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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与中医气象学

张 廷 抠

一

、 古代天文历法建立与中医气象学形成和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 一

， 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 ， 因此古

人观测天象非常精熟， 这就是促进古代天文 、 历法早期形成的主要原因 。 由于天文 、 历法的

进步， 很快就被祖国医学所接受 ， 而作为气象病源的可靠根据 。 根据 现 有 可 信 的 史 料 来

看 ， 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名 和日月食 、 病名的记载 ， < 尚书》 、 《诗经》 、

《春秋》 、 《左传》 、 《国语》 、 《周 礼》 等书关于这 一 方法的记载就更为丰富了 。 如 《史

记》 有
“

天官书
”

、

。

历书
”

、

“

律书
9

、

‘

扁鹊仓公列传
”

， 《周礼 · 天官》 有 四 时 皆有疠 疾 …

…
叫 ¨

； 《尧典> 有
“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 ， 以 闰月定四 时成岁
”

， 《素问 · 宝命全形论》 有
“

天复地载 ， 万物悉备 ， 其贵于人 ， 人 以天地之气生 、 四 时之法成
”【2 1

， 等等 。

古人认为自然界万物之生化与人之间的生理 、 病理 现象 ， 无不归结于天 地 （阴阳） 之 气

所化 ， 因此这 一 思想贯穿了整个医学理 论 （同 时也贯穿于其它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各个领域

之 中）， 而具体作用于临床实践 。 由此可见祖国医学是建立在天文和历法基础之 上的 ， 如 《老

子书》 有
“

先天地生
”

、 ，

“

为天下母
州 8 ，

； 《易> 有
“

泰
”

卦 ， 坤上而乾下 ， 天地 初 交 ， 乃万

物生长之 道 ， 谓 日
“

阴阳之道
”

， 阴阳的征兆首见于
“

既济
”

之卦 ， 坎上而离下 ， 天 为 阴升

腾之 阳 ， 地为阳凝聚之 阴 ， 寄四 时于土 ， 而生 、 长 、 收 、 藏 ， 四 时乃顺 。 可见 一 切有形的东

西都是来源于气 ， 那么人类当然也是来源于气了 。 《庄子 · 知生篇 》 云
“

人 之 生 ， 气之 聚

也 ， 聚则为生 ， 散则为死
” c 4 j

， 可以证实这 一 点 。 《素问 · 调神论》 云
“

逆 春 气， 则少阳不

生 ， 肝气内变， 逆夏气 ， 则太阳不长 ， 心气内洞， 逆秋气 ， 则太阴不收 ， 肺 气 焦 满； 逆冬

气 ， 则少阴不藏 ， 肾气独沉
” c 5 】

， 足 以说明气象变化对人类之感应是致病因素 之 一

。 因此历

代医家都重视天文 ， 历法 ， 气象之 研究 ， 而作用 于临床运用 。

古人观测日月 五星 （水星 日 ： 辰星； 木星 日 ： 岁星； 火星 日 ： 荣惑； 土星 日 ： 填星， 金

星 日 ： 启 明 ， 长庚） 和北斗七星的运 行是 以恒星为背景 的 ， 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 的

位置恒久不变 ， 可 以利用它们来说明日月 五 星 和北斗运 行的位置 。 经过长期的 观测 ， 古人先

后 选择了黄遭 ， 赤道附近的 二 十八个星宿 作为
“

坐标
”

， 即 称 二 十 八宿 。 其中 有些 星宿 还 是

古人测定季节的 观测对象 ， 如 《夏小正》 云
“

正月 初昏参中 ， 五月 初昏大 火 中
” 印 1

。 北斗七

星在不 同 的季节和夜晚不 同 时间 ， 出现于天空 不同 的方 位 ， 根据 斗 柄 所 指的方 向来确定季

节 ， 农事和疾病的性质 （寒 、 暑 、 阴 、 阳）， 是古 代认识事物 属性的 方 法 。 如 《古代汉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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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天 文 历 法 与 中 医
-

