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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医学是天文学与医学相结合，通过天体运

行产生引力而研究对人类各种疾病所产生影响的

科学[1]。
《四部医典》是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它是藏医学

家宇妥·元丹贡布在融合印度医、中医、大食医以及

藏族传统医学精华的基础上，历时 20 多年完成的[2]。
1 《根本医典》中的时间医学思想

《根本医典》是《四部医典》的第 1 部分，主要是

从总体角度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

疗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3]。在这一篇中，时间医学思

想主要体现在人体基本物质的转换及疾病发生的

一般规律上。藏医学将人体的物质基础分为饮食精

微、血、肉、脂、骨、骨髓和精 7 大类，这 7 类物质从

饮食精微到精的转化过程共需要 6 天，一日成血，

二日成肉，三日成脂，四日成骨，五日成髓，六日成

精[4]。其彼此之间的相互转化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提

供了保障。在对于疾病发生规律的把握上，《甘露精

要八支秘诀第一卷·根本医典》曰：“九项年岁有险

夷：老年属郎中年赤，幼年人属培根症……朗症多

在夏季生，日暮黎明是发期……培根多在春季生，

发病黄昏与早晨。”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龙”的成

分大，壮年人“赤巴”的成分大，儿童“培根”的成分

大。龙病多在夏季发作，日暮、黎明时发病；赤巴病

多在秋季发生，这些中午、半夜时发病；培根病多在

春季发生，初夜、上午时发病。（龙、赤巴、培根是藏

医学认为的生命三因，生理上指气、火、土和水，病

理上相当于中医的风类病、胆类病和痰饮病。）

2 《论说医典》中的时间医学思想

《论说医典》是《四部医典》的第 2 部分，主要是

阐述身体与疾病、药物性能、治疗方法以及医德方

面的内容[5]。笔者认为在本篇中，时间医学思想主要

体现在生命的形成过程和日常起居的养生中。在生

命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要把握交媾的时机，一般 12~
50 岁的女子，每月红道之日（农历十六到三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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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孕，白道之日（每月初一到十五）宫口打开形成月

经。在子宫口开启后的 12 天中，最初的 3 昼夜和第

11 天不受孕，如果在单日受孕则生男孩，双日则生

女孩，错过这 12 天就不能受孕了。如《甘露精要八

支秘诀第二卷·论说医典》曰：“女龄十二直至五十

间，食糜运化积血月潮泛……胎口开启昼夜十二

间，开始三天、十一不怀孕……十二昼夜既过胎不

结，犹如日落莲花闭蕊般。”由此可见，在对于受孕

时间的把握上《四部医典》早在 1 000 多年前就有记

载。在受孕后，藏医学将胎儿在母体发育过程分为

早期发育（第 1 到第 4 周）、鱼期发育（第 5 到第

9 周）、龟期发育（第 10 到第 17 周）、猪期发育（第

18 到第 35 周）和即将分娩（第 36 到第 38 周）的

5 期 38 周。《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第二卷·论说医典》
曰：“七日一周共需三十八，九个月内气使起变化……
身孕三月已到第十周，腰胯突出上部生两肩……三

十七周忤逆意识生，三十八周转首离胎盘。”这一论

述恰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相吻合并

且顺序完全一致（鱼期相当于鱼纲动物，龟期相当

于爬行纲动物，猪期相当于哺乳动物），体现了《四

部医典》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胚胎学研究的先进性。
在日常起居方面，《四部医典》与《黄帝内经》的养生

观点不谋而合，主要体现在季节养生要与六时（初

冬、隆冬、春季、盛夏、季夏、秋季）相合上。如《甘露

精要八支秘诀第二卷·论说医典》曰：“再讲时令行

为：初冬隆冬冬季春与孟夏，夏秋冬令上弦和下弦，

瞬间须臾一次一时间，昼夜月份季节变岁年……季

夏骄阳之光渐炎烈，只为耗力宜进甜凉食……春秋

泻吐下赞润物，低剩反常酌情可施诊。”
3 《秘诀医典》中的时间医学思想

《秘诀医典》是《四部医典》的第 3 部分，主要是

阐述身体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治疗等方

面的内容。本篇中时间医学的思想没有像前两篇那

样以成段的形式论述，而是散见于各种疾病的病因

和治疗当中。如对赤巴增盛所致的热性疾病当中，

其将春秋两季热，使得赤巴增盛作为该疾病产生的

主要病因之一；在治疗上，则将饮食起居调解作为

主要的治疗方法。《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第三卷·秘诀

医典》曰：“时令邪障饮食和行止。总之四季低超或

反转，特别是春秋之热为热缘。”即证明了此点。
4 《后续医典》中的时间医学思想

《后续医典》是《四部医典》的第 4 部分，主要是

在第 3 部的基础上，具体对疾病的诊断、医理和治

疗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论述。在该篇中笔者认为时间

医学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脉诊及在服药时间的掌握

上。首先在脉诊中，其诊脉时间与《黄帝内经》相同，

都是强调在清晨朝阳初露之时为宜，而其特点则在

四季脉与五行的配属关系。一二三月为春，72 天属

木主肝脉，18 天属土，主脾脉；四五六月为夏，72 天

属火主心脉，18 天属土，主脾脉；七八九月为秋，

72 天属金主肺脉，18 天属土，主脾脉；十十一十二

月为冬，72 天属水主肾脉，18 天属土，主脾脉；以夏

至冬至为中轴，四季平分，每季各有 18 天，总共

72 天属土主脾脉。如《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第四卷·后

续医典》曰：“春季三月草木发芽时，百灵鸟声宛转

清喉时，七十二日木界肝脉行……冬至时节冬夏算

中轴，十八时界四乘七十二，土界脾脉旺而流行时，

犹如雀声脉搏濡而软。”在服药时间的掌握上，《后

续医典》不仅对药剂整体的服药时间进行了归纳，

也对具体药物的服食时间进行了论述。对于清泻法

的服药时间《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第四卷·后续医典》
曰：“治法夜间葵花叶汤饮，薄暮清道夜半服启药，

黎明时分脉泻丸九粒。”其认为在傍晚应该服用冬

苋菜粥，亥时服开路药剂，半夜服启病药剂，黎明服

九颗清泻丸。
5 结语

通过时间医学思想在《四部医典》中的论述可

以看出，早在几千年前，时间医学就已渗入到了藏

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并且经过无数临床验证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胎儿在母体发育过程的精准

论述及为胚胎学和时间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

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其

中也有些不合理的叙述（如在胎儿出生性别的论断

上）。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借鉴现代时间医学

中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四

部医典》，为中国藏医学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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