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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论》“三阴三阳”时空生命模型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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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伤寒论》“三阴三阳” 六经的来源、六经的实质等问题，在中医学界尚有争议，未成共识。本文仅从文化背景角度对这一问题做

一探讨。  

  1. 关于三阴三阳六经的来源。学术界一般认为 《伤寒 论》 “三阴三阳” 六经体系直接来源于《素问·热 論》 。

《素问·热论》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 "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 六 

日，厥阴受之 "。 实际上 最早记载 “ 三阴三阳”名称 的文献并不是 《黄帝内经》， 而是汉初的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

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只是到了 《黄帝内经》 足臂 “三阴三阳”十二脉才得以完整，那么 马王堆帛书和 《黄帝内经》

的三阴三阳又有什么来源呢？  

  有人进一步认为《内经》的“六经”与《左传》的 “六气”有渊源关系。《左传·昭公元年》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

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这里的“六气”主要指气候现象。《内经》中的六气是指风寒暑湿燥火，亦指天地

自然的气候。虽然《素问》“七篇大论”将六气与三阴三阳结合在一起， 如《素问 ·天元纪大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

也，三阴三阳上奉之。”将两者结合为：风合厥阴，暑合少阴，湿合太阴，火合少阳，燥合阳明，寒合太阳，幷以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

标。 然而“七篇大论”毕竟在《素问》主体篇章之后，这种结合必然是在三阴三阳的名称以及学说形成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六气”并

不是“三阴三阳”的直接来源。  

  我们认为，“三阴三阳”来源于先秦哲学的“一分为二”（ 阴阳）思想和“一分为三”（三才）思想，而直接导源于《易经》的

六爻卦和《易传》的六子卦。殷商时期的“阴阳”文字已经初显阴阳思想的端倪，西周末期以阴阳解释地震等自然现象（见《国语 ·周

语上》），更标志着阴阳学说的成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一分为三”思想开始出现。 如 《老子 ·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提出了“三生万物”的观点。汉初《淮南子·天文训》解释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

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说道家“三生万物”的说法体现了“一分为三”的思想。  

  而成书于西周前期的《易经》的六爻卦结构无疑是比老子更早的阴阳六分思想的体现。《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均有六爻组成，呈

现六位结构。六十四卦中，除乾坤两卦外，每一卦都有阳爻和阴爻，从而形成阴阳交错的布局。其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 明确

提出 "三才"和“三男三女”概念。《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兩之，故易

六画而成卦。”《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

之道也。”认为宇宙由天地人三才构成，同时说明了一阴一阳分化为三阴三阳的过程。《易传》作者在分析六十四卦时，采用了上下卦爻

位分析法，将一个六爻卦看成两个三爻卦。三爻卦由初中上三爻构成，表示天地人三才；六爻卦的六爻两两一组，也可以分为三种象，其

中下两爻为一组，中两爻为一组，上两爻为一组，也表示天地人三才。可见《周易》的卦爻包含着“一分为三”的思想 。 同时，八卦

中的三爻和六十四卦的六爻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各爻从下到上包含着初中末的时间意义和下中上的空间意义，均表示阴阳消长的三个

阶段。时间和空间，宇宙（天地）和人生、万事和万物，十分和谐地统一在八卦、六十四卦中。  

  《说卦传》 第十章更明确提出 “三男三女”的六子卦学说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

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我们认为“三男三女”是“三阴三阳”的直接源头。“三男三女”提出的“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

少女”的名称，是“三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 命名的基础。在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



   

臂十一脉灸经》中，“三阴三阳”是作为外、中、里十一经脉的称呼，到《黄帝内经》完成了外、中、里十二经脉的完整称谓。在《周

易》中，震、坎、艮三阳卦（三男），其阳爻分别居于下、中、上三位，这与十二脉“三阴三阳” 外、中、里格局恰好相同，下、中、

上三位分别对应里、中、外三位。马王堆帛书作者直接借用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二阴二阳（即四象）的名称，并创造了“阳

明”、“厥阴”两个名称。  

  目前学术界有学者反对将三阴三阳的源头看成是八卦六爻，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认为虽然《内经》没有直接提到卦爻

（除《灵枢 ·九宫八风篇》以外），也没有文字直接说明三阴三阳导源于《周易》，但思想的形成并不都是突现的，文化的传承并不都

是显性的。《周易》的卦爻结构实际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型，提供了“一分为三”和六位时空的思维方式。这对《内经》以及《伤

寒论》的理论整合和重建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内经》中到处可见“一分为三”思想。《素问 ·三部九候论》曰："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帝曰

何谓三部? 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 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 《灵枢·玉版》曰：“上合之于天，下

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把宇宙分为天地人三部分，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这是宇宙三才模式在人体中的应用。至于“三阴三阳”

划分的理由，《内经》认为是 “气”的多少。《素问·天元纪大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素问·至眞要大

论》曰：“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 岐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可见，《内经》是根据气的多少把阴阳各分为三。 而气的多少是气