气 象 掣

第 一 分I 》 说
“

斗柄指东， 天下皆春； 斗柄指南 ， 天下皆夏， 斗柄指西 ， 天下皆秋， 斗柄指
北 ， 天下皆冬

” ‘7 3
《周礼 · 天官》 云

“

四时皆有疠疾 ， 春时有瘩首疾； 夏 时 有痒疥疾； 秋时
有疟寒疾； 冬时有嗽上气疾

”‘1
。 《左传 · 昭公九年》 云

“

分为四时， 序为五节 ， 过则为灾 ，

阴淫寒疾 ， 阳淫热疾风淫末疾 ， 雨淫腹疾 ， 晦淫惑疾 ， 明淫心疾
”L 8 1

， 可证实 。

古人又把 二 十八宿由西向东分星纪 ， 玄枵等十二 等份 ， 十 二年绕天 一 周 ， 每年行经 一 个
星次 ， 谓日岁星纪年法

一

（表1） 。 如 《国语 · 晋语》
。

君之行也 ，岁在太火
”t。】

，

一

大火属
。

卯
，

，

上应氏 ， 房 ， 心 ， 尾四宿
’

。 《左传襄公三十年》
“

于是岁在降娄
”t ，o 】

，

。

降 娄
”

属
“

戍
”

等
等 。

表l t u ]

星 玄 诹 降 大 实 鹑 鹑 鹑 寿 大 折
十二次

纪 枵 菅 娄 梁 沉 首 火 尾 星 火 木

十二 辰 丑 子 亥 戍 酉 申 未 午 已 辰 卵 寅

岁星纪年法和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的方向

和顺序正好相反 ， 所 以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

中应用起来并不方便 。 为此古代天文占星家便

设想出 一 个假岁星 ， 叫 做 太 岁 ， 让 它和岁星
“

背道而驰
”

。 这样就和十二 辰的方向顺序相 一 致 ， 并用它来纪年 。 此外古人还取了摄提格 ，

单阴等十 二太岁年名 （表2）。 如 《离骚》
”

摄提贞于孟陬兮 ， 惟庚寅吾 以 降
”

，
一 般认为这

里的揖提 ， 就是作为太岁年名的撬提格 ， 是说屈原出生于
“

太岁在寅
”

之年， 孟陬指夏历正

月建寅之月 ， 庚寅是生日的干支 （参看 《屈原赋今译》
f l Z 1）。 大概在西汉年间 ， 历家又 取了

阴逢 ， 端蒙等十个名称叫做岁阳 ， 依次和十 二 个太岁年名相配 ， 以圉逢摇提格 （甲为贾逢 ，

寅为撬提格） 为第 一 年 ， 其余由 此类推 ， 六十年复始 。 《历记 · 历书 · 历术甲子篇》 自太初

元年 （公元前1 0 4 年） 始 ， 就使用 这些年名纪年了 。 （岁阳来源于 《尔雅 · 释天》 ， 并载有十

个岁阳和十干 对应）． 从而完成了六十年周期循环的千秋之业
t 1 3 】

。 （参看表2 ， 表3）

表2 u l 1 表3 n 们

摄 单 孰 大 敦 协 渭 作 淹 大 因 赤 r 阴 端 游 疆 徒 视 上 重 横 昭

太岁年名 提 荒 渊 奋．

岁 阳篷 蒙 兆 梧 雍 荦 章 光 艾 阳

格 阴 徐 落 群 洽 滩 鄂 茂 献 敦 若 十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已 庚 辛 壬 癸

十 二 辰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戍 亥 子 丑

十天千 ， 十 二 地支 ， 又简称十干 ， 十 二 支 。 《史记 · 律书》 称十干为十母 ， 十 二 支为十

二 子 ， 又简称干支或干枝 ， 都是 相对而言的 。 从历史 的发展看来 ， 大概是先发明十干 ， 再发

明十 二 支 ， 再发明甲子 。 早在公元前1 5 6 2 年 ～ 前1 0 6 6 年 ， 殷商时期 ， 便 已经有于支甲子了 a

十干首先被用于商王朝世系的名号 ， 如成汤名天 乙 ， 他的儿子 叫做大丁 、 外丙 、 中壬 ， 孙子

名大甲 、 沃丁 、 曾孙名 大庚 、 小甲 ，
一 直到纣王 ， 凡传十七代 ， 三十三 王 ， 都是 以天干命名

的 。 纣 王名帝辛 ， 后 来有了十 二 支和甲子 ， 随着历法的发展 ， 便普遍被用于历法方面了 。

干 支纪日法 ， 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使用 。 如 < 殷墟书契前编》 三 · 一 八 · 卜辞云
”

