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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在)黄帝内经*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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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源自中国古代宇宙学说+++浑天说#这一理念不仅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深入阐释和具

体运用#也广泛呈现于,黄帝内经-的诸多篇章中% ,黄帝内经-将)浑天说*宇宙模型融入中医学理论当中#以)太极* )心*

)中*三个要素构建起)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的理念框架#并涵纳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整个宇宙时空范围#将)一心贯

之*的思想运用在了大或小的所有事物与生命之中% )天人相合#心物相应*)圈定太极#一心唯中*)有无相生#内外相成*三

个理念的运用则是圣者显明天道'贯通三才'实现物我同化的方法路径% 这三种路径并不是并列或递进的关系#而是融会无

碍'三元合一的共通之道%

关键词")天人合一#太极唯中*()天人相合#心物相应*()圈定太极#一心唯中*()有无相生#内外相成*(浑天说(,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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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JDFC,d(KQ,JKJFREFLJCdS (RSJDr#1+F 0ECF 4S+(#E#(;F ?%G*%H%;F

&&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是古人建立时空体系的重

要工具之一$同时也对传统政治观'宗教礼仪观'科

学哲学观的构建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观念不

仅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核心要素$而且基于

古代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与阐释$最终

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宇宙学说(%)

* +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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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重要学说之一$在.黄

帝内经/中可以寻找到其明确的理论线索$这些理

论背后的理念即是+天人合一$太极唯中,

(!)

* 故厘

清该理念的来源$并对该理念要素进行解构分析$阐

明该理念有效运用的方法路径$不仅能够帮助医者

形成基于传统文化理论体系下的+天人,思维模式$

更有助于理解.黄帝内经/所言的圣人之道$从而进

一步体会.黄帝内经/当中+至真至要,之论*

CD'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的理念渊源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宇

宙学说111浑天说$此学说构建了一个以人为观测

中心点的宇宙天球太极模型$并且认为浑天的星体

漂浮在包绕天球内外的水上$气托举着天地而立$星

体以及天象通过这些无形的水与人相联系$从而对

人类的生产生命活动产生交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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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

天(7)

*,浑天说中的+气,可以理解为现代物理学的

一种复合力场$是一种在物与物之间形成的综合相

互作用形式(#)

* 浑天说中的+水,并非是物质性的

水$而是在用+水,来强调宇宙万物的联系性$与.庄

子%大宗师/所言的+江湖,类似&+出泉涸$鱼相与

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

庄子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整体关联的世界里$似鱼

生活在江湖一样的+水,当中$星体与天象看似与人

类相隔甚远$但它们和地球万物同属于一个整体$都

共同生活在这个被+水,包绕内外的天球里* 我们

的整个世界通过+水,共同传递着有形或无形的信

息和能量*

在浑天说宇宙模型理论的背景下$+天,与+人,

原本就是一体$并非存在一个与+人,相独立出来的

名为+天,的对象* +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并非要求

+人,去与+天,相合$而是让人认识到+天,+人, 二

者本来就是+一,* +天人合一,讲求的并非仅是物

质或信息层面与自然界规律相配合$而是+人心,与

+天心,相合(B)

*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天人合一,思

想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独特

的思想理念也涵盖在.黄帝内经/所有篇章的医学

实践和理论始终($)

* .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故

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

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素问%举

痛论/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

*,.黄帝内

经/正是基于这样的宇宙观$从而对医者提出+明天

道地理,+言天验人,的建议$并且追求+天人,二心

合为一心的大医境界*

+太极唯中,是对浑天说宇宙模型的整体描述$

是以+人身小太极$宇宙大太极,为原理而构建的

+时M空M人,相应一体观$也是对+天人合一,理念

的具体归纳和实践指导(!)

