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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历法

裴枫 刘晓燕 邰雪莉 崔亚东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目的] 明晰《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历法体系。 [方法] 在历法体系的框架下，从《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原文出发，通过探讨运气历法
的归类、东汉四分历和干支太阳历的区分、岁气会同年的真实含义、运气历法不置闰等问题，对中医运气学的历法进行考证。 [结果]
历法究其天文学背景，分为太阳历、太阴历和阴阳合历三种。 从历法的发展和中医运气学的形成而言，东汉四分历和干支太阳历分别
属于阴阳合历和太阳历两种不同的历法体系，其历法创制背景和年长有所差别。 而中医运气学中“岁气会同年”则依据太阳历的水下
漏百刻实录进行划分。 此外，运气学说的六气、年和日均由太阳周年视运动决定，其置太阳历的盈闰日，并不置闰月。 [结论] 中医运气
学的历法是干支太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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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lendar of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in Huangdi Neijing PEI Feng， LIU Xiaoyan， TAI Xueli，
et al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10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make clear the calendar of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in Huangdi Neijing. [Method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alendar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original text of Huangdi Neijing， exploring the kind of calendar about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quarter calendar and the Ganzhi solar
calendar，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Suiqi Huitong year and the calendar of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don't have leap month
and so on， and conduct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alendar of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 According to astronomy background of calendar，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olar calendar， lunar calendar and Yin and
Yang calendar.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lendar and the formation of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alendar and the Ganzhi solar calendar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calendar systems， the Yin and Yang calendar and
the solar calendar respectively，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lendar creation and the length of one year are different. In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Suiqi Huitong year” is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underwater leakage record of the solar calendar.
In addition， the six Qi， year and day of the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anniversary
movement of the sun， and the calendar has no leap month. [Conclusion] The calendar of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is the Ganzhi solar calendar.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calendar； solar calendar； Yin and Yang calendar；
Ganzhi calendar； Ganzhi solar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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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运气学以天干纪地气，地支纪天气，运用甲
子为推演工具，解释说明岁、时、节气的变化和疾病流

行的规律 [1]168，它是研究日月五星运行，推算各种计
时单位长度，建立其间关系，制定时间序列法则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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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 因此，运气学的时间系统有其本身独特的历法。
鉴于中医运气学历法体系的客观严密性，对于有学者
提出五运六气历法以阴阳合历为基础的观点，本文认
为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3]。
1 对运气历法归类的商榷

关于中医运气学的历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是太阳
历[3-4]，有学者认为是阴阳合历[5-7]，也有学者认为是太
阳历和阴阳合历相统一的结果[8]。 因此，若要论清运
气历法， 首先应对中国古代历法种类进行清楚的界
定， 理清历法背后的天文学背景以及其采用的年长，
从而避免混淆历法种类概念。

历法依据其天文学背景，共分为三种。 一是太阳
历，以太阳运行黄道一年的周期为准，年长为太阳回
归年，一年=365.2422日。 太阳历每四年就会闰一日，
闰年366日。 我国自1912年1月1日施行的“阳历”就属
于太阳历，只参考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周期 [9]，纪时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 二是太阴历，以月亮盈亏圆缺状态
为周期，一年有12个朔望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一
年=354/355日。 需要指出的是太阴历并不是“阴历”，
现在的“阴历”“农历”指的都是阴阳合历。 三是阴阳
合历，兼顾地球绕太阳和月亮绕地球两个运行周期，
平年有12个月， 年长=354/355日， 闰年有13个月，年
长=383/384日。 为协调日月两周期，阴阳合历就会产
生一闰月。 我国自三千年前的殷商开始，除太平天国
时期使用的天历是太阳历外，其余均是阴阳合历[10]。

简而言之，年长为太阳回归年，每四年闰一日，天
文背景只关注太阳运行的是太阳历法。 年有平年和
闰年之分，年长或354或384日，其天文学背景既关注
太阳也注重月亮运行周期的是阴阳合历。 可知太阳
历和阴阳合历都认识到太阳回归年年长，但只有太阳
历法的年长是太阳回归年。 因此，有学者因忽视干支
历法的年长是太阳回归年年长 [5]，导致了太阳历和阴
阳合历的混淆。

2 对东汉四分历与干支太阳历的商榷
阅读相关文章不难发现，学者对运气历法的探讨

多以东汉四分历和干支历法为主，但探讨时容易将两
部历法合成一部[5，7-8]。
2.1 干支历法 据《历法通志·历法总目》记载，从黄
帝历到太平天国的天历，共有102部历法，但干支历法
不在其中[11]。 现代历法家张培瑜[10]提出，干支历法与
中国古代历法相互配合，但又各成系统。 干支历法是

