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35946072

10位ISBN编号：7535946070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广东科技出版社

作者：邓铁涛，郑洪　主编

页数：2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内容概要

谈中医离不开五行，谈中国传统文化也离不开五行。
 　 在人类的知识演化进程中，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创造了五行学说，先人们藉五行来归类万物
，规划世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阶梯。
    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学术界作过很多的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五行学说的要义有二：一是以“五”为基准的分类归纳法，即从具体事物抽象出“金
、木、水、火、土”五者为各类的代表；二是“类”之间的关系律，即相生和相克，反映了事物间“
利”与“害”两种基本关系。
    五行学说是带有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理论。
与西方古代四元素说相比，四元素说体现了西方注重分析论和还原论的学术走向；五行学说则为中国
思想带来比类析物、重视宏观和关系协调的学术传统。
        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形成的初期，曾深深得益于五行学说，以五行为中介建立了一种立足人体内
部又沟通外界环境的体系。
它囊括自然界方面的空间、时间、星辰、数字、气候、颜色、声音、味道、气味等，旁及人类生存所
用的粮食、蔬菜、果品、牲畜等，而整个重心则在人体的脏器、肢体、五官等构成，配合人的情绪、
发出的声音、排出的液体以及疾病的病因、症状等。
这种体系，将自然、社会与人体整合于一体，并通过“类”之间的五行关系模式发生相互作用，成为
中医整体观念的重要体现。
　　本书是由邓铁涛编，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主包括了中医五行学说发展史、五脏相关学说
引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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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五行对第三十八”、“五行大义第四十二”都提到“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第五十八章则直接名为“五行相生”，第五十九章为“五行相胜”。
董仲舒还将相生说和相胜说结合起来，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
行。
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　　“比相生而间相胜”，成为对五行生克关系的规律性总结，也使五行生克学说正式体系化了。
　　二、五行配属探源　　事物划分为五类，并配属五行，其中应该有一定的依据，即使逻辑不一定
完全合理，但从中可了解古人应用五行的思维。
下面就几类最基本的配属试作分析。
　　(一)方位　　从现有资料来看，方位的确定是较早的。
在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的记载，如：“东方日析，凤(风)日窈(协)。
南方日因，凤(风)日微。
西方日韦，凤(风)日彝。
北方日夕巳(伏)，凤(风)日役。
”(《甲骨文合集》，编号14294)“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辛亥卜，内贞：今一
月(帝)不其令雨?辛亥卜，内贞：帝于北方(日)夕巳，凤(风)日役，求年?辛亥卜，内贞：帝于南方日微
，凤(风)日夷，求年?一月。
贞：帝于东方日析，凤(风)日窈(协)，求年?贞：帝于西方日彝，凤(风)日丰(韦)，求年?”(《甲骨文合
集》，编号14295)　　这里出现的四方名称，加上其他卜辞中有关“中商”的记载，表明甲骨文中已
有五方的观念。
胡厚宣认为这已奠定了五行说的基础，他指出：“中商与东、南、西、北并贞，则殷代已有中、东、
南、西、北五方之观念明矣⋯⋯然则此即后世五行说之滥觞。
五行之观念，在殷代颇有产生之可能，未必即全为战国以后之物也。
”13钊庞朴先生也认为，结合卜辞其他有关“五”的情况，“不仅依次看到了殷人尚五的习惯，而且
还能看到一个隐约的体系，那就是以五方为基础的‘五’的体系⋯⋯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
系，正是五行说的原始。
在后来的一些系统化了的五行学说里，如《管子》的‘四时’、‘幼宫’，‘淮南子’的‘天文训’
等，仍然以方位打头，便可想见它的影响和威力，也是原始五行说所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但是，五方如何与金、木、水、火、土形成对应关系呢?它还要与季节相联系。
　　(二)季节　　在自然界中，季节与方位具有天然的联系。
前引卜辞中出现的析、因、韦、伏是四方神名，杨树达先生指出他们都是“职司草木之神”，根据草
木在不同季节时的形态而命名，实际上蕴含了四时变迁的因素，　“析谓草木之甲坼，荚(引者注：即
卜辞之“因”)谓草木之着荚，韦谓草木之华实，夕巳谓草木之蕴郁覆蔽”，因此，“甲文之四方，因
其神人命名之故，知其与四时互相配合，殆无疑问，然甲文未记四时之名也”∞“。
李学勤先生也说：“不管析、因、彝、伏具体怎样解释，由伏即伏藏一点看，总是和四时分不开的。
”‘’。
’　　与卜辞四方神名相似的名称在《山海经》和《尚书》中也曾出现。
如《尚书·尧、典》载：“分命羲仲，宅蜗夷，日呖谷⋯⋯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厥民析，鸟兽孳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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