* 浑天说的+天球大太极

模型,是古代天文学家们的智慧结晶$它在方便计

算大太极中天体运行周期的同时$也注重探求人身

小太极的内在规律$并且强调大小太极的互相感应*

.易经%系辞传/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

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00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物之情(8)

*,伏羲氏成为天下之王$首要之事就是参

天法地$掌握时空运行规律及建立时空坐标系$通晓

神明的德行$以便照顾天下的人与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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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喜怒00天有五音$人有五

脏(%")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有阴阳$人有

十二节* 天有寒暑$人有虚实(<)

*,.黄帝内经/早已

认识到大小太极之间的联系性和相似性$并且把人

体生理规律和自然规律整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天

人互联$以人为本$以心唯中,的生命宇宙观*

FD)黄帝内经*中'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的

理念要素

&&理念是思维活动的成果$是哲学观念的集中内

涵$对于理念的深入研究需将其进行要素化解

析(%%)

* 解构理念要素的目的在于深化对于理念各

个层次的理解$医者若要充分认识和运用理念$就需

要对该理念进行足够的分析与阐释* .黄帝内经/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要素主要由+心, +中,

及+太极,三者组成*

+心,是沟通天与人的媒介* .黄帝内经/对心

有着独特的认识$非常重视 +人心,的修养* .素

问%六节藏象论/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

认为心是人生存的根本$神的变化由心而生* .灵

枢%本神/曰&+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

失(%")

*,人内心情绪的过度波动会导致神的损伤$从

而产生疾病* .素问%痿论/提到的+有所失亡$所

求不得,+悲哀太甚, +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等神志

问题均可导致痿证* .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心

者$君主之官也(<)

*,意为心有主宰人身天地之功*

.类经附翼%医易义/曰&+天之北辰$为群动之本$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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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心$为全体之君也(%!)

*, +心,作为+君主之

官,$是+神,之所居地$+神,在身体中具有主导性力

量$是统摄心身二者的指挥官$是总领意识活动和身

体活动的最高主宰*

+中,进一步来说指的就是+以心为中,* 早在

战国时期就有+以心为中,的理念* .清华简/曰&

+心$中* 处身之中以君之$目'耳'口'肢四者为相$

心是谓中(%7)

*,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言&+人居天地

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

也(%#)

*,+以心为中,确立了在生命过程中+心,的中

轴地位$不论在.黄帝内经/里还是在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中$都在强调+心,的修炼* .周易/提出+洗

心,之说$倡导通过净化心灵'去除杂念来达到内心

的宁静与纯洁#儒家强调+正心,$意指通过修正心

态'追求道德完善来提升个人素质#道家注重+清

心,$追求无欲'无我'无念的境界$以实现心灵的自

由#佛家则注重+明心,$通过觉悟和智慧$认知自身

并从苦难中解脱#而中医学讲究+调心,$指通过调

节情绪至恬淡虚无'精神内守态$从而调畅气血'真

气从之以保持身心健康(%;)

* 可见$+以心为中,是古

代先哲对生命境界提升的方法所达成的共识*

+太极,可以理解为有边界的一团气$正如宋代

刘牧.易数钩隐图/言&+太极者$一气也(%B)

*,.朱子

语类/曰&+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B)

*,朱熹认

为$天地万物皆是由太极这一团有边界的气构成$而

这是自然界中每一个事物共同遵循的规律$所以朱

熹又言&+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B)

*, .黄帝

内经/中虽然没有出现+太极,一词$但+太极,的理

念已融合在每一篇章当中$并在.黄帝内经/的五运

六气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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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运六气学说

将天运'地气作为两个+大太极,的边界$其余+小太

极,如脏腑'动物'颜色'气味'声音'情志等$都跟随

着+大太极,的气运流转而生生不息$基于五行学说

的分类$形成了五脏'五虫'五色'五味'五音'五志

等* 五行学说将气象相似的物质生灵们划分成木'

