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王堆帛书房中术的理论依据(下) 

朱越利 

提要： 

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和《十问》是严格 的房中著作，帛

书《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与房中有关。马王堆房中帛书阐 述了多种房中术，骨子里

有中医药理论作依托。其理论系统是以气论为主干的，精气论在其 气论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初步

运用了阴阳学说。围绕着气论，又举起天人相参的旗帜， 教授了服气术的原则和要领，描述了气在人

体内递进变化的过程，即“气——精——神—— 神明”。这套理论是传统哲学和医学思想与房中经验

相结合的产物，有独特之处。  

朱越利，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主题词：马王堆帛书房中术理论依据  

四、气——精——神——神明 

合阴阳之方和接阴之道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自然之气进入身体变成精，精再变成 神，神再变成神

明。这一变化过程是实施房中术步步深入的结果，身体亦随之愈来愈健康。 马王堆帛书房中术多处描

述这种变化过程，但每一处描述都不完整。不过，将多处描述综合 起来，完整的过程就清晰地显现出

来了。  1、气——精。  接阴之道曰：“翕气之道，必致之末，精生而不厥。”“治气之精，出死

入生，欢 欣咪彀，以此充刑（形），此胃（谓）?（抟）精” B79 。  2、精——神。  接阴

之道曰：“翕甘潞（露）以为积，饮?（瑶）泉灵尊以为经 ， 去恶好俗，神乃溜（留）刑（形）。”

B80 又曰：“夏三月去火，以日爨享（烹） ，则神慧而葱（聪）明。” B81  第一条引

文说，经常从女子体内吸食甘露、瑶泉，将这些精积累起来，神也就留在 自己身体之中。第二条引文

说，在阳光最炽烈的夏天三个月里，用日光做饭，人食用吸收了 日精的饭菜，则神慧而聪明。  3、

气——精——神。  接阴之道曰：“故善治气?（抟）精者，以无徵为积，精神泉益 （溢）。”

B82 又曰：“翕气以充 月留 ……饮夫泉 英……群精皆 希?翕亓（其）大明 。至五而止，精神日

抬（怡）。” B83 又曰：“ NFDC5 息以晨， 气刑（形）乃 刚……精气凌楗（健）久长。神

和内得……” B84  第二条引文将精气饱满健旺，也称作“明”。“翕其大明”，是说吸取处

于最饱满 最健旺状态的群精。吸收五口而止，精神将一天天充沛和怡起来。类似的说法在《管子·心 



术上》中可以看到，其曰：“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 B85 前面 多了 静和

独两个环节 B86 ，中心内容也是精明则神的意思。“大明”也可算作精与神之间 的一 个阶段。

由于只此一处出现，故略而不计。《管子·内业》也述及气至神的变化，曰：“抟 气如神，万物备

存。” B87  4、精——神——神明。  合阴阳之方曰：“中极气张，精神入臧（藏），乃生

神明。” B88 又曰： “九 而通神明。” B89 接阴之道曰：“食阴 NFDC6 阳，稽于神

明……此胃（谓）复奇 之方， 通 于神明。” B90 又曰：“玉闭时辟，神明来积……九至勿

星，通于神明。” B91  又曰：“神明之事，在于所闭。” B92  第一条引文说的气，是

身体中的气，也可称为精。这是说，精强劲后，神（精神 ）进入藏，则生神明。“藏”可指五脏，因

为中医认为五脏是贮藏精华之处。《十问》曰： “饮毋过五……至之五臧（藏）。”又曰：“饮夫天

将（浆），致之五臧（藏）……神和内 得……五臧（藏）轱白。” B93 《淮南子·精神训》

曰：“血气者，人之华也。而 五藏者 ，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

矣。” B94 “藏”可 指心脏 ，因为中医认为心脏为神明之府。《十问》曰：“翕毋过五，致之

口，枚之心。” B95 《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B96

第二条引文的“ 九”是 说不泻精而九动。全句是说积精而生神明。“食阴”和“玉闭”都是积

精。这种由精直接到 神明的情况在其它文献中也能看到。如《左传·昭公七年》载子产（？—前522)

