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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阴交尽谓之厥阴”奥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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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探讨“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一语的真正含义。 [方法] 查阅分析古今相关文献，考究古今医家对“两阴
交尽谓之厥阴”一语的主要理解及相应的不足，对厥阴的含义进行深入解析，并从一气周流理论、六经病欲解时及经络角度详细分析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的真正含义及临床意义。 [结果]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一语，源自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但是对于何出此言，
则历代医者鲜有论之，或论而不详。 从一气周流理论、六经病欲解时、经络等角度分析，所谓“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一是因为气之运行
顺序为太阴-少阴-厥阴，厥阴居末，故为两阴交尽；二是因为厥阴重丑时，而丑时为太阴之末时，少阴之中位时，厥阴之初时，此三阴交
织之时，阴尽则阳生，故丑时有阴尽阳生之象；三是厥阴俞与风门在督脉上无对应穴位，故可知厥阴为阴竭之象。 [结论] 所谓“两阴交
尽谓之厥阴”，实则是阳气周流至里，阴竭阳生之象，同时表明了气由太阴至少阴再至厥阴的周流顺序，而且也说明了厥阴丑时为阴尽
阳生之象。 该理论对临床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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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hrase，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is called Jueyin”， by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By referring and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ain understanding and corresponding deficiency of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scholars on the phase，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is called Jueyin”.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Jueyin， and from the One Qi Circulation theory， the verge time of
recove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meridian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l meaning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hrase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is called Jueyin” in detail. [Results] The phrase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is called Jueyin” is derived from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But for the reason of this statement，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or the explanation of it is not detailed.
By referring to relevant literature， it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e Qi Circulation theory， six meridians disease， meridians and
so on， and hold that the sentence，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is called Jueyin”， is actually Yang Qi circulation into the interior，
Yin exhaustion of Yang. Firstly， the running sequence of Qi is Taiyin， Shaoyin and Jueyin， and Jueyin i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Secondly， the main time of Jueyin is Choushi-the second hour of the twelfth hour from 1 am to 3 am， and Choushi is the end of Taiyin， the
middle position of Shaoyin， the beginning of Jueyin. When the three Yin interwoven， Yin is gone and Yang is born， so the Choushi is the
time of the end of Yin and the beginning of Yang. Thirdly，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acupoint on Du meridian between Jueyin Shu(BL14)
and Fengmen(BL12)， so it can be known that Jueyin is the symbol of Yin exhaustion. [Conclusion]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is called Jueyin”， is actually the phenomenon of Yang Qi flowing into the inner part of the body， which
indicates the sequence of Qi flowing from Taiyin at Shaoyin to Jueyin， and also indicates that Jueyin is the phenomenon of Yang Qi coming
into being when Yin is exhausted. This theory has some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clinic.
Key words: Jueyin; the extreme intercourse of two Yin; Yin is gone and Yang is born; Qne Qi Circulation theory; the verge time of
recovery; meridian; divinatory symbol of the Zhouyi;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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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阴是三阴三阳范畴的术语， 无论是在六经病
中，还是在运气理论中，亦或是在针灸经络学中都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历代学者对厥阴一词的解释
却不甚明了，这大大影响了医者对厥阴的认识，特别
是对《伤寒论》中厥阴病病机的理解，因此也才有了厥
阴病是千古疑案的说法。 而要真正弄明白厥阴之义，
笔者以为当追根溯源，即从其定义入手进行剖析。 厥
阴一词，首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书中云：“帝
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 ”这也就是“两阴
交尽谓之厥阴”一语的由来。 笔者以为，要明白厥阴
的真实意义，从而弄清厥阴病病机，应当首先明确何
谓“两阴交尽谓之厥阴”。

1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理论考
1.1 阴尽阳生论 纵观各医家学者的观点， 大抵认
为所谓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 即是厥阴是阴尽阳生
也。 如李今庸教授认为：“厥阴为阴气将尽，阳气初生
也。 ”[1]陈孝银教授也认为：“两阴交尽谓之厥阴，厥阴
是太阴和少阴交尽结束的时位，是阴气发展到最后阴
尽阳生的阶段。 ”[2]

1.2 三阴排序论 高士宗的解释则为：“由太而少，
则终有厥阴，有太阴之阴，有少阴之阴，两阴交尽，故
曰厥阴。 ”[3]即是说，厥阴排在太阴、少阴之后，故曰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

1.3 周易卦象解 刘东军则根据周易思想进行了解
释，认为“两阴交尽即为厥阴者，实际是坤卦、乾卦都
可以用之。 乾坤卦为手足厥阴，其所谓两阴交尽是指
左右两路的阴之道运行至乾坤二卦位置时，其全部与
之阳爻交媾殆尽”[4]。 这也就是说，厥阴包括足厥阴肝
经和手厥阴心包经，足厥阴肝经在卦为坤，在时为亥，
坤为至阴在下；手厥阴心包经在卦为乾，在时为巳，乾
为至阳在上。

2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理论之我见
笔者以为，不明其理，则难为其用，知其然，更须