火'土'金'水五种太极趋向$在这些不同太极圈内$

相同五行的草'木'鸟'兽'人'物的联系性会更为紧

密$如生命共同体一般随着天运与地气的变动发生

着生克聚散的气运变化* 在太极理念的理解下$

.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把世间万物都汇

集成了一个整体$谱写了天地之间人体与自然共生

的生命协奏曲* 后世医家张介宾在.类经图翼%太

极图论/载&+因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大之而立天

地$小之而悉秋毫$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

*,张

介宾认为$事物不论是如宇宙般广大$还是如秋毫般

细微$都可以被看作是+太极,* 明代孙一奎在.医

旨绪余/中说&+天地万物本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

之理在焉(%$)

*,天地万物之所以能被看作是一体$是

因为它们各自都是由一团团有边界的气组合而成$

太极之理将宇宙内的所有事物都统合了起来* .太

极图说/曰&+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分而言

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

*,从大的宇宙背景框架下

看$万物的总和是一个大太极#具体到每一个事物来

看$物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小太极*

GD)黄帝内经*中'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

念的运用

&&掌握理念要素后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进行理念运

用* 理念并非高悬在概念层面之上的逻辑推演和模

型阐释$更重要的在于理念的具体实践* 理念运用

是指能够使深谙理念的人明晓如何在生活实践中发

挥出实际效果$将理念融会贯通'深刻执行于举手投

足之间*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的理念运用包含三

个层面&+天人相合$心物相应, +圈定太极$以心为

中,以及+有无相生$内外相成,*

GECD天人相合%心物相应&+天道之心,称作+天

心,$.太乙金华宗旨/曰& +天心者$三才同禀之

心(%8)

*,+天心,是能够通天达地明人的三才同禀之

心* .类经/曰&+人能得一$则宇宙在乎手$人能知

一$则万化归乎心(!")

*, +天人相合,指的是天心和

人心的相合为一$也是圣人之道的开始$正如文天祥

言&+圣人之心$天之心也#圣人之道$天之道也(!%)

*,

.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

也(%")

*,圣人与天地日月相参相应$顺应天道自然的

规律* .灵枢%经别/言&+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

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

腑$以应六律(%")

*,.黄帝内经/认为$圣人明晰内心

与外物的区分与联系$因为圣人合于天道$达到了

+心物相应,的境界$不论天象'物候$还是声色'方

位等外象$圣人的内在均能与之交互感应*

+心物相应,是圣人之道的表现* .素问%气交

变大论/言&+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

*,圣人善于

言说+心物相应,的道理$同时参同天地的变化*

.素问%离合真邪论/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

天地(<)

*,圣人在立定法度和制定标准时$需要具备

%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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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天地相应的能力$配合当下环境的时空条件$从

而指引民众进行生命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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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可把握天人各

自规律中的共同之处$将其运用在人身健康和自然

环境互动关系的调节当中* .素问%上古天真论/

中说&+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00外不劳形于事$

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

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黄帝内经素问/开篇即

阐明圣人之道&圣人之心与天地大道相和$内外通达

不会因思想及劳作而感到负担$以安静舒愉为目的$

以悠然自得为满足$这就是+人心,合于+天心,的最

佳范例* .景岳全书/曰&+夫医者一心也$病者万象

也* 举万病之多$则医道诚难$然而万病之病$不过

各得一病耳00故医之临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

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释$

岂不甚易(!!)

2,张介宾认为$以一心面对百病万象不

惧$以一心面对病之一本不疑$是医道临证提升的简

明路径*

GEFD圈定太极%一心唯中&+圈定太极,的目的重

在形成事物的范围与边界$而圈定边界后形成的太

极则是该太极时空中所有信息'物质'能量等的总体

呈现$我们把这些呈现命名为环绕+唯中之心,所展

开的象* 正如邵雍在.观物外篇/中所说&+先天学$

心法也* 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

*,河

图是蕴含着天地宇宙先天时空状态的图像模型$它

也是由+唯中之心,所自然呈现出来的* 张介宾.类

经附翼%医易义/中说道&+先天图者$环中也#环中

者$天之象也* 六十四卦列于外$昭阴阳交变之理

也$太极独运乎其中$象心为一身之主也(%!)

