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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图”的医学探索与研究
周宝银 丁 勇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五行”原与先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相关，在不断阐释经典的基础上，形成内涵丰厚的五行图。在中医学领域，五行学说用以解释人

体的生理、病理，形成了医学“五行图”。众多医学典籍皆载“五行图”，启迪了医学思维，提升了临床辨证施治的效用。同时，丰富了“五行”

的学术领域，打通了五行图与中医图的理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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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史记·历书》曰：“黄帝考

定星历，建立五行。”先秦诸子已较为普遍地接受五行，“五行思想

在当时是人们比较普遍接受的思想”[1]。历代医家在长期医学实践中，

将五行学说应用到中医学，作为指导观和方法论。由此，五行学说在

中医学界广泛使用，如藏象理论上，按照五行分为五脏系统；在中药

理论上，将五行划分为五味，在中医气象理论上，则将其变化划分为

五运与六气[2]。为进一步阐释中医学理论、指导临床，中医学还借用

“五行图”解释生理和病理，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1 “五行医学”溯源

“五行”的形成与原始先民的生活实践相关联，即“人取于五行

者也”（《史记·日者列传》）。《尚书·洪范》曰：“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

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

甘。”从某种意义上说，“《洪范》五行”已经具备“哲学的含义”[3]。

五行说到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抽象化、伦理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出

现了更多的五数配列。从《尚书·洪范》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性“曲

直、炎上、稼穑、从革、润下”、五味“酸苦甘辛咸”，是古文献中

关于五行体系的最早记载。其后《逸周书》五色“仓赤黄白黑”、五

季“春夏秋冬”，到《礼记》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虫“鳞羽倮毛

介”、五臭“膻焦香腥朽”、五谷“麦黍稷麻菽”、五畜“鸡羊牛犬

豕”、五方“东南中西北”、五数“八七五九六”、天干“甲已丙丁

戊己赓辛壬癸”、五帝“太嗥、炎帝、黄帝、少嗥、颛顼”，到《说

苑》五星“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到《内经》五脏“肝心脾肺肾”，

到《淮南子》地支“寅卯巳午辰未戌丑申酉亥子”、五神“句芒祝融

后土蓐妆玄冥”。这样，天象、地理、人文、医学、祭祀、声音、味

道、方向、数字等，都以类聚集，统一起来。故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说：“中国五行理论的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

[4]”

五行思想经过春秋诸子的不断演绎，开始剔除物质属性，纳入象

数范畴，也就有具体物质上升到抽象的哲学意义，成为完整系统的哲

学概念。宋代已降，理学家将“天下之事”归为“理”与“数”。元

代胡一中《定正洪范集说》“图说”部分列有 33图，几乎每图都涉及

了五行，把任何事物都与五行相配，极力宣扬五行为本的思想，将五

行图推演至极。由此，五行图与中医学结合日益紧密，“从五行说应

用于医药方面看，就不能说是完全唯心的，而应当承认里边包含有唯

物的辨证的因素。[5]”在五行图式上，被配入图式的事物由简单而复

杂，由自然而社会，直至包举宇宙万物、囊括天地人。随着中医学的

发展，以及对疾病认识的深入与治疗经验的积累，五行图在中医典籍

中数量不断增加，承担着医术传承与演绎医理、指导临床的角色。

2 五行图在中医学上的内化

中医学界深研五行图及相关理论，将之运用于医理，形成了独特

的“五行中医图”。很多明清医典都出现了五行相关的医图，他们独

立或与阴阳、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组合成图，解释医理。如张景

岳、沈云将、薛福辰、李奇勋、沈镜、金理、巩文志、王邦傅、王文

洁、郑钦安等。通过对“五行”的理解，构建了中医的“五行图象”

模式。这些医图用以阐明身体各部位关联，病情的诊断、病理的分析

与疾病的治疗。重新审视了五行理论在中医学领域的理论运用范围和

价值，在中医学史发展上意义深刻。

（1）道生阴阳，化生五行

阴阳、五行受到中医界的普遍重视，“是以欲溯医学之大源者，

次阴阳而下，即当急讲于五行也”[6]。“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

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7]。《太素脉秘诀》的《太

极图》曰：“天地一太极也，人生一天地也，夫五行之在天地间。自

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复生水，五行顺布。

[8]”周敦颐《太极图说》对中医学影响颇大，很多医典将其载于首篇，

其图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

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9]”

