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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宇宙观是发掘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是《黄帝内经》“天人”理念的源头。中国古代宇宙学说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医对人体自身及宇宙环境的认识。《晋书》总结了古人的三种宇宙学说，分别是“盖天说”“浑天说”“宣夜

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分别以“阴阳”“中”“气”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形成了“天

地定位，阴阳交互”理念、“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太虚一气，气生万象”理念。三种理念并不是独立分割的，而是彼此之

间互相补充、相须为用的。三种理念在“气”的层面融会贯通，“而阴阳”“中”二者可以统归于“气”，“气”又可归于“天地”与

“中”里。古人将多元多维的认识合而为“二”，由“二”合而为“一”，“一”又包含在多维多元的现象中，在现象中能够复现出

“一”的功能和性质，这样的思维理念来源于古代对宇宙的认知。探索中国古代宇宙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黄帝内经》“天

人”理念，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医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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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１］，宇宙观是
人类对自己所处时空的认识。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

的生存休戚相关，人们需根据“天象”来预测天气的

变化以保证生产生命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古代农耕

文明时期的自然环境下，因“观象授时”的需要，中

国古代天文学在距今６５００年前就已经建立了相对
系统的理论模型［２］。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是古人

赖以建立时空坐标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直接促进

了传统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与

科学观的形成，这些观念在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

内涵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宇宙观，体现

了古人对于天、地、人及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２］。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非常重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中有关于“天人”的理念基

本涵盖了全部的篇章。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宇宙观，

将有助于还原古代医者对“天人”认识的具体架构，

了解“天人”文化观念的来源，从而学习到中医学理

论背后的底层逻辑。

１　《黄帝内经》“天人”理念来源于中国古代
宇宙观

　　中国古代宇宙学说着重强调对天、地、人三者关
系的认知与阐释，当这种认知与阐释抽象成为理论

模型，普遍运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时，它便成为

了一种思想观念在人群中传播开，成为了文化的一

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不仅能挖掘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深层意蕴，还是还原古代历史原貌的捷径之

一［３］。

中医学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而成长的医

学体系，它的思想吸收了历代优秀的自然科学理论

和社会科学理论，并保存了中华文化最为精要的部

分。这些部分结合医者们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经

验，总结出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关系的时空规律，所

有的规律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塑造了具有中医特

色的时空宇宙观，包含在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中

医理论体系当中［４］。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独特的理论观念，所谓的

“整体”并不是单指人身所有器官骨骼等组织组成

的整体，而是人与自然界还有社会共同组成的大整

体。这样的大整体即是《黄帝内经》中“天人”理念

的论述对象，包括了对“天”、对“人”以及“天人”之

间关系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宇宙

观的。《晋书·天文志》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

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５］。”晋书总结了古人的

三种宇宙学说，分别是“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

说”。通过古人对宇宙结构的探讨，我们可从中找

到《黄帝内经》“天人”理念建构的线索。

２　“天地定位，阴阳交互”理念

“天地定位，阴阳交互”理念源自盖天说。“天

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盖天说以“天圆地方”作为

其学说的主要理念，最早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找到

思想渊源。《易经·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

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６］。天为阳，地为阴，天

地之气升降交互，产生了“山、泽、雷、风、水、火”的

时间顺序方位。《慎子》中说：“天地既判，而生两

仪，清气浮为天，重浊凝为地，天形如弹丸，半覆地

上，半隐地下，其势斜倚，故天行健”［７］。古天文学

家以天星的位置作为时间参考系，以地面四方的位

置作为空间参考系，这个将时间与空间同时记录的

方法称作“天地定位”。《周髀算经》曰：“方属地，圆

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

天”［８］。天以圆作为它的运动规律，地以方作为它

的内在属性；圆属于阴的部分，方属于阳的部分；天

的本质为阳而功用为阴，地的本质为阴而功用属阳，

天地的本质和功用就体现着阴阳的交互作用。《荀

子·礼论》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

起”［９］。天地合而变化生起，其本质上即是阴阳交

互和接通，这形成了“盖天”理念的主要内容。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

时之法成”［１０］。《灵枢·本神》曰：“天之在我者德

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１１］。人属

于万物中的一员，同样也是因天地之气的交互作用

而生。《灵枢·邪客》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

应之。”“以天在上，以地为下”的时空位置被确定以

后，天为阳、地为阴的自身属性随之展现。而从人的

身体层面来看，头部为圆以应天，足部为方以应地，

身体同样也具有天地的位置方向。头面部在中医学

里被称为“诸阳之会”，足部三阴交穴位则称为“诸

阴之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地者，万

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

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

·２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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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１０］。天地定位后，万物的上下由此对应，阴阳、

