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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时空统一观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徐宗佩

论著·理论研究

摘要：探索中医理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用于指导临床对疾病的辨治。通过检索《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

要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等中医经典和古籍中有关时间、空间的论述及其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从
上述中医经典和古籍的论述中发现，中医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均与阴阳的盛衰变化相对应。这一认识对

说明病情、提示诊断和指导对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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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两个各自独立

的概念，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两者是统一的，均与

阴阳的盛衰变化相对应，其用于说明人体脏腑生理

功能、病理变化及指导诊断辨证、组方用药和对病

情预防都具有重要作用。
1 时空的统一性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逆之则

伤肝；夏三月，……逆之则伤心；秋三月，……使肺

气清，……逆之则伤肺；冬三月，……逆之则伤肾。”
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在时间上，将春应肝，夏应

心，秋应肺，冬应肾表述的非常清楚。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

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所以，

一天之中的时间变化规律与一年四时的变化具有

一致性。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风生于春，病在肝

俞……；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西风生于秋，

病在肺俞……；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中央为

土，病在脾俞。”“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

色，入通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西方

白色，入通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由

此可知，东方应春，南方应夏，西方应秋，北方应冬。
所以《黄帝内经》将时间与空间通过（五行）脏

腑统一起来，建立对应关系。

2 时空统一的根本原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

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

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可见，阴阳是天地之道，是关

乎世间万象的根本规律。
《素问·厥论》曰：“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

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所以，决定春夏秋冬的因素

为阳气阴气的多少。
春天少阳初升，夏季阳气盛，秋天阴气生，冬季

阴气盛。一天之中，朝则少阳升，日中阳气盛，日入

阴气生，夜半阴气盛。决定一天之中时间变化的因

素当为阴阳盛衰的变化。
空间中，东方当为少阳、厥阴，南方当为太阳，

西方当为阳明，北方当为少阴，中央当为太阴。另外

《灵枢·口问》曰：“阳者主上，阴者主下”。因此，阴阳

盛衰变化与空间存在对应关系。
综上可知，产生“时空统一”这一认识的根本原

因在于时间和空间均与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相

对应。
在“阴阳”这对矛盾之中，“阴”静而“阳”动，所

以阴阳变化实际是“阳”气的变化。阳气变化大体可

以概括为“生”“长”“收”“藏”4 种状态，阳气“生”的
状态是阳气从阴中而出的状态，为少阳，时间上为

“春”、为“朝”，空间则为“东”；阳气“长”的状态是阳

气旺盛的状态，为太阳，时间上为“夏”、为“日中”，
空间则为“南”；阳气“收”的状态是阳气下降的状

态，为阳明，时间上为“秋”、为“日入”，空间则为

“西”；阳气“藏”的状态是阳气“收藏”于阴中的状

态，为少阴，时间上为“冬”、为“夜半”，空间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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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bout time and space for guid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in clinic. Related statements on time and space in traditional classic theoretic
works such as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and the
Auxiliary Knack Visceral Line Tactics to Drug law were retrieve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descriptions
of above traditional classic theoretic work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time and space are united and correlated with
transformation in relative strength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recognition on
space-time unified view is very important for describing disease, making diagnosis and guiding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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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阳气“生”“长”“收”“藏”四种状态变化的“拐

点”则在“中央”“土”中进行，其时间对应四季之末

的“十八天”，一天之中对应“朝”、“日中”、“日入”和
“夜半”的最后半个时辰，空间则为“中央”。

所以，中医将时间和空间用以说明阳气的不同

运行状态，对指导临床具有重要意义。
3 时空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

3．1 用于说明病情，提示诊断 《素问·热论》云：

“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

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

之……；六日，厥阴受之……；七日，巨阳病衰……；

八日，阳明病衰……”。虽然以上论述与临床实际可

能存在差距，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阴阳盛衰对受病

部位及病情和预后的影响。
“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

日为病暑”，提示季节对因素、对病情及诊断辨证的

影响。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夫百病者，多以

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说明一天之中阴阳气多少

对病情的影响。
3．2 用于指导对疾病的治疗 《黄帝内经》以后的

医家有意无意地将“时空统一观”用于对疾病的诊

治，如子午流注理论就是利用时间的变化指导对疾

病的诊断、选穴和治疗。《伤寒杂病论》中的青龙汤、
白虎汤、真武汤中的青龙、白虎、真武概念分别为东

方、西方、北方的代称，而黄连阿胶汤在其他书籍如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又叫“（小）朱鸟汤”，朱鸟

为南方的代称。温病学家将黄连阿胶汤称为泻南补

北的方剂。
综上所述，中医认为时间、空间是统一的，产生

这一统一性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时间和空间均与

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相对应，同时“时空统一观”对
指导临床诊断辨证、治疗、判断预后都具有重要

意义。
（收稿日期：20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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