太阳历[2，10]，其创制时间久远。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12]远古人们基于对太阳
的崇拜而创立的原始历法就是太阳历。 自三千年前
的殷商时期，干支历法就已经使用干支纪日；在西汉
末年虽然没有干支之名，但已经使用干支纪年 [13]；唐
代以后，五代历书以干支注月建；宋以后，干支配合纪
时。 干支历法的年是太阳回归年，一年的十二个月是
节气月，此历法的年、月、日均由太阳视运动决定，与
月亮运行无关[10，14]。 因此，干支历法的本质是太阳历，
具有纪时的连续性和准确性。 可惜的是，因为干支历
法只存在于历书的注记或民间，被用在象数、命理学
中，其在历法上的作用没有得到研究和重视 [2]。 由此
分析可知，干支太阳历法创制时间久远，与古代历法
配合纪时，但其拥有独立的历法体系。

2.2 东汉四分历 东汉四分历是东汉这一个时代的
历法成果，记载于晋代司马彪所作的《后汉书·律历
志》中。 《后汉书·律历志》云：“以章法乘周率为用法，
章月乘日率，如月法，为积月月馀。 以月之月乘积，为
朔大小馀。乘为入月日馀。”[15]东汉四分历一章=19岁=

235月，一岁=12 7
19
月=365 1

4
日，纠正了西汉太初历回

归年和朔望月长度偏大的问题， 使其回归年长度=

365 1
4
日，朔望月长度为=29 449

940
日，重新恢复到春秋

战国时期的古四分历的水平[16]。 因此，东汉四分历平
年年长为354/355日，闰年年长为383/384日，使用十
九年置七闰的置闰方法，所以虽然采用干支历配合纪
年，但本质是阴阳合历，而且其中的实际年长是朔望
月的年长，并不是太阳回归年年长。

由此可知，首先东汉四分历是阴阳合历，干支历
法是太阳历。 虽然干支历配合四分历纪时，但两部历
法是不同的历法体系，因此不能将其合为一部历法进
行讨论。 其次，运气理论的成文年代并不等于理论形
成年代，理论的形成早于理论成文。 因此，运气成书
年代的历法并不能代表运气形成时采用的历法。 虽
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运气七篇的成书年代进行考证，
观点略有不同，但多认为运气理论成文于西汉中后期
至东汉前期 [17-18]，故多以东汉四分历作为运气历法进
行探析。 值得注意的是，运气理论或在远古至周代就
已开始萌芽发展[11]。 由此可见，从运气理论形成的客
观时间而言，三千年前的干支太阳历比东汉时期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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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六气的水下百刻纪时表

岁 初之气 二之气 三之气 四之气 五之气 六之气

甲子岁 始：1 刻 始：87.6 刻 始：76 刻 始：62.6 刻 始：51 刻 始：37.6 刻

终：87.5 刻 终：75 刻 终：62.5 刻 终：50 刻 终：37.5 刻 终：25 刻

乙丑岁 始：26 刻 始：12.6 刻 始：1 刻 始：87.6 刻 始：76 刻 始：62.6 刻

终：12.5 刻 终：100 刻 终：87.5 刻 终：75 刻 终：62.5 刻 终：50 刻

丙寅岁 始：51 刻 始：37.6 刻 始：26 刻 始：12.6 刻 始：1 刻 始：87.6 刻

终：37.5 刻 终：25 刻 终：12.5 刻 终：100 刻 终：87.5 刻 终：75 刻

丁卯岁 始：76 刻 始：62.6 刻 始：51 刻 始：37.6 刻 始：26 刻 始：12.5 刻

终：62.5 刻 终：50 刻 终：37.5 刻 终：25 刻 终：12.5 刻 终：100 刻

戊辰岁 始：1 刻 始：87.6 刻 始：76 刻 始：62.6 刻 始：51 刻 始：37.6 刻

终：87.5 刻 终：75 刻 终：62.5 刻 终：50 刻 终：37.5 刻 终：25 刻

…… ……

辛未岁 始：76 刻 始：62.6 刻 始：51 刻 始：37.6 刻 始：26 刻 始：12.5 刻

终：62.5 刻 终：50 刻 终：37.5 刻 终：25 刻 终：12.5 刻 终：100 刻

壬申岁 始：1 刻 始：87.6 刻 始：76 刻 始：62.6 刻 始：51 刻 始：37.6 刻

终：87.5 刻 终：75 刻 终：62.5 刻 终：50 刻 终：37.5 刻 终：25 刻

分历，更符合运气理论的形成。

3 对岁气会同与日月有关的商榷
有学者提出岁气会同的划分，是依据日月在天球

的相对位置相同，即回归年和朔望月相周期进行划分
的[5]。 本研究重新从《素问·六微旨大论》原文出发，结
合张介宾的注解，认为岁气会同的划分依据是太阳历
下对太阳回归年长的水下百刻实测的记录。

《素问·六微旨大论》云：“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数
始于水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三十
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 乙丑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二
十六刻……六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 终于五十刻
……是故寅午戌岁气会同，卯未亥岁气会同，辰申子
岁气会同，巳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 ”书中详细记
载甲子、乙丑、丙寅和丁卯岁六气终始的水下漏刻数，
依据原文便可得到岁气会同年的六气水下百刻纪时
表。见表1。由此测得，一气等于60日零“八十七刻半”，
则一年=60日零87.5刻/气×6气=365日25刻[1]216。则岁气
会同年长，是太阳历下的太阳回归年长。 张介宾 [19]833

