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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医理论中的三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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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地、人三才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并联想至当今“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正是“三才理论”的别样形式，从古至今医学模
式的发展无不体现“三才理论”的超越性和现实性。中医理论研究体系中最普遍广泛运用的方法是基于古代阴阳五行命理学说的阴阳两分法和五分
法。但同时在《黄帝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中也广泛存在着“三才”理论。梳理中医文献发现，三才理论已贯穿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如三分
脏腑的生理观 ，三因极一的病因观，三部九候的诊断观，上、中、下三焦的辨证观，以及三因制宜的治疗观。天地人“三才一体”的系统整体观贯
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养生等医疗实践活动，从而确立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天地人三才一
体的整体医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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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才学说历史源流 
“三才”最早出现在《易传》中，阐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

的关系，即三才之道。《易传·系辞》载：“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
也，三才之道也。”三才理论萌芽于夏商之前，于周秦时期同阴阳
学说相融合，至两汉成型[1]。其基本观点认为：天圆在上，属阳而
动；地方居下，属阴而静；天施地成，阴阳合气生成万物；人禀天
地之气最秀而为万物之灵长[1]。《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中云：“夫
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
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2、三才理论与中医 
《道德经·四十二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梁峻[2]研究认为这种“三生万物”
的思想，在以哲学思想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黄帝内经》理论体系
中有诸多应用和体现。从而衍生出了“精、气、神”的理论基础、
“三分脏腑”的生理观 、“三因极一”的病因观、“三部九候”的
诊断观、“上、中、下三焦”的辨证观、以及“三因制宜”的治疗
观等。  

2.1 三才与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学说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也是《黄帝内经》最

经典的思维基础。 
而《黄帝内经》对阴阳的分类除“一分为二”之外，还有“三

阴三阳”之说；五行则有“中土五行”之说，都是三才理论的具体
体现。 

2.1.1  三才与阴阳 
研究表明[3]先秦以来，人们对阴阳的离合生长划分多为二元说，

即“一阴一阳谓之道”。而《黄帝内经》将阴阳的相互生长离合、
•消长转化一分为三。《素问 阴阳离合论篇》“是故三阳之离合也，

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
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将阴阳的离合划分又称为太阳、少阳和阳
明，太阴、少阴和厥阴。三分阴阳为阴阳之间的消长转化提供了过
渡和基础。若只有阴阳，则成对峙之势，呈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之
态，缺少消长转化之理和生发长养万物之机。冲气调和是阴阳交感
及消长转化之基，强调阴阳之间的消长转化基础是阴阳之间的冲和
之气。 

同时，《素问 • 至真要大论篇》“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
阴三阳也”，开创性的将阴阳相对量化，用来表示气的多少和对生
命作用的不同。气是生命的根本，“出入非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
气立孤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三阴三阳看作是生命的符号。
故三分阴阳将阴阳消长转化阶段更加精细化，更具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三分阴阳使阴阳具有开、阖、枢之特性，其意义在
于“开”使得气机外散，“阖”使得气机收敛，“枢”则是阴阳交感
转化的过程，使得阴阳之间的离合运动动态化。 

2.1.2  三才与精、、气神 
姜青松[4]吴安平研究表明精、气、神是人身三宝, 是人所有精神

意识、机体活动的内在根本, 正如每个人的生存及生活都离不开天、

地、人一样, 在我们来看, 精、气、神恰如天、地、人三才在人身
上的投射。 

2.1.3 三才与脏腑分类 
《素问・ 五脏别论篇》指出“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

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五
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和“六腑者，传化物而不
藏，故实而不能满也”。其根据藏象的特点和功能将藏象一分为三，
其中象天的六腑为阳，象地五脏藏则为阴，两者有藏泻满实之分。
而奇恒之腑非藏非藏，似腑非腑，介乎两者之间，藏而不泻，似阴
阳之枢。 

2.1.4 三才理论与“三因极一”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

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
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

踒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 折，疰忤
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  陈氏认为“凡治病，
必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以临床致病因素为主，结合
发病途径、发病部位等将病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者。
本书奠定了中医病因学之雏形，对研究中医病因学说和各科临床治
疗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2.1.5 三才理论与“三部九候” 
《素问・ 三部九候论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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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脉部位有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三部，每部各分天、
地、人三候，共九候。①上部。天候按两额动脉；人候按耳前动脉；
地候按两颊动脉。②中部。天候按手太阴经以候肺；人候按手少阴
经以候心；地候按手阳明经以候胸中之气。③下部。天候按足厥阴
经以候肝；人候按足太阴经以候脾胃；地候按足少阴经以候肾。由
此可见三部九侯诊法是三才之中复有三才。以上中下三部结合天地
人三候分诊不同的脏腑身形，是将解剖知识与三才理论的综合应
用。 

