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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黄帝内经》和当前《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研究成果的学习研究认为，和于术数”观

从狭义角度讲就是选择符合人体生命规律的保健方法；从广义角度讲就是人体遵循天地自然客观规律以求

高质量生存发展的理念，是中医学天地人一体特性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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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ud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concept of "Heyu Shushu(和于术数)" in 

Huangdi Neijing and the studies on Huangdi Neijing, we believe that "Heyu Shushu" refers to human choosing the 

methods of health care, which conform to the laws of life, in a narrow sense; broadly speaking, we human follow 

the objective laws of heaven, earth and the nature, in order to seek the philosophy of high quality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kind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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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

巨著，是先辈对世界医学做出的伟大贡献［1］。所

以，《黄帝内经》自古及今都是医家学者们学习研

究中医学的重心。而《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作为

《黄帝内经》“全书最重要、最精彩，统括全局，具有

纲领性的论述”［2］，自然而然也是历代医家学者们

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随着健康中国理念的提

出，“和于术数”观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和”思

想指导劳动人民创造古代文明，丰富中华文化内

涵，“和”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被应用于生活

的各个方面。“和”文化也用以指导中医认识疾病

状态、治未病、确立治法、拟定方药、预测疾病预后

状态等，中医诊疗过程处处有“和”思想的缩影［3］。

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足以使人们充分认识和

了解《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鉴于此，本文对

《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进行简要论述。

1 《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研究成果

1.1　中国古代医家“和于术数”观研究　《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载“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

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

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后世医

家多对“和于术数”观进行解析、阐释。如唐代王

冰言“夫阴阳者，天地之常道；术数者，保生之大

伦。故修养者必谨先之。”马莳言“法天地之阴阳，

调人事之术数。术数所该甚广，如呼吸按跷，及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养生、养长、养收、养藏’

之道，《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阴平阳秘’，《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篇》‘七损八益’，《灵枢·本神》篇‘长

生久视’，本篇下文饮食起居之类。”明代吴崑言

“‘法’，则也，‘阴阳’，四时昼夜也，‘和’，济也，

‘术’，调神之术，‘数’，调气之数。言既法阴阳矣，

而又济之以术数也。盖阴阳之道，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苛疾不起，故知道者法则之，如下篇《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篇》是也。”清代张志聪曰“‘和’，调

也，‘术数’者，调养精气之法也。”综上可知，虽然

历代医家对“和于术数”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

都坚持从养生之术解释。所以，中国古代医家均

认为《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是指导人体遵循天

地自然客观规律以求高质量生存发展的理念，是

中医学天地人一体特性的突出表现。

1.2　近现代“和于术数”观研究　近现代以来，诸

多医家学者从多学科角度、运用多思维模式对《黄

帝内经》“和于术数”观进行了研究。侯俊林［4］在

将“和于术数”视为《黄帝内经》的重要养生原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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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黄帝内经》全书的养生观；李元琪［5］在将“和

于术数”视为养生之道核心的前提下探讨其具体

内容；李海峰等［6］认为“和于术数”属养生沟通天

人的中间层面法则，是养生法则中不可或缺的内

容；马作峰等［7］认为“和于术数”的核心思想是用

适当的方法锻炼保养；商铁钢［8］认为“和于术数”

是指要掌握养生健体之术；温茂兴［9］认为“和于术

数”是指根据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进行调养锻炼。

由上可知，将《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视为养生

准则是认识主流。

同时，有医家学者从“术数”学的角度展开相

关研究。孟庆云［10］认为因为《黄帝内经》中有些理

论涉及术数方法，而有些理论直接是术数内容，故

《黄帝内经》言“和于术数”；张登本［11］认为“和于术

数”是善于养生的人严格遵循“河图”“洛书”之数

理所表达的天文历法、四时气候、阴阳五行等自然

法则及其相关知识进行养生；金宇［12］认为《黄帝内

经》是以《易经》象、数、理、法的统一体为基础提出

的“和于术数”论断；梁世杰［13］认为现代中医临床

和学术只讲《黄帝内经》，而不吸取其术数学精华，

有违《黄帝内经》“和于术数”的古训。并且，目前

有学者也认为有足够的事实和文献可以证明中医

学的理论基础是术数理论［14］。而李零［15］提出“术

数”就是研究天道的学问。综合上述观点可知，诸

医家和学者实质上都认同《黄帝内经》“和于术数”

