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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河图“生”“成”数的数理逻辑，结合运气学说中的“太过”“不及”理论，对《素问·阴阳别论》“持真脏

脉”中“十八日”“九日”“十二日”“七日”“四日”五脏脉悬绝日的数字由来，进行深入考究，探析数字背后的数理逻

辑，阐发《黄帝内经》数理中所蕴含的天地阴阳消长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其背后蕴含的中医理论内涵，

并将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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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医

学有着深厚的渊源[1]。《黄帝内经》中包含有大量关

于象数的内容。《素问·阴阳别论》曰：“凡持真脏之

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

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

四日死。”唐代医家王冰注道：“十八日者，为木金成

数之余，金胜木而死也；九日者，为火水生成数之

余，水胜也；十二日，为金火生成数之余，火胜金也；

七日者，为水土生数之余，土胜水也；四日者，为木

生数之余，木胜土也。”[2]原文中“十八”“九”“十二”

“七”“四”背后的义理并不明晰，“生数”“成数”“余

数”的内涵尚待发掘。

本文通过挖掘河图数理理论与《素问》的联系，

利用《黄帝内经》运气学说中的“太过”“不及”理论，

深入解析“生”“成”“余”数后，破解《阴阳别论》所述

“悬绝日”数字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其

中暗含的中医藏象学说理论，为临床实践与象数研

究提供参考借鉴。

1 “生”“成”与“太过”“不及”
1.1 河图中的“生”“成”《周易·系辞》：“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数字蕴含着天地阴阳五行

消长变化之理。《周易·系辞》：“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

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对于这段文

字，众多医家往往着重于对“一”至“十”10 个数字的

内涵进行探讨[3]。但若将着眼点放在“生”与“成”字

上，则可以发现新的规律，有助于对原文的进一步

理解。河图见图 1。
水火木金土这五行分 别对应两个数字，且都是

以“生”数在前，“成”数在后，“成”数大于“生”数，且

“成”数减“生”数总是等于“五”。通过对图 1 的观

察，结合中医基础理论，“五”在人体中，代表着脾胃

中土，心火在上、肾水在下、肝木左升、肺金右降，分

布四周，升降沉浮中都蕴含着中气，才能一气周流，

运动成为一个整体。河图中“成”数减“生”数总得

“五”的规律恰恰反映了中医治病所追求的根本，即

达到阴阳五行的动态平衡。

在河图中，“地”数 2、4、6、8、10 为偶属阴，“天”

数 1、3、5、7、9 为奇属阳 [4]；且“地”数总是比“天”数

大“1”，即多余“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不

足西北。”[5]这恰与河图中“地”数比“天”数余“1”的
规律相吻合。

1.2 “太过”与“不及”“太过”与“不及”的概念来

源于运气学说。《素问·六微旨大论》有言：“其有至

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何也？岐伯曰：至而

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

余也。”讲述了六气的“太过”与“不及”[6]。六气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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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太过”与“不及”推动影响着四季季节变

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配合五运交替，规律

性地揭示季节变化的特征。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道：“帝曰：太过不及，其

数何如？岐伯曰：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

常以生也”，将“生数”“成数”与“太过”“不及”紧密

地联系起来，即“生数”与“不及”相对应、“成数”与

“太过”相对应[6]。

2 探究《素问·阴阳别论》五脏脉悬绝日数
《素问·阴阳别论》“凡持真脏之脏脉者，肝至悬

绝急，十八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表述了真

脏脉的特点以及预后，决断了死生之期[2]。

2.1 五行的生数与成数 将《周易·系辞》：“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整理如

表1。

王冰的注释“木金成数”“火水生成数”“金火生

成数”“水土生数”“木生数”，根据表 1 的数字整理

得到表 2。
2.2 余数的含义 将表 2 中的 17、8、11、6、3 对比

《素问·阴阳别论》中的“十八日”“九日”“十二日”