已丑

卜， 庚雨
一

。 七 ， 四 四 卜辞云
”

乙卯 卜， 昱丙雨
”

等 ， 在 卜辞中屡见不鲜 。 到 了战国时期干支

纪日法已经广泛应用 ， 可见于 大量史料之中 ， 如 《左传襄公十八年》
“

冬 十 二 月丙子朔 …

…

_

，

‘

十月 … … 丙寅晦
”

等等 。

《史记 · 律书>
”

十 一 月 也 … … 其于十 二 子为子 ， 子者 ， 滋也 ， 言万物滋于下也， 其于十

母为 壬 癸
”

，

。

十 二月也 … … 其于十 二 子为 丑
”

，

“

正月也 … … 其于十 二 子为寅
”

，

N -

月 也 … …

其于十 二子为寅 … … 其于十母为甲 乙
”

，

“

三月 也 … … 其于十 二子为辰
”

，

。

四月也 … …

其于十

二子为 已_ ，

-

五月也 … … 其于十；子为 午 ， 午者阴阳交 ， 故日 午 ， 其于十母 为 丙丁
” ‘1 4 j 等

· 如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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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对干支纪月法作了介绍 ， 而不难看出 ， 在西汉时期干支纪月 已经正式使用 ， 并在历书中
指出

“

夏 正 以 正月 ， 殷 正 以十 二月 ， 周 正 以十 一 月
”

给我们研究上古时期的天文 、 历 法 、 医

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到了东汉初期已正式使用甲子纪年法了 ， 《阴阳大论》 一 书名首见于

《伤寒论》 n 5 1
， 可见张仲景写 < 伤寒杂病论》 的时候 ， 就已经把 《阴 阳 大论》 - 书 ， 作为

他的重要参考书籍了， 但班固的 《汉书》 没有记载 ， 因此 《阴阳大论》 一 书 ， 成书的年代上

限 ，
- 不会早于东汉初期刘秀建武 以前 ， 而只能是在此以后仲景之前的作品 ， 宋代林亿等说过

“

《索问》 第七亡卷已久矣
”

．后为王氏所补 ， 并 < 阴阳大论》 于素问之中 ，据此
“

运气七篇
”

乃 《阴阳大论》 - 书 ， 为历代医家研究气象医学之善本 。

宋代刘温舒 ， 以
“

运气七篇
”

作为 《素问入 运气论奥> 之主 题 ， 进行气象病理研究 。 以

开后世之端， 金元时期 ， 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实渊源于
“

五运六气
”

故在所著 的 《素 问 玄 机

原病式》 中 ， 竞以五运六气来概括 《素问 · 至真要大论》 的病机十九条； 并说
“

识病之 法 ，

以其病气 ， 归于五运六气之化 ， 明可见矣
”

。 而成后世河间学派之祖； 张元素对五运六气亦极

有研究 ， 首先他并不 以
“

亢 、 害 、 承 、 制
”

为研究运气的中心 ， 仅此其盛衰变化的现象来分

析病理 变化 ， 是 以脏腑的寒 、 热 、 虚 、 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 ， 为后世所推崇 ， 开

创了易水学派之先 。

明清时期 ， 研究运气学说诸家辈出 ， 如张景岳 （可见类经下册）， 张 志 聪 （见于素问集

注）， 高世宗（见于素问直解> ， 唐立 三 （见于吴医 汇讲）， 尤在泾 ( 见于医学读书记) 等等 。

运气学说的产生 ， 是在古代朴素辨证思想指 导下 ， 以千支立年为 工 具 ， 阴阳 五行学说为

基础 ， 论述着
“

肝
”

、

“

心
”

、

“

脾
”

、

“

肺
”

、

“

肾
”

等五脏和
“

风
”

，

“

寒
’

、

“

暑
”

、

‘

湿
”

、

。

燥
”

、

‘

火
”

等六气错综复杂变化为病的规律 ， 及 其相应治疗原则的专书 ， 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东汉以

前的医疗经验 ， 经过历代医家不断的继 承和发展 ， 使这 一 学科为祖国医学进步发展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 。

二 、 试论气象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上面介绍了气象学说 （即五 运六气） 的形成和发展 ， 是 以天文 、 历法为基础 ， 阴阳 学说