观是强调人体遵循天地自然客观规律以求高质量

生存发展的理念，是中医学天地人一体特性的突

出表现。

2 详论《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

2.1　《黄帝内经》“和于术数”含义　“和”者何谓

也？《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即为

天地人节律相协调的一种状态。故而，此处的

“和”可简单理解为“符合”。何谓“术数”？《黄帝内

经》全书中“术”字单用或组词使用的篇章共计9

篇，11处；“数”字单用或组词使用的篇章共计87

篇，237处。以“术数”一词出现的唯有《素问·上

古天真论篇》，并只出现1处。而“术”与“数”在

《黄帝内经》中均无“养生之术”的解释［6］。所以，

基于《黄帝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

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

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的思维和术数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实用这一特点［16］，“术数”一词应从广

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理解。广义之“术数”究天人之

际，探索宇宙和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通

古今之变，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

狭义之“术数”即明代张介宾所言“修身养性之法”

张志聪所言“调养精气神之法也”，如日常所见的

气功、导引、拳术、针灸、食疗等养生保健方法［17］。

所以，《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从狭义角度讲就

是人体选择符合生命规律的保健方法，如《黄帝内

经》“治未病”思想则是基于未病状态下体质（生命

规律）差异所进行的预防干预，治未病的目的是以

期在“已病”发生之前通过对不同体质的区分，使

用某些干预手段使发生偏颇的机体阴阳虚实状态

复归于平衡［18］。从广义角度讲就是人体遵循天地

自然客观规律以求高质量生存发展的理念，是中

医学天地人一体特性的突出体现。而“三因制宜”

思想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治疗原则，其强调“因

人、因时、因地制宜”，认为人体可以因体质、时令、地

域的变化和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生理病理变化，这正

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

产物之一，阐述人随自然的同步变化规律［19］。

2.2　《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内涵　方法论简

而言之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般方法的理

论，而人法于天地是《黄帝内经》术数理论的首要

特点［20］。所以《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无疑属于

《黄帝内经》方法论的一部分。《黄帝内经》学术体

系的方法论特点，主要侧重于从功能角度、整体角

度、变化角度把握生命规律［21］。即《黄帝内经》发

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都是从生

命功能的现象、生命功能的联系、生命功能的变化

三方面出发。而在将术数之学视为研究“天道”的

学问、方技之学视为研究人体“生命”的学问的前

提下，属于方技之学范畴的《黄帝内经》其术数理

论本身是一个究天道以应人身，沟通天地人，由天

地及人的学问，人法于天地是其基本特性［20］。简

而言之，《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是对中医学“天

人合一”整体论的精湛论述和高度概括［22］。而在

汉代成熟而且定型的中医学可以言之为天文学在

医学领域内的一个翻版［23］。所以《黄帝内经》“和

于术数”观即为人体遵循天地自然客观规律以求

高质量生存发展的理念，是中医学天地人一体特

性的突出表现。

2.3　《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的运用　我国历

代名医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以及

金元四大家的代表名医等都为后世医家“和于术

数”帅旗挥戈［17］。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和

人们对于健康质量的追求，以及建设健康中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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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提出，《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也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更多地被践行起来。其可以应用

