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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太极图说》对人文医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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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新儒家周敦颐改绘了当时流传的“太极图”，并撰著《太极图说》，诠释“太极图”。 文章虽然是周敦颐研
究易学哲理思想的心得体会，但是蕴含有深刻的宇宙自然科学哲理和广博的人文哲学精神内涵，对于当今医学工作
者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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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新儒学家（理学家）周敦颐从当时道家绘
制的许多图中，选取了一张图赋予了新解释，并修
改成自己设计的图，同时撰著《太极图说》[1]一文。 此
文篇幅很小，全文只有 249 个字，是周敦颐为“太极
图”写的一篇说明，对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具有重
要的意义。
1 河图洛书乃文化、中医哲学之起源

中华文明的主体之一是中原黄河流域的农耕
文明，万物存在于大自然中，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
处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 阴阳之大顺，天道之大经，
顺自然，合规律性，天道、人道自然一体。“河图”“洛
书”神话是中原文化之源和后来原始文化发展的基
础[2]。 河图、洛书不仅是中国古文化的起点，而且是
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产生的
源头[3]。 北方壬癸水，譬如人站在宁夏银川市，居北
面南，黄河唯富河套地区，正合河图所示天一生水，
性主润下。 田亩，林木、草原、阴山山脉、沙漠、城垣
则为河图之地六，地六成之：南方丙丁火，南可能指
江淮地区，地二生火，太阳光照，钻木划石取火，天
七成之，性主炎上：上下为水火，一阴一阳；东方甲
乙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如华北平原，其性曲直；
西方庚辛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如沙漠戈壁，其
性从革；中央戊己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为陕晋
之中地区，土援稼穑而辅四旁。 河图洛书是古代贤

哲对黄河流域天文地理、 物候气候观测而绘制的。
“五行转顺布，四时行焉”系天分五会，地列五行，五
行定位，布政于四方；五气分流，散于天干、地支、月
令、二十四节气。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
至、秋分、冬至，凡此四维时空，寒暑交替而生长收
藏。立长夏分为五季各七十二天，为中央土运。顺布
五行，行焉四时，天干地支等均为太古圣人以书天
册，贤哲谨奉以祀天元。 顺布者合规律性，人道顺天
道，四时五季（春、夏、长夏、秋、冬）应顺生长化收
藏，生长壮老矣，勿太过、不及，以平为其期，颐养
天年。
2 周氏太极图之辨析

现存所能见到阴阳鱼太极图据相关研究者考
证出于南宋，真正的起源可能更早。 阴阳鱼太极图
形象是太极于大圆中，阳鱼阴眼，阴鱼阳眼，阳以白
示，阴以黑示，各占二分之一的空间，其黑白临界成
S 形，通过圆心，体现了自然界万事万物周期变化的
规律。 周敦颐所绘太极图（见图 1）[1]，分解并改变了
这一图像，目的在于“立象尽意”，将图像与文字诠
释结合在一起。

周氏太极图 [1]的第 1 个圆，是一个单独的白圆
圈，体现未分化的宇宙本态，表示“无极而太极”。 太
极图的第 2 个圆，分左右两半，体现阴阳的不同特
性与互根规律，表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
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
两仪立焉。 ”第 3 个部分的图形相对复杂，体现水、
火、土、金、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表示“五行一
阴阳，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五行之生也。 ”第
4 部分是独立的白圆圈，体现五气敷布与万物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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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周氏太极图
Fig.1 ZHOU’s diagram of the Taiji

表示“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 ”第 5 部分还是独立的白圆圈，体现一种周
而复始的状态，表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
生，而变化无穷。 ”

太极者立两仪、分阴阳，主动静又互为其根，为
易变之源头。 无极而太极，无极由至极而来，至极为
太虚寥廓，气禀清明，散漫多极，即混沌为“一”，为

“无”，无成形之物而纯素为朴，此为无极而太极。
太极为道，分阴分阳，两仪定焉。 一阴一阳，阴

阳互根即道，有动静之理必有气。 动极而静，动而生
阳，阳化气；静极复动，静而生阴，阴成形。 阴阳互
根，两仪立焉。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由象即
数， 术数易数。 太极混沌为无， 而无生有，“无”与

“有”均属于哲学范畴，而阴阳和合，化生万有万物。
阴阳互根、动静交替转化，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变化，
而是螺旋式地上升。 太极图是平面的示意图，“否极
泰来”是易变的结局。 何能生生化化？ 有生于无，依
靠负阴抱阳的冲气，冲气为中和，又称太和之气，为
气之总名。 冲气入于阳，生成氤氲真灵之气，在人体
为元气、营气、卫气、宗气，分散于脏腑器官，则为脏
腑经络之气；冲气入于阴，生化为阴凝之形质，在天
为日月繁星，在地为草木稼禾，在人则五官九窍、脏
腑经络等等。 惟有神气勇气、道德风骨等，缘自道生
智而玄生神。 神不可测，幽远玄暗，可为人类视域尚
不可知的暗知识。 然古之暗知识于今航天探秘、深
海观测、阿尔法折叠解密蛋白质三维结构、信息智
能两化融合的新发现演变为明知识，则是人类智慧
的体现，太极图表达了象、数、易、气（形质）、神五位
一体。