为 主 导 ， 五行生克为机转 ， 干 支轮回为程序 ， 用 以预测气候 ， 指导农业生产和医学辨证 论治

的著作 ， 这个学说是否科学7 历代医家和科学家都有 一 些验 证 ， 如
“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 ，

大则侯天地之变 ， 寒暑风雨 ， 水旱螟蝗 ， 率皆有法 ， 小则人之众疾 。 亦随气运盛衰 … … 明运

气皆顺 ， 以是知其必雨 ， 此亦当处所占也 ， 若他处候别 ， 所占亦异 ， 其 道 微 之妙 ， 间不容

发
”

。 （见于 《梦溪笔谈》 ）
‘10】

、

“

是故五 运六气之 理 ， 不可不知也 ， 亦 不易 知 也 ， 而况古今

度 数之 差等 ， 天人感召之 有休咎
” t 1 7 1（ 《医学读书记》 ），

8

再试 以本年他运他气 推 之 … … 乃太

阳寒水与岁运司天相合
” Ⅲ ’（ 《吴医汇讲》 ） 等等 。 随着医学气象学迅速发展 ， 这 门 学科也

日益引 起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 笔者在近十余年验 证中 ， 认为 在气候 ， 疾病衍生上是 基本符

合的 。 如 ： 癸亥年 （8 3 年） 正月建甲寅 ， 甲为东方木 ， 木生火则为火运 ， 火不足 、 灾
“

歪
”

官 ， 方位在南 ， 水犯之 ， 土复之 ， 水犯 应于 二 气之中 ， 土复应在五气之 中 ， 厥 阴风木司天 ，

故天政布 ， 风乃时举 ， 民病泣出 ， 耳鸣掉眩 ， 木与相火相生 ， 则火纵其暴 ， 火刑金流 ， 故肺

病 。 耳鸣掉眩者 ， 法以泻肝 ， 清肝 。 金病者 ， 法 以清澜 ， 少阳相火在泉与太阳寒水复争 ， 时

寒气热 ， 阳 乃大化 ， 蛰虫出现 ， 流水不冰 … … 等 ， 验 证当年气候雨量集中在春分 至小满前后

（以长江中下游为甚） 和秋分至立冬 。 小雪至大寒前因受在泉之气故气候较为 温和
强 1

。

¨ 1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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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学物候学的发展 、 国内外同人以不同 的角度 证实了这 一 学说的科学性 ， 如 《从气象

角度探讨运气学说的科学性》 一 文中说：

“

运 气学说推演顺序 是 以天干地支为轮回 ， 天干数为
‘

十
’

数 ， 地支为
‘

十二
’

数 ，
一 个干支轮回基本接近1 1

.
1 年， 所 以运气学说的轮回周 期 （小周

期） 与太阳活动周期相当 一 致 。 古人云
‘

火运临戍 ， 炎暑气极
’

的规律是有其科学道理 的
”

。

赵明镜同志也详细地论述了这 一 问题：

“

火运临午年是运气学说对太阳黑子活跃 规 律所作的

相对肯定
”

， 同时用郑州地区3 0 年气象资料对运气学进行了验 证 ， 结果为
“

其各项 符 合率分

别为 ： 六气8 9 . 5 qo ， 中运8 6 . 6 qo ， 司天8 3 . 3 % ， 在泉8 0 q0 ， 由 此我们认为 ， 运气学说适用于

郑州 以 至黄河流域中 、 下游地区
" r i e 】( 1 9 8 3 .

7
. 1) 。

三 、 现代学科对气象医学研究的新进展

1 ． 对气候病理的研究

由于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之中 ， 天体的定位给地球上生物创造了特定的生存因素 ， 故 一 切

生物的内体变化无不从属于气候之 应 ， 否则就不会生存下来 。 近年来 ， 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