曰：“人 生 始化为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 B97  

“精多 ”、“精爽”都是说精的数量和状态，最后至于神明。从“中极气张，精神入臧（藏），乃 

生神明”一句可知，精——神明的过程就是精——神——神明的过程，叙述时简化了。  综上所述，

完整的变化过程是“气——精——神——神明”。“神慧而聪明”、“ 精神日怡”和“神和内得”等

都是把精神描述为思维能力或心 理，而“神乃留形”则把精神和肉体看成可以分开的两种东西，“精

神入藏”和“精神泉溢 ”似乎把精神看成与气或精同性质的东西。《合阴阳》曰“上縘精神”  

B98 ，也是如此。  接阴之道说到了心。如《十问》“第三问”要求在实行接阴之道时“必心塞

葆，刑 （形）气相葆” B99 ，即封闭神识不使外越，使之与形气“互相保持，不相分离” 

B100 。“第十问”要求“心毋秫（怵） NFDC7 （荡）” B101 ，这是要求把 握住自己的意

志 ， 克制欲望。阴阳大道也说到了心。如《十问》“第六问”说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从而可 以

保证自己长寿，其曰：“心 （制）死生，孰为之败?” B102 不 仅接阴之道和阴阳大 道，合阴

阳之方要求动而不决， 嬲乐之道要求迟久，合气之道要求节制良气，也都要求男 子控制自己的心，

或者以心控制节奏。在马王堆帛书房中术里，心与神既有关系，又有区别 ，但没有详细讲。  古人

对“神明”一词有多种解释。更准确地说，有多种用法。《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将古人的解释或用法



归纳为阴阳、精微、人之精神、智慧之士掌握宇宙间规律和神圣之事 或义等五种 B103 。 “神

明”一词，含义颇多。有人把神称为神明。《淮南子·泰族 训》 把天生杀万物而不露痕迹的玄妙能

力称为神明，曰：“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 物 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

明。” B104 “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 养草 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

矣。” B105 前引子产的话，有学者说：“人死了， 如 果生前积聚的精气多，魂魄强，就可以

成为神明。” B106 有学者不同意其解释，引 《管 子·心术上》曰：“洁其宫，开（阙）其

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 B107 《管子 ·内 业》曰：“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

B108 《国语·楚语上》曰：“昔殷武丁能耸 其德 ，至于神明。” B109 解释子产的话和这三

句话中的神明说：“‘神明’可以直接理 解为 精气，也可以理解为精气产生的高度智慧。”“‘神

明’指由于积精多而达到的智慧极高 的一种境界。”同时也承认：“‘神明’一词也既可用于鬼神又

可用于人。” B110   对于“稽于神明”和“通于神明”二语，颇有作他解者。《马王堆医书

考注》说： “稽于神明，即通于神明，也就是到达神明的境界。” B111 《马王堆古医书考

释 》释为 ：“就能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B112 马王堆黄老帛书《经法·名理》论述神明 

曰： “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处于度之内而见于度之外也。处于度之［内］者，不言而信 。 

见于度之外者，言而不可易也。处于度之内者，静而不可移也。见于度之外者，动而不可化 也。动而

（按：“动而”二字疑衍）静而不移，动而不化，故曰神。神明者，见知之稽也。 ” B113 有

学者认为《十问》第一问所说的“稽于神明”即取法于神明，此神明具有《 经 法·名理》所论的特

定含义，特定的含义是指度内度外关系，指黄学的道论和形名原理  B114 。  马王堆帛书房中

术使用神明一词，是指气和精在身体内变化的最高状态，最高阶段 。正象精明是精健旺饱满的状态一

样，神明则是精神健旺饱满的状态。也就是“神慧而聪明 ”、“精神日怡”和“神和内得”更上一层

楼的结果。《大戴礼记·易本命》曰：“食气者 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 B115 《淮南子