左右、水火互相发生作用，共同维持生命的存在形

式。

天干和地支是古代关于“天地定位，阴阳交互”

理念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干支的本义是树干、树枝，

意思是干支可以将天地连接起来，更进一步说，干支

是描述天地之间交互的作用体现［１２］。《黄帝内经》

将天干地支的时空理论吸收进来，作为推演五运六

气的历法基础。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中，司

天之气是以天干的五行而定，而在泉之气则由地支

的合化而推演；司天之意为五运定天位，在泉之意以

六气定地气。司天、在泉之气每年轮转、交互作用，

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物候的变化。

３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来源于浑天说，意

思是宇宙与人合而为一，组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太

极模型。张衡《浑天仪注》曰：“浑天如鸡子。天体

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

立，载水而浮”［５］。浑天说认为，宇宙如同鸡蛋，其

名为“天球”，浑天星体如同弹丸在天球上运行，地

面则如同鸡蛋黄，天球的内外都是水，水使星体漂浮

在宇宙中。浑天说是以观测者为主体建立的宇宙学

说，浑天的星体虽在天球上运行，但天体经过不同的

天区，其对人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天体对人的作用

可以理解成一种复合场，所有星体的复合场共同施

加在观测者这个点上，便成为了一个大太极模型。

《周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６］。浑天星体被划分成了四个天

区，分别是北方玄武、南方朱雀、东方青龙、西方白

虎，四个天区各分有阴阳，组成了太极显现的四象。

浑天星象和地理因素便成为太极图中运动的阴阳

鱼，而观测者立于太极图的中心，当阴阳鱼与观测者

合而为一时，是一种古人追求的境界，这成为了“天

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来源。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古人宇宙观念的表达，

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且在

《黄帝内经》中有大量的发挥［１３］。《灵枢·岁露论》

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１１］。”在《黄帝

内经》中，天的特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人”为

中心来解释“天”的哲学构建，这一内涵贯穿于中医

“生气通天”“阴阳应象”等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始终；

另一方面，它具有综合多学科理论为一体的自然科

学特性，以太极理论为主体讨论“天”和“人”各自的

规律。

“太极唯中”是“人身小太极，宇宙大太极”为原

理构建的“时－空－人”相应一体观。《史记·天官
书》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

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１４］。”《灵枢·

邪客》曰：“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

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五音，人有五

脏［１１］。”在人身这个小宇宙当中，也存在着如同五星

和日月等天文星体的周期运行，它们是同大宇宙的

星体相对应的。人身的变化可视作一个太极整体，

而这个太极整体的中心被称作为“人之中”，即是

“心”。《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心者，君主之官

也”［１０］，意思为心有主宰天地之意。《素问·宝命全

形论》曰：“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

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１０］。”宇宙大太极的中心称为“天心”，若

“人心”与“天心”相合，则是圣人之道的开始。在研

究人的身体构造和生理变化时，我们可从大宇宙规

律中寻找线索；在研究天文现象时，我们也可以在人

身小太极中寻找线索和依据，这便是“天人合一，太

极唯中”理念的应用与展现，也是《黄帝内经》“天

人”理念的重要构成点之一。

４　“太虚一气，气生万象”理念

“太虚一气，气生万象”理念产生于宣夜说，其

含义为宇宙太虚归为一“气”，由“气”这个基本的物

质结构衍生出了万事万象。宣夜说的历史渊源，可

以上溯至战国时代的《庄子》。《庄子·逍遥游》曰：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

也，亦若是则已矣”［１５］。庄子认为，苍天远的没有尽

头，因为太虚混同一气的缘故，所以在不同角度看都

是如此。《晋书·天文志》记载：“天了无质，仰而瞻

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

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

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

其行其止皆须气焉”［５］。宣夜说认为，天并没有一

个固定的“天顶”，宇宙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组

·３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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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日月星辰都是在这气体中飘浮游动，气推动着星