“七日”和“四日”可以发现———表 2 的 5 个数都比

原文中的数少“1”。王冰注释“十八日者，为木金成

数之余，金胜木而死也……四日者，为木生数之余，

木胜土也”里，“余”的含义便可锁定，即是指余 1。如

前文所述，在河图中“天”数 1、3、5、7、9 总比“地”数

2、4、6、8、10 少“1”，所以应当补足这一“余”数“1”，
使天地之数相合，整理得到表 3。

至此，河图生成数与真脏脉悬绝日数的对应关

系已明确。生数、成数、余数的含义也已全部明了。

3 讨论
3.1 原文引申理论 根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

“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可知：河图中的

“生”为“不及”，“成”为“太过”。将“生”“成”分 别改

为“不及”“太过”代入原文，并以“↓”表示“不及”，

“↑”表示“太过”得到表 4。
通过对表 4 的观察，可得出以下两条规律：一

是每一脏器的悬绝必定牵涉到其“所不胜”脏器对

应五行属性的太过不及异常；二是除了脾脏，其余

四脏本脏对应五行属性均出现太过不及异常。《难

经经释》：“所不胜，克我者也，脏气本已相制，而邪

气挟其力而来，残削必甚，故为贼邪。”所以脏脉悬

绝，当本脏不及、所不胜之脏太过时，所不胜之脏

便会对本脏产生严重的乘克，病情往往较重，预后

也较差[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表 4 可以发现：

1）心、肺二脏悬绝的表现皆是本脏不及的同时

所不胜之脏太过。

2）肝、脾二脏悬绝中，肝木分 别作为本脏与所

不胜之脏，太过不及指向与五行生克理论相反。

3）脾脏悬绝中，未指明本脏的太过不及；肾脏

悬绝中，脾脏作为所不胜之脏指向却为“不及”。

原文虽是在讲真脏悬绝脉预后死亡天数，但其

中暗示了精微的中医理论，结合中医藏象、五行理

论，阐述如下：

1）五脏受病时，若本脏与所不胜之脏同时发生

表 1 河图五行生成数对应关系

名称 水 火 木 金 土

生数 1 2 3 4 5

成数 6 7 8 9 10

表 2 五行生成数结合对应关系

名称 木金成数 火水生成数 金火生成数 水土生数 木生数

对应五行生、成数 8+9（木成数+金成数） 2+6（火生数+水成数） 2+9（金生数+火成数） 1+5（水生数+土生数） 3（木生数）

加和 17 8 11 6 3

表 3 真脏脉悬绝日数

名称
肝至悬绝

（木金成数之余）

心至悬绝

（火水生成数之余）

肺至悬绝

（金火生成数之余）

肾至悬绝

（水土生数之余）

脾至悬绝

（木生数之余）

五行生成数之余 17+1 8+1 11+1 6+1 3+1

悬绝日数 18 9 12 7 4

图 1 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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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五脏悬绝对应太过不及
肝至悬绝 心至悬绝 肺至悬绝 肾至悬绝 脾至悬绝

木“↑”金“↑”火“↓”水“↑”金“↓”火“↑”水“↓”土“↓” 木“↓”