（阴气和阳气）的消长变化以及时空的变化的体现，因此这与《周易》和《老子》的“一分为三”思想有密切联系。  

  《伤寒论》“六经”与阴阳的变化以及时空的变化同样有密切关系，《伤寒论》中太阳是阳气极度旺盛阶段，阳明为其次，少阳是

阳气逐渐衰退阶段；太阴是阴气始盛阶段，少阴是阴气最为旺盛阶段，厥阴是阴气衰退转为阳气的阶段。六经的次序代表疾病传变的顺序

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代表先阳后阴、从表及里、从浅入深的传变过程，《周易》六子卦次序是长男 -中男-少男-长

女-中女-少女，代表先阳后阴、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可见《伤寒论》六经次序是《周易》六子卦次序在医学上的反映。此

外，《周易》认为阴阳的传变具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天行”规律，《素问·热论》和《伤寒论》认为疾病发生后第七日正气始

复而疾病自愈， 这反映了《内经》和《伤寒论》所揭示的疾病周期规律符合《周易》宇宙阴阳转变规律。  

  2. 关于 三阴三阳 六经的实质。现代研究者持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伤寒论》 三阴三阳 六经 概念 与经络 学说中的

三阴三阳概念是 毫不相干的， 若将二者机械地加以对应，必将导致对《伤寒论》的错误理解。 有人则认为 《伤寒论》中的 六经

与 经络、脏腑等有密切关系。 六经就是指经脉以及经脉所属络的脏腑，是根据同名经脉“同气相通”的原理合并而成的。  

  笔者认为 《伤寒论》的 三阴三阳六经范畴是一个贯通 时空、连接生命功能结构的统一模型。不可能与经络 、脏腑等 毫无

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其 来源上加以论证。 《伤寒论》的 三阴三阳直接来源于 《黄帝内经》的 三阴三阳， 《黄帝内经》的 三

阴三阳 的本义就是指经脉以及经脉所属络的脏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内经》的三阴三阳具有经络、六气、开阖枢等多种内容。它

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是从不同角度对三阴三阳的认识。自然界四时季节中的六气发生盛衰变化影响人体经络结构，从而表现为开阖枢的

特征。经络是三阴三阳的空间基础，六气是因三阴三阳的作用而随时间变异出现在宇宙空间中的气候现象，气的盛衰也表现随时间变异三

阴三阳多功能的消长盛衰变化，开阖枢则槪括了三阴三阳的功能活动，同时含有三阴三阳的时间特性和空间特性。可见《内经》的三阴三

阳并不局限于经络，是包括气的盛衰、表里内外的空间层次、开阖枢等的人体的六大生命机能系统。 这同时证明三阴三阳本身就是时空

合一的时空模型。三阴三阳的空间意义，主要表现为经络或人体上下表里层次；三阴三阳的时间意义，主要表现为六气或气的盛衰；三阴

三阳时空合一的意义，表现为疾病的传变阶段或开阖枢学说。三阴三阳是反映天地自然的变化现象以及人体生命活动的六种形式，是一种



思维模式，也是认识宇宙的一种方法或模型。《内经》把这种三阴三阳思维体系运用于人体的生命活动，形成了经络生命系统，以此为依

据来理解和调节人体各种生命活动现象。  

  《内经》三阴三阳的思维方式对此后的《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论》三阴三阳“六经”是以《素问 

·热论》的理论体系为基础，通过对人体的综合观察而形成的生命时空模型，是时空合一的人体六大功能系统。 《 伤寒论》 六经是

包括经络和与之相关的所属脏腑、经络分布领域、阴阳盛衰、开阖枢理 论 的综合的人体机能体系的六大分类，既包括六经病证类型，

又包括六经辨证方法。  

  《伤寒 论》 中的六经病正是因为这种综合性的各功能体系失调而发生的疾病的六大类型。 三阴三阳的每一类型，都有其典型

的证候表现、转变过程及相应的治法。 凡是人体抗病力强盛，病势亢奋的为三阳病证；凡是人体抗病力衰弱，病势虚弱的，为三阴病

证。 三阳病多为表、实、热证，反映的是机体内部邪正相争较为亢奋的病理变化，治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里、虚、寒证，反映的是

机体正气已受损伤的病理变化，治以扶正为主。这样，三阴三阳在伤寒诊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伤寒论》六 经病虽然主要是

指伤寒的六种疾病类型，但 基本上都是十二经脉手足同名经病候的精简或补充，涵盖了病因、病位、病性以及病情传变趋势等各种情

况。可见六经 所涉及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十二经脉，还有经筋、络脉、皮部以及脏腑等等，只不过“经、络、筋脉，类皆十二，配三阴三

阳，而总以六经称。” (方有执《伤寒论条辨》)。 六经病证基本概括了脏腑和十二经的病变。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六经病证仅

仅视为六种病或六种“症候群”，而应该看成是经络辨证的前身和早期形式。  

  六经辨证，是经络、脏腑病理变化的综合反映，其中 三阳病证 以六腑的病变为基础， 三阴病证 以五脏的病变为基础。当然

六经辨证的重点是外感风寒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规律，因而又不能等同于内伤杂病的脏腑辨证。《伤寒论》六经辨证理

论，不仅提出了论治伤寒的辨证方法，而且构建了 时空合一的生命模型。 六经辨证实际上就是基于这一 时空合一的生命模型上的辨

证。  

( 载《张仲景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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