体的运行，万物也是都由无形的气所演化而生的。

中医学里“气”的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特

别是古代道家的精气学说，而道家精气学说的构建

也源于宣夜说。《列子》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

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

始也”［１６］。有形可见的事物是来源于无形的，“太

易”是在气生成之前，“太初”是气的开始，气成为了

形成宇宙的基本条件。北宋思想家张载认为，整个

世界统一于太虚的气中，无形的太虚，有形的物体，

是“气”的两种存在形式。“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

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１７］。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

夫之总结并发挥了张载的气本论，他在《张子正蒙

注·太和》写到：“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

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

“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

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

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１８］。王夫之解释道，宇

宙名为太虚，太虚之中充满阴阳二气，实则是一气，

气聚则物质显现，气散则物质消亡。

《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即是“太虚

一气，气生万象”理念的充分发挥。《素问·天元纪

大论》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

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

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

化，品物咸章［１０］。”《说文解字》曰：“元，始也”［１９］。

《黄帝内经》描述了宇宙初始的图景：天有五运，布

气于地上的生灵，而后阴阳、刚柔、寒暑等万象由气

生化而成。古代医者们通过五运六气的推演来预测

疾病的发生。《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天有五行，

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

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

复始［１０］。”五运六气将宇宙的气象运动规律分为五

运和六气，始终将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尽管是纷繁

复杂的理论系统，实则是一气周流于万物之中的不

同变化，而这种气的变化和运动组成了性质不同的

事物，这些事物展现出变化的万千形象。

中医学以“五脏”之象为核心，构建了“气 －阴
阳－五行”的理论模型［２０］，其背后的理念则是“太虚

一气，气生万象”理念。《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

之中者也。”“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

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黄帝内

经素问序》曰：“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

考建五常。”天地人共同存在于太虚之中，黄帝则执

掌着“北斗之纲”，考察着“五常”的运行，“五常”是

指五气。《冠子·环流》曰：“斗柄东指，天下皆

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

北指，天下皆冬［２１］。”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

时，大地充满生气，呈现一片青色，古人很自然地就

把“东－春－风－青－生 －肝”等象联系在一起，以
“木”为其气的代表符号；斗柄逐渐南指，天气转热，

万物生长旺盛，时序进入夏季，古人又将“南 －夏 －
热－赤－长－心”等象联系在一起，以“火”为其气
的代表符号，秋冬同此，万象即生。

５　结语

“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分别以“阴阳”

“中”“气”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于《黄帝内经》的理

论体系当中，并形成了“天地定位，阴阳交互”理念、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太虚一气，气生万象”

理念。三种理念并不是独立分割的，而是彼此之间

互相补充、相须为用的。三种理念在“气”的层面融

会贯通，“阴阳”“中”二者可以统归于“气”，“气”又

可归于“天地”与“中”里。古人将多元多维的认识

合而为“二”，“二”又合而为“一”，“一”又包含在多

维多元的现象中，在现象中能够复现出“一”的功能

和性质。这样的思维理念来源于古代对宇宙的认

知，故探索中国古代宇宙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

《黄帝内经》“天人”理念，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医文

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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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ＵＡＮＧＺ．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Ｍ］．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Ｙｕｅｌｕ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２０１６：２．

［１６］列御寇．列子［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３．

ＬＩＥＹＫ．Ｌｉｅｚｉ［Ｍ］．Ｈａｒｂ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３．３．

［１７］张载．正蒙［Ｍ］．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７９．

ＺＨＡＮＧＺ．Ｚｈｅｎｇｍｅｎｇ［Ｍ］．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７９．

［１８］王夫之．张子正蒙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１０．

ＷＡＮＧＦＺ．ＺｈａｎｇＺｉＺｈｅｎｇＭｅｎｇＺｈｕ［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

ｇｈｕａ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９：１０．

［１９］许慎．说文解字［Ｍ］．汤可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２．

ＸＵＳ．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Ｍ］．ＴＡＮＧＫＪ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２０：２．

［２０］张其成．“气－阴阳 －五行”模型的复杂性再探［Ｊ］．中

国医药学报，２００３（５）：２７６－２７９．

ＺＨＡＮＧＱＣ．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Ｑｉ－

Ｙｉｎ－Ｙａｎｇ－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ｄｅｌ［Ｊ］．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３（５）：２７６－２７９．

［２１］冠子．冠子汇校集注［Ｍ］．黄怀信编．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４：７６．

ＨＥＧＺ．Ｎｏｔｅｓｏｎ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ｇｕａｎｚｉ［Ｍ］．ＨＵＡＮＧＨＸ

ｅｄｉ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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