严重病理表现，五行正常的生克制化紊乱，甚至会

导致死亡。

2）肝脏体阴而用阳，“肝体”不足与“肝用”太过

往往同时存在，相互影响，肝脏的太过与不及是一

体的，相对的。

3）“土常以生也”，脾土常不足。太阴脾土自身

无实证，当发生病理变化时，其气血阴阳总是倾向

于不足。

3.2 原文解读 结合以上 3 条中医理论以及表 4，
对原文五脏悬绝脉与生成数配伍的对应关系分 别

进行如下阐释：

1）肺脏脏脉悬绝时，本脏肺脏脏气不足，所不

胜之脏心脏脏气太过，严重克伐本脏，在一定天数

后，导致死亡。

2）心脏脏脉悬绝时，本脏心脏脏气不足，所不

胜之脏肾脏脏气太过，严重克伐本脏，在一定天数

后，导致死亡。

3）脾脏脏脉悬绝时，脾土常不足，且悬绝脉中

本就有胃气败亡的内涵，与此同时，肝阴不足导致

无法涵养肝阳，肝阳从而过亢乘克脾土，在一定天

数后，引发死亡。

4）肝脏脏脉悬绝时，在肝阳亢盛的同时严重耗

损肝阴，再遇所不胜肺脏太过所带来的克制，在一

定天数后，导致死亡。

5）肾脏脏脉悬绝时，本脏肾脏脏气衰竭，脾脏

脏气同样不及，肾、脾分 别作为先后天之本，同时衰

败，在一定天数后，导致死亡。

这些理论在《素问》其他篇章中均有迹可循，作

者结合理论与临床实践经验，在书写过程中，为了

体现天地阴阳的消长变化，与人身小天地相契融

合，运用河图、运气之数理，以数字的形式展现出

来。这种表达手法隐晦而深奥，但也正是这种幽微

的数理表达才真正阐述了人体阴阳与天地阴阳消

长变化的一般规律[8]。

3.3 临床启发 《黄帝内经》中所谓悬绝脉，即真脏

脉，乃是真脏弧悬，与胃脘之阳相绝[9]，无胃、无神、

无根之脉。古谓之必死，今则不然。随着当代医疗科

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急救医学也更加趋于成熟，虽

见真脏脉，亦偶有能存活向愈者。然而临床上见到

悬绝脉，则当及时意识到病情之危重，不可为疾病

外在表象所蒙蔽。

对于见悬绝脉患者的治疗，本文从五行生克方

面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见悬绝脉至患者死亡，无不

因本脏与所不胜之脏脏气偏颇，本脏脏气受制。临

床见悬绝脉，在治疗本脏的同时，当及时兼顾所不

胜之脏，调理其脏气，以致平和为期。脾胃是人体气

机升降的中枢，后天之本，临床遇悬绝脉，更宜亟振

中气，以滋化源，绝处求生。

悬绝日死亡天数是《素问》作者联系中医藏象、

五行生克理论计算所得，临床上未必能完全吻合，

却也足可以为参考，指导疾病预后与治疗。

3.4 各家观点 本文乃是以王冰之注为出发点，进

行展开论述，从中探索出相关中医理论，为临床危

急重症的诊疗提供启发。对于内经这一段文字的研

究，中医历代名家对此尚有其他看法。

马莳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10]将这一片段

与《素问·平人气象论》：“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

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

皆死。”相联系，解释曰“肝脉至于悬绝，肝属木，自

甲乙日而数之，至庚辛日为一八，又至庚辛日为十，

其十八日当死。心脉至于悬绝，心属火，自丙丁日而

数之，至壬癸日为八，今曰九日者，亦八日之尽，交

九日也，当死。肺脉至于悬绝，肺属金，自庚辛日而

数之，至八日为丙丁，又至丙丁日为十八日，当死，

今曰十二日者，自庚辛数之，乃庚辛见庚辛也。肾脉

至于悬绝，肾属水，自壬癸日而数之，至戊己日为七

日，当死。脾脉至于悬绝，脾属土，自戊己日而数之，

至甲乙为八日，今曰四日，除戊己日至甲日也，当死。”

黄元御《素问悬解》认为：“脏气五日一周，肝至

悬绝急，十八日死，脏气三周，遇肺而死也；肺至悬

绝，十二日死，脏气二周，遇心而死也；心至悬绝，九

日死，脏气不及二周，遇肾而死也；肾至悬绝，七日

死，脏气一周，遇脾而死也；脾至悬绝，四日死，脏气

不及一周，遇肝而死也。”[11]文章从其中一角度展开

分 析论述，后来者自可对其余理论亦进行深入探

究，完善对于《黄帝内经》真脏脉理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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