2.1.6 三才理论与“三因治宜” 
三因治宜是中医学重要的治疗原则，针刺疗法是《黄帝内经》

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天、地、人三才思想在针灸治疗中亦有体现，
即所谓“视”天、“司”地、“观”人之虚实，才能“无犯其邪”，
以及《黄帝内经》中的针刺浅、中、深三个层次进针的针刺方法。 

张翠红等[5]通过整理现代针灸治疗理论原则中的三分法，将现
代针灸治疗理论原则中的十二经和正经三种法分为三阴和足三阳
以及针对水平直线空间的内、中、外；以“开、阖、枢”来准确比
拟三阴和足三阳三条经脉的生理气机运动变化以及针对二十六经
脉的皮肤内部纹理进行三分；浅、中、深的现代针灸穿刺分为深浅
三分法；现代针灸穿刺理论治则中分为补、泻、不补不泻三类针灸
治疗理论原则；现代针灸穿刺理论适应性辨证三种法分为真真实
证、虚实无证、不实不虚三类。《标幽赋》“天、地、人三才也，涌
泉同璇玑、百会；上、中、下三部也，大包与天枢、地机”，将现
代针刺理论取穴法三分为进入人体上、中、下和上三分，以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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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针灸理论深入理解现代针灸治疗理论原则可助于深化对现代中
医理论的深入认识。 

3、展望 
三才理论与医学模式演变。 
一些学者对《黄帝内经》的医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建立

了天-地-人生物医学模式。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基础，人只是自
然界规律运动变化的结果，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体现在生理学、病
理学等各个方面。三才医学模式讨论的是气象气候因素的“天”环
境、代表地理地域因素的“地”环境及代表社会环境因素的“人”
环境，三才思想下的天、地、人医学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黄
帝内经》中的“天人一体观”,亦可推动医学的现代化进展。虽人在
天地之间，受各种影响，但人具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特质，人在
天地之间自强不息，明道取法，故三才天地之间人为核心。故在疾
病的治疗中当以人为核心，再辅以“天”、“地”之法。 

三才中医理论高度准确概括了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
经济环境下的现代中医学科和临床医疗特点，客观地准确估量了患
者心理因素、患者能动力的作用、社会环境因素对临床医疗的直接
影响。基于中国传统现代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和观念，融合了释、儒
三道文化之学的精髓，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中医学诊疗模
式的具体理论实现。该医学理论经过长期的现代中医临床实践，证
实其对于医、患、社会三方面的和谐健康十分有利[6]。 

4、结语 
三才分类理论方法作为一种系统分类理论方法，是区别于以往

对立统一的二才划分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处于中间状态
的系统分类理论方法。对其内涵的解读以及其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
建具有深远的意义。他的超越性和现实性是医学模式不断发展的指
路明灯。 

如其超越性，因为如果单从治疗医生的心理角度看，很容易就

沦陷于传统技术论，把一种医疗医生技术、药物心理作用与医疗患
者的社会心理作用层面大部分隔离了开来，从而完全忽视了医疗患
者的传统社会心理属性，埋下了使医患相互误解的巨大隐患；如果
单从医疗患者的心理角度看，往往在患者潜意识里就是夸大了一种
医疗医生技术、药物的心理作用。但是当这样一种过高的、商业化
的医生错误医疗预期或者遭遇重大挫折时，就一定会产生暴发出的
怨恨和矛盾冲突。而三维天才医疗理论则是超越了治疗医生的传统
技术论心理角度，超越了医疗患者的传统商业心理视角，立足于更
高的心理层面上去看医疗问题，着眼于人与医疗管理体系、社会经
济环境的和谐互动形成整体，是一种统摄社会全局的医疗战略。创
造性的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如三是人才医疗理论
的客观现实性，客观地准确估量了患者心理因素、患者能动力的作
用、社会环境因素对心理医疗的直接影响；客观地准确估量了心理
疾病与社会医疗的关系复杂性、不确定性；明确了医药作用的客观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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