注：“甲子岁初之气，始于首日寅时初初刻，终于六十
日后子时初四刻，至子时之正初刻，则属春分节而交
于二之气矣。 凡后之申子辰年皆同。 ”甲子岁之后是
乙丑、丙寅、丁卯三岁，到了戊辰岁，六气水下漏刻数
会重新回到甲子岁六气的水下漏刻数，即甲子岁六气

与戊辰岁六气的水下漏刻数相同。 见表1。 年支开始
新的循环，以子、丑、寅、卯四年结束后，辰、巳、午、未
继续循环一周，申、酉、戌、亥再循环一次。因为子、辰、
申是每四年的起点， 水下漏刻纪六气的刻度相同，故
“辰申子岁气会同”。 将这三个年支分为一组，其余三
组年支划分原因皆相同。 见表1。 正如张介宾 [19]835所
言：“此所以常如是无已，周而复始。 ”因此，岁气会同
的划分是太阳历下对六气水下漏刻纪时相同的客观
记录。

此外，除岁气会同年外，运气七篇的其他篇章中
运气历法的年长同样是太阳回归年长。 《素问·天元
纪大论》云：“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朞之日，周而
复始， 余已知之矣， 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
之？ ”王冰[20]246注“运，谓五行，应天之五运，各周三百
六十五日而为纪者也”， 指出五运相袭一周是365日。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岐伯曰：主岁者纪岁，间气者
纪步也。 ”王冰[20]341注“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步，六十日余八十七刻半也。 积步之日而成岁也”，指
出积六气成一岁，长为365.25日。 因此，运气历法是太
阳历法，年长是太阳回归年长，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
岁气会同年、五运和六气。

4 对运气历法不置闰的商榷
如上所言，阴阳合历是兼顾太阳和月亮两星体运

裴
枫
，等

：再
论
《黄
帝
内
经
》五
运
六
气
历
法

1344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年 12 月第 46 卷第 12 期

行周期的历法。 太阳回归年长365.2422日，12个朔望
月年长354/355日，两者相差10.24～11.24日，为协调两
周期的差，就需要置一闰月。 因为历法是推算各种计
时单位长度，制定时间序列法则的科学，包括对天文
数字（五星运行速度、二十八宿黄道宿度、昏旦中星赤
道宿度等）的计算，对年、月、日和时的时间系统的编
排。 因此，阴阳合历会面临如何置闰月，使日、月两周
期更精准的实际计算问题。

有学者提出， 运气历法是以阴阳合历为基础的，
而针对阴阳合历置闰月的实际编排问题，又以运气历
法不强调置闰，回避了对置闰问题的探析 [5-6]。 事实
上，运气七篇原文中并未见干支纪月，而是在《素问·
五运行大论》和《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记载了十二地
支化三阴三阳和所主之气。 因此，运气历法虽然没有
月长，但依据运气七篇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可以明
确六气所主的月长。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以六
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极为一备，终地气者五
岁为一周……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
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太过不及，
斯皆见矣。 ”张志聪[21]注：“十五日为一气，五运六气相
合而主岁，一岁凡二十四气。 ”同时参看原文可得出，

720气÷30岁=24气/岁， 同理1 440气÷60岁=24气/岁，
此处的“气”指节气。 因此，运气历法一岁=六气=二十
四节气=十二节气月，一气=四节气。 现代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 《农历的编算与颁行GB/T 33661—
2017》定义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太阳回归年内24个太阳
地心视黄经等于15°的整数倍的时刻的总称， 每个时
刻称一个节气[22]，明确了24节气的阳历属性。 由此分
析可知，运气理论的六气和二十四节气都是在太阳回
归年长的基础上划分，每气主管四节气。 24节气中一
节气和一中气就组成运气历法的月长，一年12个节气
月，没有闰月。 综上所述，运气历法的月是太阳历下
的12个节气月，5年周转一个六十甲子周期。

《素问·六微旨大论》云：“所谓步者，六十度而有
奇，故二十四步积盈百刻而成日也。 ”张介宾 [19]833注：
“二十四步，合四岁之步也。 积盈百刻，合成四岁之全
日。 ”此处“盈”，指0.25度[1]216。 太阳历四年闰一日，古
人一日=100刻，0.25度×4年=1度=100刻，也就是一日。
由上可知，运气历法置太阳历的盈闰日。

5 结语
历法是基于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对年、月、日和时

进行计算编排而形成的一种时间系统。 因此，对运气
历法的探析要在历法框架下进行，对历法相关名词进
行界定，以防止出现概念的混淆。 结合运气七篇原文
和注家的注解，可知运气理论在太阳回归年的基础上
划分了五运、六气、二十四节气和岁气会同年。 综上
可见，《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历法应该是以干支表述
的太阳历法。

正确的历法是严密的时间系统，能准确体现“天”
和“人”的相应关系。 运气理论阐述的正是天道七曜
的运行对人体脏腑所造成的生理病理影响规律 [23]，因
此只有正确地认识运气理论的历法系统，才能正确阐
释《黄帝内经》运气理论所反映的天人相应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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