·本经训》曰：“是故神明藏于无形 ，精 神反于至真。” B116 这两句话中的神明， 与马王堆

帛书房中术中的神明用法一致。 在马 王堆帛书房中术中，由于神明来自气和精的积累与养炼，所以

它与物质性的气和精也分不太 清。故而有“乃生神明”、“神明来积”、“神明将至”、“十动产神

明”等含混不清的说 法。神明也有一定的神秘性。可以说，距神仙只有一步之遥。  合阴阳之方和

接阴之道所描述的气——精——神——神明变化过程，影响十分深远 。如《太平经圣君秘旨》曰：

“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 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

明。” B117 张伯端(984—1082)内丹术描述的 修炼层 次为气（筑基）——精——无——神——

虚，比合阴阳之方与接阴之道描述的变化过程复杂 ，但基点是一致的 B118 。有学者分析《庄



子》和《列子》，说内丹家精、气、神、虚 的 理论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道家的思想 B119 。比

较而言，马王堆帛书房中术更有资格 称得上是后世道教内丹理论的源头。  认为实施方术能使气、

精、神在身体内依次发生变化，是马王堆帛书房中理论的显 著特点之五。  五、阴阳为正与阴阳和

合  第一、阴阳为正。  接阴之道曰：“黄帝问于天师曰：‘万勿（物）何得而行？草木何得而

长？日月何 得而明？’天师曰：‘ NFDC8 （尔）察天之请（情），阴阳为正，万勿（物）失之而

不 NFDC9 （继），得之而赢。’” B120  在甲骨文中，阳字的本义是指日照之处。甲骨文

阴字未见，后人推测其本义为日所 不及之处或云遮日光之象。后来推广到水南山北背日为阴，水北山

南向日为阳。继而把许许 多多成双成对的事物和现象都标上了阴阳属性。春秋时期，人们用阴阳的相

互作用解释天象 、四季、病理、用兵之道和治国之策，阴阳逐步被抽象为一般概念，并归纳出阴阳二

气生成 万物的观点。《老子·四十二章》总结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B121  

认 识到阴阳相对待、 相统一的关系，接触到阴阳和合的问题。《庄子》发展了《老子》关于 阴阳和

合的萌芽思想。《庄子·天运》曰：“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吾又奏之 以阴阳之和，烛

之以日月之明。” B122 《庄子·田子方》曰：“至阴肃肃，至阳赫 赫。 肃肃出乎天，赫赫发

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B123 《庄子》指出了阴阳 之间 存在着相互和谐、平衡、

协调、渗透、转化等关系。《易传》以阴阳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建 立了哲学思想体系，故而《庄子·

天下篇》评论说：“《易》以道阴阳。” B124 《 易传 ·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

“阴阳不测之谓神。” B125 《易传》把阴 阳看 成阴阳二气，看成事物的属性和形式， 以之解

释世界的生成和事物内部对待、统一、 变化 的规律。 荀子（约前313—前238)进一步指出阴阳按照

自身的规律而运动变化。《荀子· 天论》曰：“列星随旋，日月递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 风雨

博施，万 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 B126 《荀子·礼论》曰：“天地合而万物生，

阴阳接而变化起 ，性 伪合而天下治。” B127 战国时期，阴阳学说为人们广为接受。《称》

曰：“凡论必 以阴 阳［ 明］大义。” B128 《管子·四时》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

时者， 阴阳之大 经也。” B129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阴阳学派，以邹衍（约前305—前240)为

代表 。  天师观察大自然的规律，得出“阴阳为正”的结论，指出万物的运动、草木的生长 和日月

的发光都离不开阴阳。天师所说的阴阳究竟何指，因其没有作具体解释，故而颇难明 了。但可以肯

定，天师所说的阴阳已经上升为抽象的哲学概念的高度，不局限于具体的天象 或地象等原始涵意。  

天师也没有稍稍指点一下何谓“阴阳为正”。《马王堆医书考注》将“正”释为常 或则，将“阴阳为

正”解释为“以阴阳为准则或规律” B130 。并引《孟子·滕文公下 》 为证曰：“以顺为正

者， 妾妇之道也。” B131 所谓“常”，即法则。 亦有明确以 日月 阴阳为常的用例。如《国



语·越语下》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 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