*,+心,

作为万象之中$被太极边界所包绕着$形成一幅环绕

中心的阴阳卦变象数图$这个图正是河图* 不论是

属于天时的春夏秋冬更替$还是属于地理的东南西

北移换$都可以理解为环绕心的时空信息变化$在这

种理念下$如宇宙广大之大太极与人身精妙之小太

极浑然同体$共同遵循着自然生息的规律* 孙一奎

以原气为人身之太极$以+太极!原气" M阴阳 M五

行M脏腑,模式诠释人体的生成(!7)

* 王宗岳在.太

极拳论/开篇就说&+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

也(!#)

*,阴阳是圈定太极后一分为二的认识方式$而

五行是由阴阳再进行细化认识的结果$所以说阴阳

的细化就是五行$五行的整合就是阴阳(!;)

* 在.黄

帝内经/中$阴阳'寒暑'昼夜'动静'左右'天地'生

死等$都属于不同太极圈下一分为二的交互对象$而

五色'五音'五方'五味'五脏'五志等$则属于阴阳之

二细分为五后不同太极内一气流转的展现*

当天心与人心合而为一$天地人三才自然成就

中道$这便是+一心唯中,的境界* +一心唯中,理念

下的中道并非是有意地操控事物达到平衡状态$而

是+无心致中, +无为而中,$即顺从内外条件的变

化$让万物都呈现本然的状态* 张载曰&+天本无

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

也* 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 人须

常存此心(!B)

*,常人理解是天道演化生成了万物$故

认为天地有功劳'天道有生人之心$事实上天道是无

心而为的$它在生成万物的同时也会夺走万物的生

命$生和杀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道德经/言&+天地

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

地之间$其犹橐硁乎2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

穷$不如守中(!$)

*,圣人通达天地之中道$并无偏私$

仁或不仁只是中道呈现的两面$而圣人无心而为并

不偏执一端$守中守一才是其中关键$正如.庄子%

在宥/曰&+我守其一$以处其和(;)

*,这里的+和,也

不是指刻意去营造的+和,的状态$而是当人心与天

道无为之心相合时$天地与万物在这颗+唯中一心,

面前自然地趋向于和谐的状态*

GEGD有无相生%内外相成&太极是有边界的一团

气$而气的聚散决定了形体外在的表现形式$有和无

是相互转化的$二者存在互相滋生和促进的关系模

式$这体现了+有无相生,的太极之道* .庄子%知

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5 故万物一也* 是其所美者

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 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

化为臭腐* 故曰& 6通天下一气耳*7 圣人故贵

一(;)

*,庄子知晓天地间的太极之理$点明人的生死

仅为气之聚散&生为死的继承$死为生的开始$万物

都在大太极中遵循着这个道理$圣人了解到+天人

合一,的真要$并将它奉为至贵之物* .黄帝阴符

经/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恩生于害$害生

于恩(!<)

*,生与死'恩与害只是太极内气的流转变

化$事实上是互相依存'相互转化的* .医门法律/

说&+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8)

*,形的存在与消亡

取决于太极这团气的聚散情况* .素问%六节藏象

论/说&+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

*,.素问%五常

政大论/曰&+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

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

*,气的聚集成为有形

之物$太极内气的变化有始'散'布'终四种阶段$从

而导致了该事物外在形象的改变$这种变化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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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衍生而来*