知其所以然。 对于“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一理，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2.1 厥阴之义 厥阴者，厥阴风木也。 “厥阴本风而
标阴，中间少阳，因厥阴阴气已极尽，阴极阳生，故厥
阴从中见少阳生气之化。 ”[5]《运气论奥谚解》云：“木
者，位居东方震；在人主于肝，肝者，阴未退于之而出，
虽阳藏居鬲下，处阴之位。 木必待阴而后生，故属厥
阴也。 ”[6]李克绍老师[7]认为“厥阴又称一阴，于三阴中

阴气为最少，‘最少’有将尽之意，‘厥者，即尽也’”，并
以《素问·阴阳类论》中“一阴至绝作朔晦”释之：“朔是
阴历每月的初一，月亮到了初一以后，逐渐生出一线
光明，有似阳生；晦是阴历每月的月尽，这时月体黑暗
面扩大到整个月面，使月体全无光明，晦尽朔来，这象
征着阴尽阳生。 ”[7]

2.2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之解
2.2.1 从一气周流理论分析 确如高士宗所解释，厥
阴排在太阴、少阴之后，故曰“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但
笔者以为，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诚然，厥阴
排于太阴、少阴之后，是可谓曰两阴交尽，然何以厥阴
排于太阴、少阴之后？ 其实这是依据一气周流理论而
形成的三阴三阳排序规律， 此排序首见于 《素问·热
论》，经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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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
周流其实是气升降浮沉的一个完整过程，要了解此过
程，则需要通晓开阖枢理论。 《岐轩气解伤寒》对此进
行了分析，“从阳的角度来讲， 最深的地方是少阳，因
为它有一大半在阴里……少阳是指阳气有一半在阴
里，并向外转换，它是沟通气机由阴的态势向阳的态
势转化的枢纽，也是气机由降沉状态向升浮状态转化
的枢机”[8]55-56， 因此称少阳主枢；“阳气经过少阳枢转
换之后，继续上升，转换为太阳，到了太阳的时候，气
机要散”[8]56，因此称太阳主开；“开散到了极致就要往
回收，转换为阳明” [8]56，故称阳明主合；“阳明往回收
的时候，要收到太阴土里，太阴如果不开，它就不能收
进来”[8]57，故称太阴主开；“阳气收进来之后，要有一个
载体，落实到人体上就是以水为载体，才能完成阳气
的进一步转化……阳气收进来之后要有一个转换，否
则就无法再升上来，这个‘转换’就是少阴的力量”[8]57，
故三阴中少阴为枢；“阳气在少阴转枢后， 就要合，即
厥阴……厥阴要达到极点的状态， 少阳才能够升出，
继续阳气的周流”[8]57，因此厥阴主合。 阳气进入三阴
后，由太阴之开，通过少阴之枢的转化，再到厥阴之
合，之后再由阴转阳，因此一气周流之中，厥阴居于太
阴、少阴之后。

2.2.2 从六经病欲解时分析 《伤寒杂病论》中有六
经各自欲解时段的叙述， 具体如下：“太阳病欲解时，
从巳至未上”（第9条）；“阳明病欲解时， 从申至戌上”
（第193条）；“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第27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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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阴病欲解时， 从亥至丑上”（第275条）；“少阴病欲
解时，从子至寅上”（第291条）；“厥阴病欲解时，从丑
至卯上”（第328条）。 三阳欲解时无重合时辰，而三阴
之欲解时则有2个时辰相互重叠，太阴为亥子丑，少阴
为子丑寅，厥阴为丑寅卯，即太阴交于少阴、厥阴，
少阴交于厥阴，故曰“交”。 尽者，《广韵》云：“尽，竭
也。 ” [9]《小尔雅》云：“尽，止也。 ”[9]厥阴居二阴之后，终
也，止也，故曰“尽”，故言“两阴交尽谓之厥阴”。 顾植
山教授认为，三阴经欲解时有两两重叠，因此“临床运
用三阴经‘欲解时’更重视起始时间”[10]。同时，寅乃生
人之初，卯为日升之初，故丑时为阴之末而衔阳之初
也[11]，故“厥阴重丑时”。其实，用“两阴交尽谓之厥阴”
之理论，也可解释为何厥阴重丑时。 丑时，为太阴之
末时，少阴之中位时，厥阴之初时，此三阴交织之时，
阴尽则阳生，故丑时有阴尽阳生之象，正与厥阴之特
性相符。
2.2.3 从经络分析 足太阳膀胱经有风门、厥阴俞二
穴，厥阴俞穴，位于背部，当第四胸椎棘突下，正中线
旁开1.5寸；风门穴，位于背部，当第二胸椎棘突下，正
中线旁开1.5寸。 观足太阳膀胱经及督脉二经，督脉之
至阳、灵台、神道、身柱、陶道穴分别与足太阳膀胱经
之膈俞、督俞、心俞、肺俞、大杼穴相对应，但第二胸椎
的风门以及第四胸椎的厥阴俞于督脉上却无与之对
应的穴位，何也？ 此可从督脉之神道、身柱、陶道三穴
解释。 “气之伸者为神，行之通者为道”[12]11，此神道穴
之谓也，“督脉之气，升而上通，行而直达”[12]11。 身柱
穴，“承神道之气，循督上升，正而且直” [12]11，故曰身
柱。 督脉为阳脉之海，故其气即阳气也，而二穴之中，
即第四胸椎位置， 对应的膀胱经穴正好是厥阴俞穴。
厥阴者，两阴交尽阳气初生也，承神道之势，接身柱之
阳；同时两阴交尽，尽者竭也，故为阴竭，阴阳互根互
长，阴竭则阳弱，阳弱则不显，而督脉为阳，故厥阴俞
平齐之督脉位置则无穴与之对应。 而陶道穴，“法陶
钧之居中旋转，牵动四旁，旋转则必生风，故其旁下之
穴，名曰风门”[12]12，所以风门平齐之督脉无对应穴，盖
厥阴者，厥阴风木也，风门为风木之门户，故亦是厥阴
之要穴，而上文已书，厥阴无阳，故督脉无与对应。
3 “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临床意义