而还，月盈而匡。” B132 如此讲来，“以阴阳为 正” ，也就是把握阴阳规律之意。《素问·

上古天真论》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B133 《马王堆

古医书考释》将“正”释为要， 将“阴 阳为正 ”解释为“系指宇宙自然界的规律是以阴阳的变化为

主导” B134 。引了两条例证。 即《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

阳。” B135 《素问·阴阳应 象大 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

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 病必求于本。” B136 这两条说的是本。《素问》还有一处说

到这种意思。《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 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 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B137 这些

解释都可通。  接阴之道曰：“黄帝问于大成曰：‘民何失而 NFDCA （颜）色鹿（粗）（ NFD 

CB ）， 黑而苍？民何得而奏（腠）理靡曼，鲜白有光？’大成合（答）曰：‘君欲练色鲜白，则察 

尺?（蠖）之食方，通于阴阳，食苍则苍，食黄则黄。唯君所食，以变五 色。’” B138 大成引

导黄帝仿效尺蠖“通于阴阳”的进食之方。尺蠖是尺蠖蛾科昆虫幼虫 的统称 ，种类较多，颜色各

异。古人误以为尺蠖颜色各异，是因为吃不同颜色的花和叶造成的。这 种不科学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

的。人们会疑问：为什么只吃青草的牛羊不长成绿色呢？大成 则另有回答。他的解释是，因为尺蠖吃

食物的方式通于阴阳，所以吃什么颜色的花和叶，身 体就会变成与之一样的颜色。他没有说明尺蠖吃

食物的方式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通于阴 阳，通于阴阳是何意，阴阳又是什么。《管子·五行》

曰：“万物有极，然后有德。故通乎 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

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 ” B139 尺蠖区区小虫，当然不会如《管子》所颂。大概是因为尺

蠖一伸一屈地边爬边 食 ，伸得直挺挺的，通于阳刚之性，弯得圆圆的，通于阴柔之性。大成也许不

过是巧为借喻而 已，或者竟是隐语，亦说不定。  接阴之道曰：“舜问于尧曰：‘天下孰最贵？’

舜曰：‘生最贵。’尧曰：‘治生 奈何？’舜曰：‘审夫阴阳。’” B140 舜说养生之人应当观

察、分析阴阳，但也没 有解释何为阴阳。  阴阳大道述彭祖曰：“……巫成 NFDCC 以四时为辅，

天地为经，巫成 NFDCC  与阴阳皆生 。阴阳不死，巫成 NFDCC 兴（与）相视，有道之士亦如

此。” B141 彭祖这是说 ，仙人和有道之士以天地四时为经纬，与阴阳相视，就可以与永恒的阴 

阳一起长生不死。彭祖说的阴阳神秘飘渺，更不知所云。  我们虽然猜不透天师、大成、尧和彭祖等

所说的阴阳是指阴阳二气还是指阴阳规律 ，但却了解模仿“通于阴阳”也好，“审夫阴阳”也好，

“与阴阳相视”也好，都是以“阴 阳为正”的意思，不外乎是“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的一种努力。

这表明，接阴之道和阴阳 大道不仅在气论的地基上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而且试图从阴阳学说中寻求



理论依据，诠释 自己的方术。  值得注意的是，阴阳为正的思想本应当阴阳并重，但天师、大成、

尧和彭祖等高唱 阴阳为正的口号，拿出来的具体方法却是食阴、炼阴（?）和积阴（精）术 。正像没

有解释 什么是阴阳、什么叫阴阳为正一样，接阴之道和阴阳大道对此也没有作出解释。其阴阳为正 

的口号只是水面上的一层油，没有与方术的实际内容结合在一起。  从女子口中和玉门中吸取精气，

把玉茎看成需要饮食、锻炼和保护的似乎具有独立 人格的生物，这完全是奇想怪行。这就是说，食阴

和炼阴术不大可能单纯是实践经验的产物 。与其说是阴阳思想指导了它们的产生，不如说是“贵阴”

