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老师谈象数医学理论体系 

  唐·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云：“且将升岱

岳，非迳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故《灵》《素》乃

医理之总汇，临证之极则，此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对此，

元·罗天益尝有“凡学医道，不看《内经》，不求病源，妄

意病证，又执其方，此皆背本趋末之务”的论述。根据中



国数术学的基本原理，与《内经》所代表的中医学理论相

结合，加上自己从医数十年对中医理论、临床的独立思考

与探索，于 1987 年正式提出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 

    中国象数医学的概念：自 1984 年以来，我即致力于中

国象数医学与中医学的比较研究，并通过古今文献研究和

临床实践的一再验证，认为《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就

是在广泛地吸收了同时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数术学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伴随着与中国数术学结合的不断

深化而发展、成熟。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不知

“易”不足以言太医论》中有“深于《易》者，必善于

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

的论述。故我在“中国象数医学简介”一文中，开宗明义

指出：最古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没有直接谈到

易，古代《周易》中也没有直接谈到医，但医易是密切相

关的，即医易同源。用象数易基本原理来研究人体科学的

学问，我们称之为象数医学。因其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乃

中国所固有的医学，故我们又称为“中国象数医学”。中国

象数医学，就是用中国数术学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医学

及人体科学的一门学问，它与《内经》有直接的联系，故

又曰：“寓有深刻象数易原理及丰富数术学内容的中医典籍

——《内经》，所代表的中医学结构，属广义的中医学，我

们称为‘中国象数医学'。‘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及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中医学知识

结构，寓有‘人类——环境系统’这一医学系统论思想内

容。”故中国象数医学，又称广义中医学，是用中国数术学

原理研究中医学及人体科学的一门学问，是《内经》时代

所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国象数医学的精微理论：根据中国数术学的太极论的

道论、三五论的数论、形神论的象论三大核心理论，结合

《内经》中已经基本成熟的气（道）——阴阳——五行的

本体论思想，将中国象数医学分为医道——医术——医学

（狭义）三个层次。 

    中国象数医学的三个层次：医学（狭义的医学）：属于

根于中国数术学形神论的象论范畴。与《内经》中所建立

的广义中医学相比较，当前我们所熟知的中医学可以称为

狭义中医学。它指一般的研究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

能、病理变化、疾病的概念，及其诊断、治疗、预防、养

生保健等内容的医学。其内容是以临床诊疗技艺为核心，

重在对已发疾病进行诊断、治疗。 

    医术：属于根于中国数术学数论范畴。并非指临床诊治

方法和技术，它是中国数术学的一般原理在中医学中的具

体运用，是中国数术学的核心理论与中医学的临证特色相

结合的产物，它根据《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原



理，在医道的统率下，将整个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经

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其中以“数”为纲领。其数

乃象数之数，包括太极（道、气、玄、元等）、阴阳、三才

（三元）、五行、阴六阳九、八卦、干支、河图、洛书等，

而其与中医学结合则产生气元论、五运六气学说、脏腑配

位配数、九宫八风、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气

功火候、药物配伍比例，生命历程的划分及其男八女七的

分段等重要学说的方法。 

    医道：属于中国数术学道论的范畴。又称为医理，即医

学哲学，现统称为医学辨证法，是一切医学理论和临床诊

疗技艺的总纲。它以研究医学模式、医学审美、医学思

维、医学研究方法等医学规律为己任。它研究人的生命本

原、本性、本质及其与自然界、社会之间的联系；研究自

然现象、生命现象、社会现象、思维现象的一般规律及其

关系；研究医学宇宙观、生命观、社会观、生理观、病理

观、疾病观、诊断治疗观及养生预防观，旨在研究生命的

本体论、认识论、反映论和方法论在中医学及人体科学中

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三层次之间的辨证关系：中国象数医学的三个层次之间

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医道是医学理论的原理，由医

道而产生医术、医学（狭义）；而医学（狭义）又是临证之

主体，由医学（狭义）而完成医学治病救人之功利；医术



则为其中介，是联系医学、医道之纽带；由医术而使医道

之原理和指导意义在医学（狭义）验证过程中得以实现，

亦使医学（狭义）对医道原理得以验证。医道是医术、医

学（狭义）的基础，是其最终的说理工具。但它只能也仅

仅能提供一般的本体论、方法论（即说理工具），而不能实

现医学之目的，尤其不能检验自身的正确性。医学（狭

义），是完成医学目的手段和方法，它必须受医道之指导，

只有在医道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或尽可能正确地完成医

学的任务，并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检验医道的正确与否，

使医道走上更正确、更准确地反映医学本质，更能够体现

其指导意义的正确轨道。医术在医道统率下，使医道原理

在医学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又使医学之实践尽可能合乎

医道之指导，使医道、医学之联系得以形成。由此可见，

由医道产生了医术，由医术产生了医学；反过来，由医学

而能体现医术，由医术而能产生医道，由此而使医道、医

术、医学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辨证统一的关系，使中国象

数医学的理论体系得以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