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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关六气起始时间的规定学术界存在争议，主要可归

纳为三种观点：大寒说，立春说和正月朔日说。本文从内经原文及各代学者论著中有关章句出发，对不同观点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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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五运六气学说中六气的起始时间，目前学

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大寒说，立春说和正月朔日

说，各有依据，也各有矛盾之处。本文就此问题展开

讨论。

1 六气时间的基础规定

据内经原文，我们可窥测古人在设定五运六气

系统时的思想。六气是在干支历下将一个太阳回归

年进行均分，起点为年首，每年每气的时长相等。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岁半之前，天气主之；

岁半之后，地气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初气

终三气，天气主之，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说明六

气是对一个太阳回归年内的划分。《素问·天元纪大

论》：“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气为

一备；终地纪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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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明五运与六气均是在一个太阳

回归年内的划分。起点为年首，终点为第二年年首，

每年均如此。不存在六气已循环一周而五运未结

束，反之亦然，否则就不会出现“七百二十气”、“千

四百四十气”的数字。《素问·六微旨大论》“甲子之

岁，初之气天数始于水下一刻”一段对六气的交接

时间进行了规定说明，由此段可提炼出几点关键信

息。第一，句中以“甲子之岁”、“乙丑岁”记述时间，

未提及月地关系，可见采用干支历（太阳历）记时，

只强调日地关系；第二，段落中详细时间以“水漏下

几刻”记述，可见采用漏刻记时的方法，而且规定每

年的时长相等，印证了仅采用太阳历的推论。在六

气的始终及交接时间上规定六气是将一个太阳回

归年进行均分，每一气的时长相等，为 87.5刻。
2 六气始点的几种论说

在对六气的始终及交接有初步的概念后，下面

就是确定年首的问题。作为五运六气理论推演的始

点，其正确与否决定了推演的成败[1]，这也是学术观
点产生分歧的关键。

2.1 大寒说 大寒说起源于唐·王冰《补注黄帝内

经素问》注解《素问·六微旨大论》“天之六气”一段：

“初之气，起于立春前十五日，余二、三、四、五、终气

次至，而分为六十日余八十七刻半。”立春前十五日

即大寒，意为初之气起于大寒。后人研究内经多宗

王冰，故大寒说现今认同者较多。

如金·张子和认同初之气开始于大寒，他在《儒

门事亲》中提到：“自大寒至立春、春分，厥阴风木之

位，阳用事而气微……以大寒交初之气，分以六

周。”清·雷丰也认同大寒说，在《时病论》中写道：

“每年从大寒日，初交木运，二为火运……主气亦从

大寒日交，厥阴风木为初气，少阴君火为二气

……。”当代学者任应秋支持大寒说：“初气主春分

前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从十二月中的大寒起

算……二气主春分后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从二月

中的春分开始起算……。”现行中医学教材[2]也以大
寒日为初之气的起始时间：“初之气交自上一年大

寒日，二之气交当年春分日……。”

2.2 立春说 立春说在王冰注经中也有体现，但未

引起重视，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岁半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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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岁半，谓立秋之日也。”以立秋日推算，则立

春为岁首。

清·张志聪虽未明确提出初之气起于立春，不

过根据他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二之气，乃君

火所主之位；三之气，乃相火所主之位。如未至三

月，而暄热之气先至；未至五月，而炎暑之气先至，

此来气有余也”一段可推论其拥护立春说；结合张

志聪后文“寅者正月，卯者二月，辰者三月，巳者四

月，午者五月，未者六月”，可知文中采用干支历纪

月而非阴阳合历。也就是说明张氏是将六气平均分

在一个干支纪年中，初之气为正月二月，二之气为

三月四月，如此类推。干支历的年首历来为立春，那

么可以认为张志聪笔下的初之气开始于立春。

既然内经原文中采用太阳历记时，二十四气历

作为太阳历的一种形式，那么大寒说与立春说两种

观点则有其可取之处。后人对大寒说与立春说各有

拥护。支持大寒说者认为大寒日乃地气一阴之气来

复，应为初之气的始点；支持立春说者认为立春日

乃人气“阳气微上”，是一年春天的开始，也是一年

的开始，而大寒是地道最寒冷时，虽地道一阳生，但

尚处于潜藏期，在三九四九天，不可能是春季的开

始。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大寒说还是立春说，凡是

以二十四气历为基础的论点，如今每气（即 4个节
气）的时长并非均固定为 60.875天，即并非“每一气
所主时间为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2]。
“60.875天”这一数字是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甲子之岁”一段推算而来，由原文我们知道每气占

87.5刻，一个天阳回归年中 525刻，4年共 2100刻，
以 4年为 1461天计算，故每气占 60.875天。在王冰
年代，由于受天文学、数学的限制，主要以平运动计