思想启发了那些创造出这些方术 的勇于探索、标新立异的房中家们。前面讲过，炼阴术的出现，与贵

精思想也有关系。  先秦时期，“贵阴”思想比较盛行 B142 ， 道家与贵阴思想的关系尤其密

切 B143 ，出现食阴、炼阴等方术并非偶然。  第二，阴阳合和。  合阴阳之方曰：“昏者，

男之精将；早者，女之精责（积）。吾精以养女精，前脉 皆 し羝 宰鳎 誓芊⒈胀ㄈ 懈

苁涠 ！豹 144  中医时间医学的气血阴阳消长论认为，人体气血的消长与昼夜阴阳的变

化相一致。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

阳 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 应

之。” B145 又认为阳气生于平旦，即生于阳时。《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 阳气 者，一

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 B146  阴 气与阳气相

反，生于日西，即生于阴时。合阴阳之方说男精生于昏（阴时），女精积于早（ 阳时），似男精为阴

气，女精为阳气 B147 。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出发，古人们把自 然 界一切成对的事物都判予

阴阳属性，男女自然逃脱不了被贴上阴阳的标签。男阴女阳的说法 与阴天阳地、阴上阳下的古老说法

相一致，是很原始的。合阴阳之方主要是说男精和女精一 日之内阴阳消长正相对，也就是说相互间具

有和谐、平衡、协调的关系，可以互养，也就是 可以互相渗透、补充和转化。这种阴阳消长，体现的

是一种阴阳和合的思想。合阴阳之方的 “合”字不是指卵子受精，而是和合的意思。  阴阳和合的

思想体现在外部即互亲互爱。合阴阳之方的各个步骤，都贯穿着令女子 欢乐也就是令男女双方相亲相

爱共同欢乐的精神，体现的就是这种思想。如操蒑明确指出要 使女子体皆乐痒，悦怿以好（《合阴

阳》）。审查五音是为了以知女子之心，审查八动是为 了以知女子所乐所通（《天下至道谈》）。  

嬲乐之道将玉茎判为阳，玉门判为阴，认为二者的构造天生地相容相应，反映了阴 阳之数。《天下至

道谈》曰：“是以雄杜（牡）属为阳，阳者外也； NFDCD （雌）牝属 为阴， 阴者内也。凡牡之属

靡（摩）表，凡牝之属靡（摩）里，此谓阴阳之数，牝牡之里（理）， 为之弗得，过在数已。”

B148 这是用阴阳属性来说明内外相应，进而说明男女交合 是天 然合理的，快乐圆融的。《十六经

·观》用阴阳来解释牝牡相求， 柔刚相成相养，与嬲乐 之道异曲同工 B149 。其曰：“今始判



为两，分为阴阳……牝牡相求，会刚与柔，柔刚 相 成，牝牡若刑（形）。” B150 中医将人的

五脏六腑、四肢腹背等都判定阴阳表里内 外雌 雄，表明相互间的输应关系，此说与嬲乐之道相合。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此皆阴阳 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B151

中医还把身体内和外界作 为阴 阳对待的事物，认为二者的相应是阴阳的极至。《灵枢·外揣》

曰：“故远者司外揣内，近 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 B152 这里说的也是内外

相应之理。由此 不难 理解，为什么嬲乐之道教导男人应“不失女人”，务必使女人“大喜，亲之弟

兄，爱之父母 ” B153 。内外相应之理也表现了阴阳和合的思想。  嬲乐之道描述女子交合时

的反应说：“侯（喉）息，下咸土阴光阳。” B154  《马王堆医书考注》解释“土阴光阳”