阳变阴合而成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

焉。 五行，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以河图为例，上下者，火与水
一阳一阴；左右者，木与金一阳一阴；中央者土位，
是上下左右阴阳的过渡，其主中央辅四旁，上下左
右，易变中介。 出入升降气机与中土连接，中和关联
水火木金土成圆运转流变，动静循于常态，圆内是
负阴抱阳，分界互涵，此五行成太极而无极也。 从阴
阳动静易变成四维统摄于太极，太极为混沌中和之
无极而生水火木金土。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
无穷焉。 太极图的正中央（见图的第三部分）是
“土”，中央土运为主中央、辅四旁、怡情志、顾润燥、
纳化常、布化真灵之源。 上者，二五一阴一阳妙合乾
（ ）道成男性刚；下者，二五一阳一阴妙合坤（ ）
道成女性柔，恰如此意。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
生生而变化无穷。
3 周氏太极图对人生反思的延展

周敦颐对太极图的解释，并未止于图像所显示
的内容，而是进一步演绎出对于人生的反思。“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 五性感动
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立人极焉。 ”[1]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指人性、人格、人伦，
得其秀而最灵，是哲学美学范畴，人处于物质世界、
精神世界、群体社会三维动态流转的环境。“五性感
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人性是人类文明发展、演
化的基础和动力。 人性有善恶不同而交替转换。 人
类历史同样是在易变流转之中盛衰相递， 交替反
复。 如汉代的文景之治与盛唐的贞观之治，战乱之
后予民休养生息而国泰民安，亦有南北朝五代十国
数百年的战乱而民生凋敝。 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
因比著《历史研究》中讲的一段话：“在不同社会、不
同的观察者用来表示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这一宇
宙韵律的各种符号当中，阴阳是最贴切的。 因为它
们不是通过心理学、 机械学或数学的某些暗喻方
式， 而是直接表现出了交替的韵律”，“在我这部书
里，我要用一个什么符号表示历史的规律呢？ 我选
来选去，我选择了中国的阴阳。 ”他还说“中国人传
统的世界观已经受了中国三千多年经验的检验，其
中一个主要观念是‘阴’‘阳’辩证交替。 无论阴或是
阳，只要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另一端，从而自动地
恢复自然的平衡。 因为另一端发展到自然所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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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 息·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Explanations of the Taiji Diagram for medical humanities in medicine
WANG Yongyan，FAN Yipin

（Institute of Clinical Basic Medicine，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 Sciences，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Song Dynasty，the Neo鄄Confucian philosopher ZHOU Dunyi reinterpreted the widely circulated Taiji Diagram and
authored Explanations of the Taiji Diagram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is diagram. While the article primarily represents
ZHOU Dunyi’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book of Yi Jing，it also contain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universual natural science phylosophy and a broad humanistic spirit. These aspects continue to hold
signific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medical practitioners.
Keywords：ZHOU Dunyi；Explanations of the Taiji Diagram；science；humanity

的最大限度，就会最终回到这种交替模式。 ”[4]当然
这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交替，而是螺旋式上升。 阴阳
观念的核心实际上是“消长对待”的辩证法。 人类历
史的盛衰消长变化的实质源自人性善恶的沉浮变
迁。作为医者，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互相呼应。医学
是人学，儒家是仁学，道学质朴无华，三者都注重人
群生活的社会性，仁者爱人的伦理。 仁义德行是生
命的力量，得其秀者形立神生，所谓神发知矣。 业医
者应无私欲，守静笃，树立中和正义的人文医学精
神。 具备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仁心仁术，仁心者抵
御贪财、媚势、哗众取宠的一切有伤患者身心的恶
习；仁术者视患者疾苦感同身受，具同理心归属感，
且精于业务。 中医学传承创新的动力源自医者的求
知欲、好奇心、想象力，以家国情怀服务社会民众的

慈悲心。《礼记·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 ”[5]《论语·子罕》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6]多么深刻的感慨。 医者应坚持读经典
做临床，顺应自然以求真储善，立人极焉，儒道互
补，以仁者寿，以死而不亡者寿，以美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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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12 日，第三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在浙江乌镇召开。
据悉，此次会议由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津中医药大学主办，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承

办。 设主论坛和 6 场平行论坛，同时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研究”研讨会。 从重大疾
病防治、循证医学、交叉创新、中药创新研发与上市后研究、产业协同等方面进行深入对话，促进政产学研用交流互动，发挥学术
引领和创新驱动的作用。 13 名院士，200 余名中西医药知名专家和近 2 000 名代表参加会议。

陈香美院士聚焦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作大会主旨报告，从大数据驱动中西医诊疗、大数据在肾脏病领域应用实践与创新、
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 3 个方面展开。院士专家围绕“交叉科学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两个主题展开对话，
为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真知灼见，既有战略的思考，也有实战层面的实施路径。

张伯礼院士报告中指出，中国中药现代化研究已经开展了近三十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一个传统的学科领域，与现
代科学技术交汇融合，开拓出一条传承、创新、发展之路，形成了显著的学科优势，引领了健康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新时代 10 年取得了重要成就。回顾 30 年中药现代化取得的成果、经验、存在的不足
和挑战，展望未来研究发展的新战略和重点任务，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在大会开幕式上，举行了“以健康为中心”的医学研究———终端数据研究工作机制运行启动仪式。与以往“以疾病为中心”的
研究对象不同，“以健康为中心”的研究对象更加注重健康测量、评价及健康维护。这意味着，从以医院为中心获取疾病信息转向
从生活场景中获取健康信息成为未来趋势，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先进信息技术手段可以满足这种变化的需求。为实现这个
目标，需要构建全过程、连续性健康数据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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