朱熹解释曰：“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

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

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

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9]”周子《太极图》及图说中的“无

极”“太极”“阴阳”“五行”等观念直指万物本源，后世医家也尝

试以此阐释医理，阐发人体生命的本源。《医旨绪余》的《太极图说》

曰：“阴阳变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谓分而言之，

一物一太极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复会于一圈者，

所谓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极也。[10]”《医原图说》的《藏府太极图》

曰：“藏府，五行也，皆合太极之义。[6]”此解说，将五行作为阴阳

的化生物。

（2）五行归类，显示医理

根据五行特性，医学将与生活实践相关的各类物质以“五”分类，

归类于“五行”。《内经图翼》曰：“五谷、五果、五畜、五音、五

色、五臭、五味、五藏之类，无非属于五行也。[11]”蔡沈在《洪范皇

极内篇》中，移五行之说配以人体性情，作“五行人体性情图”，蒋

秋华指出蔡沈作《五行人体性情图》的依据曰：“耳目口鼻手足之用，

俱为五也，虽有显晦之不同，而其职司人之性情，各有攸当，以此，

沈作《五行人体性情图》。”蒋秋华认为：“蔡以五行六气为天地中

和之数，天下事务悉系于是矣。”这样，蔡沈通过五行的纽带，将天

下事务皆归于五行。当代的医学教育深受此次影响，《中医基础图解

表解》的《五行系统结构模式图》更为详尽，将五行与五行特性与自

然界的五季、五方、五气、五化、五色、五味、五音及人体的五脏、

五腑、五天、五官、五志、五声、五变、五液、五脉等都联系起来。

《阴阳五行学说》的《五行归类简表》同样把自然界与人体进行五行

归类，表中所列举的季节、方位、气候、生命过程、颜色、昼夜、味

道以及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神志、情志等，各可以构成一个

相对独立的整体。总之，五行学说把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分属五行，又

将自然界的五季、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等也囊括在内。所

以，有学者提出，五行揭示了人与自然内在联系，揭示人体各器官气

机特性和相互联系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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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生相克，中和有度

五行关系即相生，也相克，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成为维

持平衡协调的有机整体。《内经图翼》的《五行图》曰：“木火土金

水，相生谓之顺，相克谓之逆。”《六微旨论》云：“土位之下，风

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

精承之，亢则害，承则制，制则生化，故五脏所和言其相生也，五脏

所主气相承也。”《五行之用图说》曰：“气为用，洛书五行对待则

克。五行之气，有时而相胜相乘也。[6]”赵献可的“五行论”倡导“水

养火”“水生金”“水中补土”“升木以培土”等理念，用以保肾护

脾。沈镜也引五行学说解释命门，《删注脉诀规正》曰：“此五行生

成之理。金木水土皆一，惟火有二。君火不主令，相火代之。右尺者，

相火也。夫火能生万物，此火存，所以能生脾土则生；此火灭，所以

不能生脾土则死。是以前贤多以此部断生死，故名之曰命门。”《医

原图说》的《六味君臣》图曰：“熟地滋阴补水之主药，故以为君。

山萸温肝应春木生生之气，且肾肝同治，故次之为臣。山药理脾应旺

四季，有土载四行之德，故有次次亦为臣。丹皮色赤入心，应夏火，

故又次之为佐。茯苓色白入肺，应秋金，故又次之亦为佐。和平四藏

脾无偏胜之虞，皆所以成补水之功。[6]”《类经图翼》曰：“自其胜

复者言，则凡有所胜，必有所败；有所败，必有所复；母之败也，子

必救之。如水之太过，火受伤矣，火之子土，出而制焉；火之太过，

金受伤矣，金之子水，出而制焉；金之太过，木受伤矣，木之子火，

出而制焉；木之太过，土受伤矣，土之子金，出而制焉；土之太过，

水受伤矣，水之子木，出而制焉。盖造化之几，不可无生，亦不可无

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11]”道理很明了，如水气太

过，火气必然受伤，火的子，即土气，也就出来制止，三者之间就恢

复了正常状态。《五行胜复图》对张景岳的“生克制化”思想给予了

很好的说明。

（4）五行相应，诊治“未病”

由于五脏与五色、五音、五味等以五行归类，故《脉诀乳海》曰：

“凡为医者，必察乎色脉之吉凶。欲察色脉之吉凶，必察乎五行生克。”

五味对五脏各部位有一定的选择性，《素问·宣明五气论》曰：“酸入

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通过对五味的判断，以此

推测五脏病情的发生与演变。五脏在病理上还存在相互“传变”的规

律，《难经》曰：“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当先实其脾。”

这便是“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治未病”思想应用。沈云将《脉诀秘

传》的《五脏外发见之图》曰：“如病人面青或好呼或喜酸或泣或怒

数内有一见于外者，知其肝经受病也，余脏放此而推之。”这是对“望、

闻、问、切”四诊法的印证。沈云将《脉诀秘传》的《五脏外应之图》

显露出“（五行）实藏于五脏之中，是为五脏之神……人病则五脏之

神不安，知五神之所司，而后知五病之情状。”在临床病证中，按五

行学说的理论，分别归属五脏，通过“观五色，听五音、问五味”等

辨其虚实，判断病变的部位和程度。

3 小结

医图释医理起源很久，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帝王世纪》曰：

“太昊画八卦，以类万物之情，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

时、水火、升降得以有相，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中医经典《黄帝内

经》与《黄帝内经》和《易经》《老子》《尚书》《礼记》等先秦典

籍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易》有“立象尽意”的特点。老子有“其

中有象”“执大象”“大象无形”之说，虽未言医，均可贯通比附。

故《内经》的类思维也叫“藏象（相）说”。历代医者，将医图作为

阐释医理的一种重要途径，《类经图翼·序》曰：“图翼、附翼等义，

虽辞多烦赘，俚鄙不文，盖亦虑初学之难明，而求悉于理耳。[11]”五

行医图被众多医典所载，体现中医学的临床需求。同时对拓宽医学视

野，提升中医学学术理论水准，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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