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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立体式的复合型概念#!长夏"应该包括!时间内涵"!地理内涵"!气象内涵"这三重内涵$ 从时间上来说#长夏

时节应该是农历六月#并且和!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大暑%!三伏天"中的初伏中伏相对应$ 从地理上来说#在五行归类中和

!长夏"这一概念相对应的地理区域!中央者"#应该就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从气象上来说#农历六月中原地区!高温

酷暑%大雨时行"#由此导致了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进而对人体产生了!湿困脾气"的生理病理影响$

关键词"长夏&时间内涵&地理内涵&气象内涵&湿困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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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传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

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故六)

+$,

&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长夏)这一概念也

应该是(兼三才之道)#关于(天道)#天有五时!春'

夏'长夏'秋'冬"%关于(人道)#人有五脏!肝'心'

脾'肺'肾"%关于(地道)#地有五方!东'南'中'西'

北"& 可以看出#(长夏)本身也是一个(立体式)的

概念体系#单单把(长夏)理解为一年中的某一时间

段#这是对(长夏)的不完整理解& 从中医文化学的

角度来分析#(长夏)应该理解为$在一年当中的某

个时间段内#在地上的某个区域中#高温高湿的气象

条件对人体脾脏产生的病理影响& 可以看出#完整

的(长夏)概念#应该包含着三重内涵#即(时间内

涵)(地理内涵)(气象内涵)#这也正是本文探讨的

内容所在&

按照中医五行归类#关于(长夏)在中医五行中

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如下$时间111长夏'方

位111中央'五气111湿气'五脏111脾'五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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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五色111黄'五志111思& 在上述五行归类中#

本文从(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这三个方面#重点

探讨了(长夏)的(时间内涵) (地理内涵) (气象内

涵)#试图以多学科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医(长夏)&

?@长夏的时间内涵

(长夏)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也是目前学术

界研究(长夏)的重点所在#本节首先对比思考研究

了关于(长夏)的多种时间界定#最终界定(长夏)为

农历六月& 在中华文化历史上#和(长夏)概念一直

长时间并行的还有两个概念#即(小暑'大暑'三伏

天)#对比思考研究这三个概念#可以看到#(长夏'

小暑与大暑'三伏天)这三个概念有着极强的关联

性&

?B?@长夏的时间界定%%%农历六月%既然思考

(长夏)#那么就必须首先对(长夏)进行时间上的界

定& 目前关于(长夏)的时间界定主要分为五种情

况$第一种是认为一年分为 8A" 天#平均分为五季#

春'夏'长夏'秋'冬各占一季#每季 @! 天%第二种是

(长夏)分别主持春'夏'秋'冬四季的季末 $: 天%第

三种是认为(长夏)为农历六月%第四种认为(长夏)

其实并没有实际的天数%第五种认为(长夏)应该是

同第一种那样的划分方法#但是一季分为 @8 日 B

刻+!,

& 第一种情况和第五种情况其实本质是相同

的#都是来源于古代的(十月太阳历)& (十月太阳

历)把全年平均分为五等份#每份为 @! 日或 @8 日又

B 刻+8,

& 关于第二种情况#就是-素问*太阴阳明

论.指出的$(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

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

& 在这里表明

(长夏)的另一种时间界定就是(四季每季的后十八

天)& 关于这一说法#本文赞同史佳岐+B,的观点$

(这是两种不同的五行模式下对应的结果#不能想

当然的推论长夏与这四时末之十八日相对应&)(各

十八日寄治)这种说法只是表达了(土治中央'脾胃

为重'季节转换)这三层含义#况且该段文字并没有

出现(夏)字#所以本文对这种说法不再进行讨论&

同样原因#关于第四种情况#本文也不再进行讨论&

在剩下的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之中#目前主流

的观点是倾向于认为(长夏)就是(农历六月)& 王

冰注解-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脾主长夏#足太

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

之&)

+#,王冰认为$(长夏#谓六月也& 夏为土母#土

长干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在这段中已经出现

十月太阳历(其日戊己)的概念#王冰依旧认为(长

夏)就是六月& 同时在此处#林亿-重广补注典帝内

经素问.也记载了古代医家全元起对(长夏)的理

解$(脾王四季#六月是火王之处#盖以脾主中央#六

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也就

是说#全元起也认为(长夏)就是六月& 王冰在注解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也认为$(所谓长夏者#六月

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王#故云长夏

也&)

