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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颖教授五运六气学术思想探颐

王利锋　苏 颖 *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苏颖教授深入挖掘、丰富完善五运六气理论，将五运六气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并灵活运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五运六气学术思想。本文从苏颖教授五运六气学术传承、理论研究、临床施治等方面予以探颐，阐明苏颖教授在传承五运

六气学术的基础上，凝练创新形成自身的学术思想，提出五运六气理论研究应尊本守正，以今验古，强调临证时当参明运

气之变化，谨守气机升降之枢机，重视顾护脾胃为本的观点。苏颖教授独具特色的五运六气学术思想，对丰富和发展五运

六气理论、推动五运六气临床应用及完善五运六气教学科研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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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颖教授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六、七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长期致力于中医临床、

教学、科研四十余年 [1]，尤其在五运六气领域取得了创造性

的成果。苏颖教授主编国家规划教材《中医运气学》《五运

六气概论》《内经选读》等 17 部，出版《五运六气探微》《五

运六气挈要》《五运六气论析》等著作 20 余部，发表相关

论文百余篇，学术影响广泛。在临床善于运用五运六气理论

指导临床，以气机升降等理论辨证论治，疗效显著。现以苏

颖教授学术著作、论文、临床案例为研究基础，梳理总结苏

颖教授五运六气学术思想，以启迪后学。兹概述如下：

1. 学术传承，源于长中

1.1 初始阶段，结合教学与临床，奠定学术传承根基。

苏颖教授的五运六气学习研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五运

六气教学、科研及临床的发展密切相关。学校五运六气源流

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初，著名中医陈玉峰教授在

《医经》等课程中，把五运六气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强调五

运六气为“岐黄理论之本，为医者不可不知”，遵从《黄帝

内经》中“治病必求于本”的古训，临床实践中结合五运六

气诊治疑难病证 [2]。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重视五运六气对疾

病的影响，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医内科学》中，增加“时行病”，

讲授气候变化与外感流行性疾病的密切关系、发病特点。阎

洪臣教授重视《内经》运气七篇，指出病机十九条证候与五

运六气相关，开研究生运气教育先河。程绍恩教授著有《中

医运气学》，填补了吉林省运气学著作的空白，强调临床“必

先岁气，毋伐天和”的五运六气本旨。许永贵教授重视五运

六气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力主本科人才培养中保

留运气课程，主校了《运气易览》，临床中善用运气理论治

疗风湿病。五运六气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使学校五运六气不

断推进，为学校五运六气的学术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提升阶段，厚德精术，凝练形成学术特色。

苏颖教授传承并发展了五运六气理论，结合吉林省地

域气候与疾病资料开展五运六气科学研究，梳理了古代温疫

著作中防治温疫方药规律，提出了“温疫发生与五运六气变

化相关”、“治疗温疫以扶正祛邪并重”等学术观点，完善

了五运六气教学、科研体系，编写首部《中医运气学》教材，

创新了五运六气科学研究思路与方法，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指

导临床辨治疾病，力推五运六气国内外学术交流，形成了独

特的五运六气学术思想。

2. 尊本守正，以今验古

2.1 谨守《内经》本意，定客运推演之正。

客运的推演是五运六气重要内容之一，《内经》文辞

古奥，后人注释较多，医家观点多有偏差。张介宾在《类经

图翼·五运客运图说》中提到：“甲年则太宫为初运；太生

少，故少商为二运；少又生太，故太羽为三运；太又生少，

故少角为四运；少又生太，故太征为终运 [3]。”医家将客运

与主运太少相生等同，误将天干为甲之年的客运四运推演为

少商、终运推演为太徵。而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论述

六气司正时，所有太宫之岁的客运之四运、终运皆为太角、

少徵。

苏颖教授经过对《内经》原文梳理后，发现了历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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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推演中存在问题，并予以订正。客运之太少相生是在同一