算中朔和日月五星的位置，认为太阳的运动是线性

的，故二十四节气是将二至进行均分而得。在那样

的历史条件下以二十四节气划分六气，可以认为

“每一气所主时间为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然隋唐

以后至今，人们认识到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快慢不

均，对天体运动的计算经过了变速运动、本轮均轮、

几何学、球面三角方法和地心椭圆运动体系等不断

发展，如今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根据是地球在黄道上

的位置变化而制定的 [3]。视太阳从黄经零度（春分
点，此刻太阳垂直照射赤道）出发，每前进 15毅为一
个节气，运行一周又回到春分点，为一回归点，合

360毅。每个节气的到来时间不固定于某日某刻，而

是每年略有变动，约在某日前后 1 d，这样就使得两
个节气间的天数不同，长的达 16 d，短的达 14 d。因
此，现在学者不可继续引用古人“每一气所主时间

为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的说法，如此界定无异于

刻舟求剑。

4.3 正月朔日说 仍有学者从内经原文出发，提出

年首为“正月朔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夫六

气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

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运有余其至先，运不及其至

后，此天之道，气之常也。”又如《灵枢·岁露论》、《灵

枢·九宫八风》、《开元占经》等预测全年气候疾病均

是观测每年正月初一的气候[1]，强调正月朔日是一
年的开始。

“正月朔日”的“朔”是指月地关系中朔望月的

初一，实为太阴历的体现，而“正月朔日”体现了阴

阳合历的记时方法。阴阳合历即是传世农历，它调

和了太阳、月亮、地球三者的运转周期。而正因如

此，年份有平年和闰年之分，平年 12个月，354~355
d，闰年 13个月，383~384 d。若以正月朔日为年首，
便与《素问·六微旨大论》中每年、每气时长相等的

规定相矛盾。可见正月朔日说也不是十分完备。

4.4 立春日合于正月朔日说 近年有学者提出第

四种观点，立春日与正月朔日恰逢同一日的历元年

为年首[1]。该观点认为在传世农历中，正月朔日合于
立春日的那年定为历元，由此六气的始点与五运的

始点重合，在历元年之外的年份则是正月朔日在立

春日前后徘徊，过 60年周期又重合于始点。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传世农

历设置闰年的方法是在 19年里设 7个闰年，故每
隔 19年变回出现 1次正月初一与立春是同一天，
例如 1943年、1992年、2038年、2087年，而并非田
氏所言 60年周期。而且历元应由实际观测而得[3]，
并非正月初一合于立春即为历元。

3 由六气起点的讨论延伸出的哲学问题

目前有关六气起始时间的探讨尚无确凿定论，

不过从下述几点出发可能获得使人信服的论说。

3.1 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的立论基础不仅体现

在运气学说中，更贯穿内经、中医学甚至整个中国

文化的始终。认为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

殊形态。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必然受自然变化的

直接影响，同时适应变化，与天地同呼吸[4]。正如《素
问·五运行大论》所言：“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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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Beginning Time of Liu鄄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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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 Yun Liu Qi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CM theory，however，there are controvers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concerning the beginnng time of Liu鄄qi，which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spectives：the
major cold theory，the start of spring theory and the first day of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ory .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original text of Nei鄄jing and related chapters in each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o discusses different view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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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

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

天地人三者视为一体的思想推测可能发端于

元气论，如西汉末年刘歆在三统历“太极元气，函三

为一”一段中描述的元气学说的思想，认为宇宙的

本原乃是元气，在天地未分之时，天地人三者均蕴

含于元气之中。而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则是元气随

着时间推移而演进的结果，由子至亥的变化象征着

万物都有一个孕育、萌芽、发育、生长、兴旺、茂盛、

壮实、成熟、衰退、萎缩、凋零的过程[5]。然而萎缩和
凋零并不意味着事物的终结与死亡，这也引出了循

环论的思想。

3.2 循环论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种思想认为

事物的变化存在明确的周期性。每个周期均经历相

同的时间长度，而且又都重复相同的生成、发展至

毁灭的历程，然而旧事物的毁灭并不意味着寂灭，

死门亦是生门，其中包含的新事物继续如此循环往

复，无始无终[5]。这与干支、五运、六气的循环周始十
分相应。天地之间虽万象纷纭，头绪万千，然而背后

有统一的规律与周期。古人将对岁候、气化、气候、

物候、病候、自然灾害与天体之象统一起来，总结为

五运六气学说，执简以驭繁，描绘出一副天地日月

星辰主宰生命活动的巨大宇宙系统[4]。
4 结语

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论，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些

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们天文

历法和气候物候认识的提高，或者共认的客观标准

可供判别，使得不同的论说有了是非优劣的结论。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则形成几种论说

长期并存的局面[5]。大寒说、立春说和正月朔日说各
有其理论依据，也各有其矛盾和不足之处。王冰既

言初之气起于大寒，何谓岁首为立春。且不论王冰

之说自相矛盾之处，内经中《素问·六微旨大论》“甲

子之岁”一段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常以正月朔

日平旦视之”一段对岁首起点的含义也不能互相吻

合，推测可能与内经非一时一人之作有关，以致各

卷互生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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