对此进行了较深刻的 研究 ， 下面笔者将研究进展公诸于下 ：

。

当寒流来到时 ， 可见利尿 现象增高 ， 这似乎是由 于垂体后 叶抗利尿素发生波动的缘故 ，

还可 以看到甲状腺滤泡内毛细血管高度充血 ， 滤泡中胶质消失
州 2 0 ，

。

W a t a h o e 发现健康男女的肾上腺皮质活动 ， 随季节变化而波动 ， 而 冬 季 最为 活跃 ， 其

次为炎热之气候 ， 在温和气候时其活动能力最低 ， 寒冷刺激时还见到 尿 中1 7 - 酮类固醇波动 ，

这是由于气候因素引起A C T H 的波动而作用 于肾上腺的结果
强0 】

。

湿 温气流可使饥饿动物的 血糖降低 ， 其波动范围 比冷湿或冷千 的影响为大 ， 这是胰岛素

发生变化的关系
L 2 0 1

。

H o w lt c 及B cil 认为鼻粘膜分泌之 抗体与血清中的 是 平行的 ， 因此当相应湿度下降3 0 qo 以

下时 ， 能使上呼吸道粘膜出现干燥不适感 ， 并可产生粘膜的破损和感染 ， 故中医学称为
“

秋

为燥之令
” e 2 0 ，

。 这种现象多在秋季出现 ， 冬季 、 春季也常常出现这种现象 ， 分别 为冬燥和春

燥 。

2 ． 人体列于昼夜节奏的反应

V olk e r 观查到脉搏 ， 体温 ， 氧的消耗量 ， 二 氧化碳的释放 置 ， 通气量 ， 排尿 量及尿中氮

量均见昼夜起伏不同
口 ”

。

J o r e s 推测体温 ， 脉搏速度 ， 血压和氧气消耗的增加与血液中肾上腺素 的 增加 相平行 ，

而在夜间的相反周 期则有垂体激素增加 的特征C 2 0

。

E ul e r 等的报导也提到白天肾上腺活动增加 ， 夜里垂体活动增加 的征象
f 2 0

。

3
． 地区性气候影响

高山 地区 空气中氧含量减低则通 过肺泡气体交换而影响血 中含氧 量 ， 可诱发红血球增多

症
‘2 0 】

。

H a v t a h i 发现在到 达高原地区的若干小时之后 ， 即见红细胞与白细胞增多 ， 这 是由于动

用储藏血液与血液浓缩 ， 接着骨髓功能增强 ， 消化道吸 收铁量增
’

加 三倍 之多 ， 血浆铁转换与

红细胞铁转换于第7 ~ 1 4 天时到达高峰 ， 列达1 5 0 0 英尺 以上有些人可以发生 所 谓
“

急性登山

病
”

， 可见无力 、 呕 吐 、 昏晕 、 失眠f 2 0 1
。

综合上 述三个方面 ， 可见气候因素能导致血液成份 ， 内分泌系统的改变 ， 如p
一 球蛋白升

． ． 1 0 4 -

ChaoXing



大 自 然 探 索 1 9 8 8 年第 3 期（总第 2 5 期）

高与白蛋白降低； 或影响皮肤p H 值等而影响对传染病的抵抗力 。 有些国 家 根 据这些规律来

预 报某 些传染病流行和 心 血管病发作及 猝死 高潮 ， 以加 强防急措施c 2 0 】
。

4
． 气候因素导致内脏疾病的复发及表现途径

笔者认为 ： 气候因素所导致的疾病 ， 祖国医学统称
“

六淫 之为病
”

， 由于六淫之邪从肌表

侵入五脏六腑 ， 首伤气 、 血 、 精 、 津液造成内外分泌系统的改变而出现各种疾病 。 各种疾病

又以各脏腑所属 ， 通过脏象经 络系统 ， 迅速传递信息出现临床上各种症状 ， 在体内代偿范围

之中大多不出现现代医学的各项指标， 此时可用祖国医学的诊治方法加 以防治 ，
一 但超过代

偿范围 ， 此时症状与指标同时出现故病势猛烈 ， 而愈后气 、 血 、 津液的不平行状态很可能长

期存在 ， 也是造成七情内伤疾病的主要因素之 一

。

总 结

通过祖国气象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发现 ， 证明了中医药诊治各种疾病是

非常科学的 ， 同时六十年周期气候变迁以及疾病的衙生 、 属性 、 辨证施治和时间治疗 （子午

流注 ， 灵龟八法） 各种疾病 ， 也是富有科学性的 ， 它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份 ， 为了进 一

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为医学现代化服务 ， 这 一 学科是值得我们进 一 步研究的 ， 希望同道们共

同突破这 一 领域 ， 以实现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 之旨 。

本文曾蒙侯占元研究员 ， 李克光研究员 ， 王谓川教授审订 ，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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