+#,张其成也认为(长夏)就是农历六月#而没有

赞同(长夏)为第三个 @! 日的说法+A,

& 李经纬等主

编的-中医大辞典.也认为$(长夏#农历六月&)

+@,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一共出现(长夏)

8! 次#其中包括 # 次(季夏)#这 # 次分别出现在-素

问*风论.-灵枢*本神.-灵枢*经筋.-灵枢*五

音五味.这 # 篇& 查阅这 # 篇#本文认为(季夏)和

(长夏)隐含的意思相同#所以不再对(季夏)单独讨

论&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界定的(长夏)也是指(农

历六月)&

?BA@中医#长夏$的相关概念%%%#小暑大暑$和

#三伏天$%目前我国通用的历法是公历#公历是太

阳历#是以地球回归年为单位标准的& 但是除此之

外我们还使用阴历#阴历是以月相周期制定的历法#

以一个朔望月为一个周期&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一

直在运用(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也是太阳

历#和公历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

四节气)在每个公历年的日期基本上是固定的#前

后最多偏差不会超出 8 天时间& 阳历'阴历'二十四

节气合在一起就是中国人独特的智慧(阴阳合历)#

即农历& (二十四节气)第一次完整表述出现在-淮

南子*天文训.

+:,

#同时在-淮南子*时则训.

+:,中

又对十二个月进行了详细描述#在描述的内容中已

经包括了(二十四节气)甚至是(七十二候)所要描

述的(时候'物候'气候)等变化#这些内容同样记载

在-礼记*月令.中& 虽然完整的(七十二候)记载

于-逸周书*时训解.

+9,

#但是通常认为-时训解.应

该是汉代人依照-礼记*月令.等著作进行的改易

增附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依照-礼记*月令.来解

读(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小暑111(温风始

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大暑111(腐草为萤#土

润溽暑#大雨时行)

+$",

&

和(长夏)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即(三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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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 (夏至三庚便数

伏)#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头伏第一天#夏至后的

第四个庚日是中伏第一天#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

末伏第一天#并且规定头伏和末伏都是 $" 日#这就

造成了每年的中伏会出现或者 $" 日或者 !" 日的情

况& 谚语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高温'多雨'潮

湿'闷热'蒸腾#这些都是 (三伏天)的典型特征&

(三伏天)的概念是基于(天干地支历法)#十天干指

的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指

的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

天干配合十二地支共有六十种组合#这种组合适用

于年'月'日'时& 如果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天干

地支历法应该是一种独特的(阳历)#因为有一种说

法是十天干指的是十月太阳历#而十二地支指的是

十二太阴历#也就是说天干地支历法描述的是

(日1地1月)这三者运行的规律体系& 查看日历#

每年的(长夏)(小暑大暑)(三伏天)在时间上几乎

都是重合的#这也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三者在气

象上的相似性& 关于(长夏)与(小暑大暑)以及(三

伏天)的关系#弓明燕等+$$,认为$(长夏应该包括小

暑与大暑两个节气#也正是三伏天的初伏与中伏这

个时间段&)(长夏)时间的界定对(五行)概念的形

成意义重大#(春'夏'长夏'秋'冬)这才是完整的

(五季)#正如张登本所说$(正本清源#五行学说的

源头只能是一个#这就是五季说)

+$!,

&

A@长夏的地理内涵

(五季说)是(五行说)的重要源头#但是(东'

西'南'北'中)等(五方说)也是(五行说)的另一个

重要源头#时间和空间的结合才是完整(五行说)的

理论基础& 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指出了(中央

者)这一概念#但是并没有给出(中央者)的具体范

围& 按照(五行说)归类#时间(长夏)'地点(中央

者)'五气(湿气)是归为一类的#这就需要我们从中

医文化学的角度来探析(长夏)的(地理区域)& 通

过地理学的视角界定#(中央者)的地理区域其实指

的就是(中原)#广义的(中原)指的是以洛阳至开封

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指的

就是河南省#而郑州在本文中从中医文化学的视角

来看#可以作为(中央者)这一中医文化代表性具体

地点&

AB?@中医理论之#五方$概念%-素问*异法方宜

论.中指出#(东'西'南'北'中)等(五方)不同地区

的地理环境'气候差异'诊断治疗#可以看出这是一

篇地理医学论#篇中指出$(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

地所以生万物也众)

