#世人得以知晓#国学得以弘扬* 就此奉

献于世#自信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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