有形的太极包括所有物体及其运动以及所有生

命存在等$是人能够通过眼睛观察和实际触摸感受

到的实物* 每一个实物都具有它存在于当下时空的

内在逻辑性$都包含着其本身与周围事物的内在关

联性$而这种关联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有形的太极

给我们呈现的是某种形象$它时刻在宇宙中散发气

场$这种气的场域会映射到人内心当中$当心与之相

应时$便成为心的选择对象* 脉象'舌象'肢体动作

等都是可见的外在形象$它们属于人身局部的小太

极$而这小太极事实上蕴藏着大太极中的所有信息*

若是精通太极之道的医者$物物皆可从中医诊断视

角加以认识* 中医不必身在诊室才称作+出诊,或

+治疗,$治病'治家'治水'治国等$凡此皆在诊治当

中* 医者看上去是在面对不同的诊治对象$但实际

上是在对待不同的有形太极气团$只不过是或大或

小的区分而已* 无形的太极则通常是人类视力所观

察不到的内容$具有易被忽略的特点* 语言概念'思

维观念'文章内涵以及包括声音感受在内都属于无

形的太极* 当我们用词汇定义的时候$意识层面形

成了一团有边界的气$这个边界囊括了该概念包含

的所有内容* 定义组成概念$概念的组合形成思维$

思维则构成观念* 所有观念集合成意识的一张网$

驱动着有形身体的运转* 言语是无形的太极$而行

为是有形的太极$孔子明达太极有无相生之道$非常

重视言行修养$.论语%为政/曰&+先行其言而后从

之(7")

*,.论语%里仁/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

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8)

*, .易经%系

辞传/将言行比作君子之枢机$又谈到+言行$君子

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8)

2,医者也是同样如

此$.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之道需谨言慎行$即医

者在诊疗活动中应避免多说无益言语'调侃嬉笑$以

及谈论是非'议论人物等不当言行&+夫为医之法$

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

声名$訾
#

诸医* 自矜己德* 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

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

也(7%)

*,

+内外相成,指的是太极边界内和太极范围外

是不停运动'相互成就的* 首先$太极内的运动是生

生不息'循环往复'变化无穷的* .易经%系辞传/

言+易有太极,+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皆

是在描述着太极内的生生变化图景(7!)

* .太极图

说/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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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生生之谓$乃各为阴阳'天

地之效而变化也$是得无穷(77)

*,周敦颐认为$太极

内的动静阴阳交感'互根互用$各自形成了循环的生

生运动* 其次$在太极外$各个独立太极之间是紧密

相连'互相嵌套的$它们在宇宙大太极内是混同一

气'互为因果的$有形太极和无形太极之间也不是相

互独立'互相分割的$而是互相成就的$如.黄帝阴

符经/言&+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

之盗也*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时$百骸

理#动其机$万化安(!$)

*,天地'人'万物各为一太极$

互相成就各自的盛衰* 唐代道家学者李筌释曰&

+天地与万物生成$盗万物以衰老* 万物与人之服

御$盗人以骄奢* 人与万物之工器$盗万物以毁败$

皆自然而往* 三盗各得其宜$三才各安其任(!$)

*,这

些太极间的互相+盗取,$只不过是气的自然流转$

而这种气的流转若相安适宜$那么宇宙间的秩序便

趋向稳定*

HD 结语

.黄帝内经/将+浑天说,宇宙模型融入中医学

理论当中$以+太极,+心,+中,三个要素构建起+天

人合一$太极唯中,的理念框架$并涵纳了+其大无

外$其小无内,的整个宇宙时空范围$将+一心贯之,

的思想运用在了大或小的所有事物与生命存在之

中* +天人相合$心物相应, +圈定太极$一心唯中,

+有无相生$内外相成,三个理念的运用则是圣者显

明天道'贯通三才'实现物我同化的方法路径* 这三

种路径并不是并列或递进的关系$而是融会无碍'三

元合一的共通之道* 如孙一奎在.赤水玄珠/言&

+医之为教$正示人节宣天地之气$而使之无过不

及* 攻是业者$不能寻绎太极之妙$岂知本之学

哉(7#)

2,孙一奎指出$中医的教学在于引导学生自我

调适宣通天地之气$学医若不懂太极天人之理$则不

能通晓根本的医道* 总之$医者在认知上需先拟定

太极边界$形成讨论范畴$再细论具体事物的阴阳五

行及其相互关系#言行上需注重平日细节中的修养$

在宇宙整体背景的理念下$对待病人需懂得给予即

是回馈$关怀收获关爱#在思想上要与天道自然相应

相通$切勿陷入人心偏执状态下拟造的欲望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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