+#,

& 篇中把当时能够研究到的

地理范围分为(五方)#并且以中原地区为(中央)&

关于(东'西'南'北'中)等 (五方)也出现在 -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明-黄帝内经.是非常重

视(五方)的& 甚至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也指

出$(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

同病异治也+#,

&)辨证论治辨的是(天'地'人)#(地)

指的就是(地理环境)& 回顾文献#(五方)的概念可

能最早要回溯到河图洛书之中#考古发现#安阳殷墟

的大墓多呈现(亚)字形状#这说明在商代已经形成

了(五方)的模糊概念#也就是后世(五行)理论的最

早源头& 到战国至秦汉时期#(气1阴阳1五行)这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权威理论体系逐渐成熟#并且渗

透到包括医学在内的学术各界+$8,

#在这个过程中#

(五方)和(五行)也逐渐融合在一起& 为了探析(中

央者)的区域范围#我们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视角#

即地理学的角度和思路来解读这一问题&

ABA@中医文化学#中央者$指的就是#中原$%我国

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从地形地貌上来看#大致呈现

出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 第一阶梯是青藏高

原!包含柴达木盆地"%第二阶梯包括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

盆地%第三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

游平原#以及辽东丘陵'山东丘陵'江南丘陵& 参照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就可以很容易把(中央)的

位置锁定在华北平原之内& 华北平原又称(黄淮海

平原)#地处燕山'太行山'淮河之间#可以看出这个

平原的范围是极为广阔的& 在历史文化意义上#有

一个词汇和(中央者)以及华北平原有着深刻关联#

那就是(中原)& 中原#又称华夏'中土'中州'中华'

中国#广义的(中原)指的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

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指的就是河南

省& 在夏商周乃至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一直都是中

华文化精华之所在#(中原)一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

意义& 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广义的(中央者)指的

就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狭义的(中央者)指的就是河南省& 自古有云(得中

原者得天下)#反思这句话#古代冷兵器时代#中原

地区一马平川#其实这并不利于政权的稳固#这是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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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险可守& 如果从文化的意义来讲#(得中原者

得天下)的这个(中原)也可以理解为某一个具有象

征性意义的具体地点#比如十三朝古都洛阳'八朝古

都开封'七朝古都安阳'夏商古都郑州& 也就是说#

只要一个政权能够攻占这几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都

城#就算是取得了政权合法性#这就是具体地点层面

上的(中央者)&

ABC@#中央者$的中医文化代表性具体地点%%%郑

州%正如上文所论述#无论是广义的'狭义的#还是

具体地点层面上的(中央者)#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地

理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医文化当然包

括在里面& 下文试图结合(郑州)这一具体地点#来

解读(中央者)这一概念& 首先#从历史和文化意义

上来分析(郑州)的独特位置#正如上文所说#(中

原)指的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

地区#狭义的中原指的就是河南省& 注意这里的

(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这句话#查阅地图就会发

现#郑州几乎正好位于洛阳和开封正中间#也就是说

郑州几乎是(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这个地区的

(正中心)& 其次#从黄河来说#按照目前国家地理

标准的界定#从黄河河源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

为黄河上游#从河口镇到河南郑州的桃花峪!花园

口站"为中游#桃花峪!花园口站"以下为下游#可以

看出#以桃花峪为标志的郑州正好处于黄河中下游

的分界点& 桃花峪这个分界点意义非常大#因为这

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即(二十四节气)#这是

我国古代特殊的阳历体系& 而(二十四节气)恰恰

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参考区域的#而黄河中游和

下游的分界点恰恰就在郑州的桃花峪#这也就是郑

州为(中央者)的另一个佐证& (小暑大暑#上蒸下

煮)#以及大暑节气的(大雨时行)#这些都完全应验

了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郑州)处于(中央者)& 最

后还有两个历史故事来证明郑州的特殊地理位置#

一个就是传说中-黄帝内经.的作者111黄帝#黄帝

曾经建都于现在的郑州新郑市#(受国于有熊)