个五行周期内，即从角至羽的同一个五行周期。如甲年，岁

运是土运太过，客运的初运就是太宫，之后以太宫为基准，

以太少相生向后推求至羽，可知：

太宫→   少商 →    太羽

（初运）  （二运）   （三运）

从太宫往前推求至角，生太宫的是少徵，生少徵的是

太角，即：

太角→少徵→太宫→少商→太羽。

之后，再将框内太角、少徵按五行相生之序移至太羽

之后，便是客运的四运和终运。甲年客运五步的太少是：

太宫→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初运   二运   三运   四运   终运

苏颖教授遵守《内经》本义，守客运推演之正，将推

算方法写入了《中医运气学》教材中，更正了前人的不当之

处 [4]。

2.2 守王冰解，运气始于大寒

苏颖教授研究五运六气理论时，发现历代医家对五运

六气起始时间观点不一。王冰注释《素问》以大寒日为起始，

包括刘温舒、张介宾等医家都持有此观点，部分医家学者提

出以立春为起始时间，出现了大寒与立春的分歧。王冰对运

气起始于大寒的注解有多处，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曰：

复行一步，木气治之。王冰注解：风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

日而有奇也 [5]。大寒日至春分日，共经过了大寒、立春、谷雨、

惊蛰四个节气，即六十日而有奇。又在注解至与不至时云：

皆谓天之六气也。初之气，起于立春前十五日。余二三四五

终气次至，而分治六十日余八十七刻半 [5]。苏颖教授以长春

地区六十年气象数据为依据，从现代气象学角度论证出了运

气始于大寒的自然科学基础，坚持了王冰及古人以大寒日为

运气起始的认识 [6]。

2.3 以今验古，定运气之理

苏颖教授认为五运六气之理古今通用，虽然其义理深

邃、古今悬隔，但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对其进行研究。数十年

来以气象资料及疾病数据为基础，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研究

地域气候与疾病发病的相关性。

疫病发生有五运六气变化规律。苏颖教授对长春地区

甲肝、乙脑、麻疹等疾病在异常气候年的发病进行研究，发

现异常气候年疫病的发生与运气变化存在相关性 [7]。运用运

气理论对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地区细菌性痢疾发病规律开展

研究，发现其发病岁运变化规律明显 [8]。五运六气理论对新

冠肺炎等现代烈性传染病、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也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9]。

脏腑疾病发生有五运六气变化规律。苏颖教授以吉林

松原地区气象、疾病资料为研究依据，对脑出血发病开展研

究，论证了该地区脑出血发病存在运气变化规律 [10]。结合

气象数据对长春地区冠心病发病开展回顾性研究，论证了长

春地区气象因素变化与疾病发病率存在运气变化规律 [11]。

运用五运六气对吉林省四平地区老年肺炎发病开展研究，发

现在六气主气初之气厥阴风木阶段发病率最高 [12]。苏颖教

授对吉林省地域性气候与五脏疾病的研究，为临床诊治疾病

提供重要依据。

君相二火与温疫类疾病发病关系密切。自《内经》以来，

历代医家对君相二火与温疫类疾病关系多有论述，如吴鞠

通引用《内经》原文阐述客气君相二火影响疫病发生 [13]。

苏颖教授对长春地区气象数据与病毒性肝炎、猩红热、出

血热等疾病数据开展研究，发现君相二火为客气的年份麻

疹、百日咳、伤寒副伤寒与二之气的风速密切相关 [14]。结

合长春地区痢疾、流脑、麻疹疫病资料与气象数据对君相

二火与温疫类疾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君相二火主、客气

加临加重温疫类疾病的流行程度，为五运六气君相二火理

论提供了依据 [15]。

从 气 象 数 据 探 索 大 司 天 理 论。 苏 颖 教 授 以 长 春

1951 ～ 2010 年六十年气象因素和时间线为研究对象，将日

平均气温等气象因素与相应时间建立数据模型，进行统计学

直线性相关分析，发现气象因素在六十年内存在一定规律的

变化趋势 , 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 , 平均风速、平均相对湿度

呈下降趋势。这种大时间段范围内的上升或下降变化 , 为大

司天的存在提供气象学依据 [16]。

明清医家以五运六气为指导防治温疫。苏颖教授对明

清十六位治疗温疫医家开展研究，发现运用运气理论指导疫

病防治是明清医家学术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 [17]。寒湿疫的

发生与地域气候节气相关，随着五运六气而变化，临证应择

运气时机驱邪兼以温补扶正 [18]。明代医家孙一奎顺应六气

司天化裁方剂治疗疾病，根据岁运不同变换君药治疗时疫
[19]。王勋治疗温疫在审察辨运、气时宜基础上，遵守各年运

气方药使用规律，主张辨明表里、慎用苦寒药物 [20]。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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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通过梳理明清医家学术思想，提出了“温疫发生与五运