厥阴病，为六经传变中最后一经病，而其条文晦
涩难懂，故也是解析最有争议的一经病，因此陆渊雷
称其为“千古疑案”[13]。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正是

因为历代医者对其病机的理解存在不同意见。 有以
其为邪深热甚，如成无己 [14]言“邪传厥阴，则热已深
也”，而柯韵伯、尤在泾亦认同其观点[13]。 有以其为上
热下寒，如胡希恕和刘渡舟，胡希恕认为此为胸中阳
虚，寒气上逆，阳气不得下布，所致上焦虚热；而刘渡
舟则认为此是相火被郁之真热 [13]。 还有以其为阴之
极，而雷龙之火上逆，如程郊倩[15]。 亦有学者认为，其
为寒凝阳郁之证[13]。

笔者以为，对病机的理解各异，正是缘于对厥阴
的理解存在偏颇。 而根据前文的论述，笔者以为寒凝
阳郁才是厥阴病的根本病机。 厥阴为阴竭阳生，正常
时应为阳气生发之象，然其病也，则阴寒不竭而反盛，
阳气不得舒布而发生郁滞， 故成寒凝阳郁之象。 《伤
寒论》第337条载：“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
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阳为寒凝，阳气不得舒布周身
四末，故手足厥冷。同时，结合厥阴病提纲，亦可明了，
厥阴病提纲：“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
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消渴，是
渴欲饮水，饮不解渴，因阳郁于里，化为里热，故见渴，
然阳气不舒而不得其用，故饮而不化，不能解渴。 心
者，位置之谓也，故为心为胃，中间者膈肌也，而膈肌
为阴阳交界之处，今阳气欲破膈肌而生发，故见“气上
撞心，心中疼热”。 而土气不升，固赖木气以升之；木
气不达，实赖土气以达焉，故肝木之气不升，则脾土不
升，中枢偏倚，胃气安顺，加之阴寒困遏，故“饥不欲
食”。 因其本阳气不升，今反下之，则阳陷益甚也，故
“利不止”。

同时，“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亦启示了医者当重视
对厥阴病欲解时丑时的理解和运用。 对于丑时发病
或者加重或者缓解的疾病， 都要考虑厥阴病可能，如
顾植山教授认为：“‘欲解时’和时间是一种‘相关性’
问题，‘欲解时’实际为‘相关时’，是运气学说中‘天人
相应’ 理论与人体疾病之间的一种时间相关性……
‘欲解时’是向愈时， 也可是临床症候出现时、 突显
时。 ”[10]笔者曾于临床上治一失眠患者，因其每于丑时
必醒，而醒后难入睡，施以乌梅丸而效如桴鼓。 而朱
黎红等[16]亦于其论文中载一女性患者，因其干咳每于
夜间1～2时明显，运用乌梅丸而病愈。
4 结语

厥阴是三阴三阳范畴的术语， 六经病有厥阴病，
五运六气中有厥阴风木，十二经脉中有足厥阴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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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厥阴心包经，故可知厥阴一词在中医学上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 但同时也是中医里幽微难明之概念，陆
渊雷就曾将厥阴病指为“千古疑案”。 而笔者以为，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对厥阴一词的理解不明，而要
明确厥阴一词，则首先得弄清何为“两阴交尽谓之厥
阴”。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笔者从一气周流理论、六经
病欲解时、经络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认为所以言
曰“两阴交尽谓之厥阴”，一是因为气之运行顺序为
太阴-少阴-厥阴，厥阴居末，故为两阴交尽；二是因
为厥阴重丑时， 而丑时为太阴之末时， 少阴之中位
时，厥阴之初时，此三阴交织之时，阴尽则阳生，故丑
时有阴尽阳生之象； 三是厥阴俞与风门在督脉上无
对应穴位，故可知厥阴为阴竭之象。 “两阴交尽谓之
厥阴”，实则是阳气周流至里，阴竭阳生之象。正确理
解“两阴交尽谓之厥阴”，对临床上厥阴病的辨治具
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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