+9,

#

现在郑州市还在那里建立了新郑市黄帝故里风景区

来纪念黄帝& 无论以上传说真实与否#以黄帝的名

义著成的-黄帝内经.中(中央者)定位于(郑州)也

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帝王世纪.记载的(以土承

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9,

&)还有一个传说就是五

岳之一的(中岳嵩山)#而中岳嵩山恰恰位于郑州登

封市#郑州(中央者)的地位再次得到体现& 这里需

要交代一个问题#如果从纯粹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我

国的地理正中心111大地基准点!我国经度和维度

的起算点和基准点"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

镇石际寺村+$#,

#在当时确定这个基准点的时候对西

安'洛阳'武汉'兰州'重庆等地都进行过考察和测

定#这五个地点各有其代表意义#但最终还是选择在

永乐镇石际寺村& 而本文所探讨的(中央者)111

郑州#也是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要是从文化学的角度

来界定的&

C@长夏的气象内涵

从-黄帝内经.开始#(长夏)这一概念一直受到

中医界的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是(长夏)时节

所展示出来的气象特征(高温'高湿'多雨'潮湿'闷

热)#特别是对人体脾胃脏腑生理病理的影响#这就

是(湿困脾气)& 研究(长夏)气象必须结合气候'天

气这两个方面综合分析#这三者的关系大致可以总

结如下#即$(气候是大气的长期状态#也就是大气

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

态)

+$B,

& 气候'气象'天气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从

气候来说#中原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

温多雨)#我国东部夏季雨带由南至北大约 @ 月中

旬到 : 月中旬是华北雨季#中原地区在这段时间内

极易发生短时间'强对流'大雨乃至暴雨为主的降雨

气象& 从天气来说#正是因为(高温酷暑)和(大雨

时行)的原因#长夏时节的天气状况展现出(高温'

高湿'多雨'潮湿'闷热)的特征& 从中医理论来看#

这样的天气状况对人体来说极易产生(湿困脾气)

的影响& 下文通过现代气象学的统计方法#以(中

央者)地区为例#一方面探析了(长夏)时节(中央

者)地区(高温酷暑)以及(大雨时行)的缘由#另一

方面也对(高温高湿)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

CB?@#长夏$气象之#高温酷暑$与#大雨时行$%

按照目前我国气候学的标准#中国大致可以分为温

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热

带季风气候'高原高山气候这五大类型& 其中的温

带季风气候区域主要包括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黄土

高原& 温带季风气候的主要特点就是$夏季高温多

雨#冬季寒冷干燥#四季分明& 从上文(中央者)的

地理位置可以看出#(中央者)正好处于温带季风气

候区域#夏季高温多雨正是这个地区的气候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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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一词的英文S<EY*OK来源于希腊语中的 [<EY*

一词#这一词的原意就是(倾斜)#指的就是地平线

上太阳光线的角度& 古希腊人早就意识到各地的冷

暖与太阳光线的倾斜角度有关#倾斜角度越小#则当

地越寒冷#倾斜角度越大#则当地越暖热& 中国的

(气候)一词#来自于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起源

于对黄河流域的天文'地理'物候的整体观察和记

录+$B,

& 关于气温#排除地形因素'海洋和大气环流'

人为影响等因素#各地某个时段的气温主要决定于

太阳高度角和昼夜长短的变化& (夏至)是每年的

公历 A 月 !$ 日或者 !! 日#就在这一天太阳直射北

回归线#太阳黄经到达 9"c#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

长'黑夜最短#也就是预示着夏天的真正来临& 从我

国的地理位置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

以北#考虑到地面热量收支的消长变化#从(夏至)

开始整个地面热量的吸收大于热量的散发#大概在

一个月后!即小暑末大暑初"#整个地面温度达到最

高值#这就是(长夏)时段高温的原因所在+$A,

& 也就

是说#(长夏)期间我国绝大部分的地区都会接收到

一年当中最强的太阳照射#全国平均温度也达到一

年当中的最高值& (长夏)期间#(中央者)当然也是

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气温最高值& 正是(长夏)期间

有如此高的温度#才使得(长夏)高温酷暑'大雨时

行'湿困脾气的特征成为可能#因为太阳的热量分布

是地球上热量分布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关于(大雨时行)#如果按照王冰和李经纬的观

点#长夏即为农历六月& (长夏)重要的的气象特征

之一就是(降雨频发)#也就是二十四节气(小暑大

暑)里面描述的那样(大雨时行)& 关于(大雨时行)

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解读这

一问题& 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在东亚夏季风影响

下#东部雨季带呈现出由南向北推进的走势## 月上

旬到 A 月下旬是华南前汛期#A 月上旬至 @ 月中旬

是江淮流域梅雨季#@ 月中旬至 : 月中旬是华北雨

季+$B,

& 从这个雨季推进图可以看出#@ 月中旬至 :