六气变化相关”、“治疗温疫以扶正祛邪并重”等学术观点，

为现代疫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3. 时运有章，临证不拘

3.1 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苏颖教授常以实象与五运六气推演相结合，灵活运用

运气理论。五运六气以天干地支为推求方法，探求六十年甲

子周期规律，将天地自然之变化、人体生命之常变、自然事

物之理序蕴含于内。六十甲子周期中昼夜、四季、五运、六

气等节律以天干地支为载体，被总结刻印了下来。苏颖教授

发现许多学者运用时，出现了固化的“是是年有是运”情况。

苏颖教授以《素问·五运行大论》的“天地阴阳者，不以数

推，以象之谓也”来告诫学者，天地自然的无穷变化是本，

自然规律总结是末，学习运气不能舍本求末。运气推求中，

要观察当时当地的气候变化和临床出现的病证，先求原本之

气运，再观当时之气象与临证之时象，与哪年气运近，便向

当年求。苏颖教授坚持“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的理念，

带领研究者观察并记录气候及物候变化，与所处地域的气

候、物候相结合分析运气之理。如 2011 年秋长春气候反常，

气温多有回升，枯萎的花草重新发芽泛绿，出现“非其时而

有其气”的异常气候，写下“又见小阳春”等多篇观察笔记，

并结合运气理论提出疾病预防措施。

3.2 临证活用，参运气之变

苏颖教授临证多以岁运、岁气为主，参以大司天之时运，

认为岁运岁气皆为大之气运，以“天人相应”整体观而言，

是对全年气候变化的整体把控。近年气候变化多端，出现多

种少见的恶劣气候，疾病发生具有一定特征，如疫病的发生

表现出了五运六气的规律。但在临证时不能简单以岁运与岁

气确定病证，应先知出生日期辨先天运气体质，再问发病之

日期知现病之气运，询患者之主诉知病证之梗概，加舌脉、

问诊以验证。运气之理多辨大体之症候，但其理相通，遇到

有日间节律的患者，如半夜子时、午后、早晨等发病，都会

详尽问之。苏颖教授治一不寐患者，夜半后不入眠，又有寒

热错杂之证，便以乌梅丸治之。乌梅丸是治厥阴病蛔厥证，

以每日而论，夜半后为厥阴，兼有寒热错杂之象，投以乌梅

丸则病除。苏颖教授认为运气之理可大可小，不仅要推求岁

之运气，更要知大司天之理；不仅要推主时之气运客主，更

要知节气、日时之变。虽然五运六气多为宏观之论，但是细

微之处见真功。苏颖教授参以运气之变化，又不拘泥于运气

之固有模式之中，是真正地将运气运用到临床。

4. 土持干支，脾胃为本

苏颖教授在临证中发现历代医家重视脾胃的思想与干

支体系关系密切。五运六气理论中的干支甲子周期不只是研

究五运六气的基本方法，其内蕴含了自然气候物候及病候变

化规律，天干地支阴阳五行运行规律尽在其中，尤其重视

“土”的重要作用。

《内经》重视土在五行中的作用。《内经》继承了中

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将土与中医理论相结合。《素问·太

阴阳明论》：“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

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脾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

足，不得主时也。”这里对土的论述将中华传统文化对土的

认识，全部应用到了中医学理论中。一是土治中央。以五行

五方论天干，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

壬癸水，戊己中央土。二是土主四末。以五行五方论地支，

北方亥子属水，东方寅卯属木，南方巳午属火，西方申酉属

金，辰戌丑未不居中央归于四方之间属土。由此可见，自古

以来就对土有重要认识，并处以重要的位置，而《内经》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重视脾土的思想。

苏颖教授谨守“土治中央”“长四脏”，临证顾护脾

胃为先。“脾者土也，治中央”“脾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

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即土治中央在中医理

论中的应用。“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

于时”“不得主时”即土主四末在中医理论中的应用。八卦

有“先天八卦为理，后天八卦为用”，天干地支也当有为理

为用之别。苏颖教授临床重视脾胃，处方常用党参、黄芪、

白术、陈皮、茯苓等健脾益气、理气除湿之药，其理论源泉

在《素问·太阴阳明论》等诸篇，其本在天干地支与五运六

气之原义中探求所得。

苏颖教授学术传承于长春中医药大学诸多名家，又结

合时代要求将五运六气理论在临床、教学、科研中不断丰富

和完善，临床中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临证与五运六

气相结合，遵守《内经》本义，不拘泥于五运六气固有模式，

从五运六气干支本义出发，指导临证当以顾护脾胃为先。苏

颖教授通过四十余年临床、教学、科研实践，形成了五运六

气学术思想，对丰富和发展中医经典理论、五运六气临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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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教学科研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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