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生活的点点

滴滴中。也不囿于人们所常论的静坐冥思、导引

按摩、食疗药膳等形式。因为“和于术数”指在阴

阳五行学说的大旨下，以藏象学说为核心的沟通

天地人的一切行为［24］，是中医学天地人一体特性

的突出表现。中医学思维方法之一为阴阳平衡学

说，人体生命活动、发病原因、病理变化都用其进

行广泛阐释。中医理论中的平衡不是绝对的，而

是相对的，包括人与自然平衡（天人相应）、人体自

身平衡（阴阳）、精气血平衡、脏腑平衡等。中医的

平衡观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易经》。《系

辞下传》载：“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

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

通神明之德”。《黄帝内经》在人与自然平衡、人体

内在平衡方面多有阐发，其将“平衡”思想广泛运

用于自然、生命、疾病、治疗、养生等相关领域的论

述中，这部分内容成为中医平衡思想的源泉。《素

问·生气通天论篇》中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其中，关于“阴平阳秘”的认

识尤为深刻。阴阳是相互对抗的，也是相互排斥、

制约的，为求统一，取阴阳间相对平衡动态，将其

称为“阴平阳秘”，而这种平衡思想本质上就是“和

于术数”的极致体现［25］。所以《黄帝内经》“和于术

数”观的运用没有明显的形式约束，只有明确的目

标导向——“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即遵

循天地自然客观规律以求高质量生存发展。

3 小结

随着健康中国理念的提出，《黄帝内经》“和于

术数”观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越来越被人们所践

行，但其中也出现了人们对于《黄帝内经》“和于术

数”观理解偏差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希望能为人

们更好理解和践行《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提供

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1］ 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素问（上）［M］.新世

界出版社，2008：2.

［2］ 匡调元.神会“上古天真论”［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5，

33（8）：2000-2004.

［3］ 党赢，张锁，刘钰，等.“和”法源流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范围探讨［J］.西部中医药，2022，35（5）：48-50.

［4］ 侯俊林.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看《内经》的养生观［J］. 

辽宁中医杂志，2010，37（4）：634-635.

［5］ 李元琪.“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保健方法［J］.中国

临床保健杂志，2014，17（2）：220-222.

［6］ 李海峰，陈正，丁媛.“和于术数”与《黄帝内经》养生的三个

层面［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9）：1181-

1182.

［7］ 马作峰，姜瑞雪，王平.《黄帝内经》养生方法的层次观［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6）：599-600.

［8］ 商铁刚.《黄帝内经》中的养生之道诠释［J］.中医药学刊，

2004，22（12）：2310-2311.

［9］ 温茂兴.论道教服气导引术对中医“和于术数”养生思想的

影响［J］.时珍国医国药，2006，17（11）：2328-2329.

［10］ 孟庆云.《黄帝内经》的方法论［J］.中医杂志，2011，52（2）：

92-94.

［11］ 张登本.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六次内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山东：中华中医药学会，2016.

［12］ 金宇.脊椎九宫穴与易经——试谈“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的易学思想［J］.针灸临床杂志，2003，19（12）：44-46.

［13］ 梁世杰 .中医学发展应汲取术数学精华［N］.中国中医

药报：2011-07-04（03）.

［14］ 吴新明.《黄帝内经》的术数理论探析［J］.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2008，10（2）：105-108.

［15］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中华书局，2006：165.

［16］ 郦全民.术数的自然性及其认知特征［J］.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5）：31-37.

［17］ 林中慈.谈医者“和于术数”［J］.山东中医杂志，1994，13（9）：

430.

［18］ 张誉丹，袁德培.基于《黄帝内经》中的体质思想探讨治未

病［J］.西部中医药，2022，35（7）：46-48.

［19］ 孟晓鹏，陈星，杨挺，等.《黄帝内经》三因制宜思想指导

下针药结合在新冠肺炎中的应用［J］.西部中医药，2022，

35（10）：1-4.

［20］ 王洪弘，张其成.《黄帝内经》术数理论背景初探［J］.陕西

中医，2019，40（7）：924-926.

［21］ 王洪图.内经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66.

［22］ 林中慈，林中堂.试探“法於阴阳，和於术数”的《易》学思想［J］.

周易研究，1992（4）：66-68.

［23］ 吴新明.中医理论的天文学基础［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杂志，2007，13（12）：938-940.

［24］ 姜青松，王庆其.略论三才思想在《黄帝内经》养生学说中

的体现［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9）：3067-3069.

［25］ 赵军，师建平.平衡观之于中西医的哲学探析［J］.西部中

医药，2022，35（2）：36-38.

收稿日期：2023-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地区基金（18XMZ031）；第四批

全国中医（临床、基础）优秀人才研修项目（201724）。

作者简介：薛进旭（1992—），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通讯作者：梁永林（1975—），男，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

师，教授，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