月中旬左右#在华北地区极易发生短时间'强对流'

大暴雨为主的降雨气象现象#以郑州为中心的(中

央者)正好处于这个区域之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小暑大暑)期间黄河中下游流域会出现(大雨时

行)的气象现象#这也正是(长夏)期间(大雨时行)

的原因所在& 关于这一问题#其实早在-素问*五

运行大论.中已经讲的非常明白$(中央生湿#湿生

土//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眚淫

溃&)

+#,

(淫溃)指的就是因为大雨时行导致的土崩

地裂#这说明古人对这一区域的气候特征早就有详

细的观察和记录& 而在 !"!$ 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

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灾害#就是正好出现于

!"!$ 年 @ 月 $@ 日至 !8 日这 @ 天时间之内#这 @ 天

正好处于当年的农历六月(长夏)时节'小暑末大暑

初'初伏末中伏初#这些时间节点正好和(大雨时

行)相互印证&

CBA@湿困脾气%在上文(高温酷暑)和(大雨时行)

的基础之上#本文以郑州地区的天气现象历史统计

数据为例来论证上述观点& (中国天气网)官网给

出的郑州地区 $9@$1!""" 年 @ 月份天气数据统计

结果如下#平均最高气温 8$(: d#为全年最高%平均

降雨量 $BB(B Ŷ #占全年平均降雨量!A8!(8 Ŷ "的

!#e%平均降雨天数 $$(A R#为全年最多+$@,

%单日平

均降雨量为 $8(# Ŷ #按照中国气象局的官方标准#

这个降雨量属于(中雨等级)& 但是#现实中降雨不

可能如此平均#复杂的气象条件会使得降雨集中于

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某个地区#这就极易发生大雨乃

至暴雨这样的极端气象现象& 长夏时节高温'多雨#

这正是天气潮湿'闷热的直接原因#也就是高湿& 从

(湿困脾气)来说#-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脾主长

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

燥之&)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也指出$(时当长夏#

湿热大胜#蒸蒸而炽#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

懒于动作#胸满气促#肢节沉疼&)

+$:,中医极为重视

长夏的(湿气)#脾!胃"为后天之本#喜燥恶湿#即

(脾苦湿)& 长夏时节外湿最盛#很容易困遏脾气引

起湿浊内生#而一旦水湿痰饮内生又会反过来困遏

脾气#最终影响脾气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产生一系

列的人体病变& 据相关人体观测实验显示#最怡人

的室内温度湿度如下$冬季温度为$: f!B d#湿度

为 8"e f:"e%夏季温度为 !8 f!: d#湿度为

8"e fA"e& 还以郑州地区为例#据笔者统计#郑州

!"!$ 年 @ 月平均温度为 8!(8 d#平均湿度更是达

到 @:e& 无论是从温度还是湿度来看#!"!$ 年郑州

@ 月份的天气都是(高温高湿'湿热交加'上蒸下

煮)#这也正是李东垣所说的(时当长夏#湿热大胜#

蒸蒸而炽)& 公历 @ 月包括了(小暑大暑)这两个节

气#这和每年的长夏时节'初伏中伏基本上是相

符的#这个时间段湿热交加#极为容易发生湿困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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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D@结语

本文从多学科思考中医(长夏)#得出结论#(长

夏)是一个立体式的复合型概念#本身就应该包括

(时间内涵) (地理内涵) (气象内涵)这三重内涵&

从中医文化学的角度#(长夏)指的是农历六月!即

小暑大暑以及初伏中伏"期间#在以郑州为中心的

中原地区#由于(高温酷暑)以及(大雨时行)的气象

条件#引发了(高温高湿)的气象现象#由此也对人

体产生了(湿困脾胃)的生理病理影响&

(长夏)的时间内涵为农历六月#这已经是学术

界主流观点#(长夏)的地理内涵为以郑州为中心的

中原地区#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文化习俗的& 但

是(长夏)的气象内涵还需要客观和辩证的看待&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各地地形复杂多变#从全国气

象数据来看#在夏季比中原地区温度更高'湿度更高

的地区还是很多的& 之所以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的偏

差#主要还是因为本文只是从中医理论体系和中医

文化学的角度对(长夏)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并且结

合-黄帝内经. -淮南子. -礼记.等古典文献对(长

夏)进行了印证性分析#也就是说#(长夏)丰富的文

化内涵远比其量化指标更加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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