说：“此处是说排出阴气，充实阳气。” B155  从 嬲乐之道贯彻的阴阳和合的精神看，这四个

字也许说的是玉门和玉茎相交接的和融状态，或 者是形容阴精和阳精相和合。阴阳和合的思想，使女

方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尊重，但基本立 场还是站在男方一边的。  初步运用了阴阳学说，是马王堆帛

书房中术的显著特点之六。  （责任编辑：澧渝）  

 B79 B80 B81 B82 B83 B84 《十问》，《马王堆汉墓帛书 ［肆］》，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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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人，用‘独’这个词来形容。”（《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所见 的身心问题》，《道家

文化研究》第3辑，357页）。  B87 卷16，2页a，《百子全书》3册。  B88 B89 《合阴

阳》，《马王堆汉墓帛书［肆］》，156页，155页。  B90 B91 《十问》，《马王堆汉墓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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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341页。  B100 参阅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史新编(1983 年修订本）》第二 册，

21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  B101 B102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152页，148

页。  B103 马继兴(1925—）著《马王堆古医书考释》，870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 92年11

月版。  B104 卷20，1页a，《百子全书》5册。  B105 卷20，1页b，《百子全书》5册。  

B106 金春峰(1935—）著《汉代思想史》，5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 月版。  B107

卷13，1页a，《百子全书》3册。  B108 卷16，1页b，《百子全书》3册。  B109 卷17，

《四库全书》406/156下。  B110 裘锡圭撰〈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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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B112 B134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870页，869页。  B113 《马王堆汉墓帛书

［壹］》，58页。  B114 魏启鹏撰《马王堆古佚书的道家与医家》，《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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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详说》称张伯端生于元丰五年（1082 ）， 元赵道一（生卒年不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张用成

传》称张伯端住世99岁，学者们一般 根据这些资料推算张伯端的生卒年，并无定论。柳存仁(1917—

）推测张伯端约生于107 6年 左右，约卒于1155年左右（参阅柳文《张伯端与悟真篇》，《和风堂文

集》中册，786-80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 月版）。愚以为， 在柳先生推测的基础上， 张伯

端的生年似可向前提25-30年，卒年向前提10-15年（参阅拙文〈张伯端生平与丹法流传 〉，《道教研

究》第1辑，1994年2月）。  B119 钟肇鹏(1925—）撰《论精气神》，《道家文化研究》第9辑，

205页。  B120 《十问》，《马王堆汉墓帛书［肆］》，145页。  B121 卷下，4页a，《百

子全书》8册。  B122 卷中，10页b，《百子全书》8册。  B123 卷中，22页b，《百子全

书》8册。  B124 卷下，19页b，《百子全书》8册。  B125 高亨(1900—1986)著《周易大传

今注》卷5，514页。 齐鲁书社1979年6月 版。 B126 卷中，16b，《百子全书》1册。  B127

卷下，2页a，《百子全书》1册。  B128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83页。  B129 卷

14，2页a，《百子全书》3册。  B131 《十三经》，34页。  B132 卷21，《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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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B142 张立文(1935—）说：“先秦，特别是春秋之前， 并没有象秦汉以后那样强 烈而不 

可移易的阳尊阴卑、阳贵阴贱的观念，相反却是重阴而不重阳，阴为主导方面，阳是非主导 方面，阴

要受阴的制约和支配，因而，阴阳两字，阴居阳之首。”（《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 ［天道篇］》，

26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B143 魏启鹏说：“医书有关房中养生术， 即古代

性医学的内容，十分强调食阴、保 阴精 ……道家贵阴是其思想渊源。”（《马王堆古佚书的道家与

医家》，《道家文化研究》第3 辑，373页）  B144 《合阴阳》，《马王堆汉墓帛书［肆］》，

156页。  B145 卷4，《道藏》21/19下-20上。  B146 卷3，《道藏》21/16上中。  B147

《马王堆古医书考注》说这两句的意思是指男为阳， 能得阴气之滋补。（407页 ） B148 《马

王堆汉墓帛书［肆］》，166-167页。  B149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之《十六

经》， 有学者以为应改称《 十大经》或《十四经》，迄无定论，今暂依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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