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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oism impacted deeply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a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aoism contained prominent humanistic thoughts and wisdom and tried to interpret objective 
laws about universe, nature, society and life. Taoism, the view of universe and nature and the in-
dividual life view have influenc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guided its therapeutic 
principles, therapeutic methods and healthcare .There was much in common between Taoism and 
TCM about their theories and practices, which embodied their correlation. It is helpful to inherit 
and develop essential traditional culture by summarizing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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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道家思想参透宇宙、自然、社会、

人生的客观规律，包含睿智的人文思想和处世智慧。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道家思想、宇宙自然观、

个体生命观对中医学有着很大的影响，指导着中医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养生保健。道家思想和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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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大的渊薮，体现了两者的关联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并进行

总结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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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家以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庄子》为经典著作，其中的老庄思想代表着道家的思想，在中

国历史上，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释道思想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和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道家思想参透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包含睿智的人文思想和处世智慧，以“无为”为体

[1]，以“无不为”为用，注重运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的策略[2]，以尊“道”

养“德”为道家伦理思想，以“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为道家宇宙自然观，在个体生命观上，道家思想

强调个人修心养性，主张个人要通过修炼而达道，构建一个和自然界同步和谐的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

节的最优的自适应系统，从而达到“……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道德经·十六章》)的长寿境界。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浓缩了自然、社会和人体生命的智慧，从简朴的事物观察

中悟出了高明的哲学之“道”，其中的道家思想、宇宙自然观、个体生命观对中医学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一些具体治疗方法、养生保健方面仍然能找到道家思想的指导。 

2. 道家“治未乱”思想与中医学“治未病”思想 

《道德经·六十四章》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

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在说明事物的发生发展

和变化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渐进过程，善于发现事物发展的苗头，防微杜渐，将事物的恶变趋

势终止于萌芽状态，体现了道家“治未乱”的思想，这一点与中医学的“治未病”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

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在说明预防疾病的发生比治病

更为重要[3]，高明的医生应该更重视对疾病的预防。 

3. “道”学思想与中医学养生理论 

《道德经·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指的是自然

界万物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和自然循环的规律。在《道德经》里，有多处提到“道”，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道德经·第一章》就说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道”指的是物质

实体和变化规律；又如，《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

几于道。”这里的“道”指的是一种道德标准和规范；《道德经·七十七章》指出：“天之道，损之有

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损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弗有，

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这里的“道”指的是一种规律；再如，《道德经·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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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

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这里的“道”

指的是道理。 
“道”学思想包含丰富的养生思想，对中医学养生理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道”学思想强调“道

法自然”，即人的活动要和自然界运动规律相符合，顺应自然界的运动趋势，人才能达到“长生久视”

的健康长寿境界。正如《道德经·四十二章》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于这一论说，在《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有类似的说法：“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则提出：“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说明养生要顺应自然规律，顾护阴阳，类似的论说如《灵枢·本神》记载：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

视。”这和“道”学思想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以养生长寿的思想是一致的。 
道家追求“清心寡欲”的人生修为境界，《道德经·十二章》说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

去彼取此。”指出声色犬马、口腹之欲容易干扰人平静的心态，在个人养生修为行为中，摒弃过多的贪

欲，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同步、和平相处，对于防病祛疾、保持身心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值得指出的

是，老子追求的“清心寡欲”是节制欲望，并不是禁欲，其实质是告知人们在生活中保持内心的自然纯

朴，节制欲望，减少私心，正如在《道德经·十九章》所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

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通过自身的德行修养，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道家养生思想的关键一点是要做到心态的宁静平和，

老子在《道德经·十六章》中指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虚极”指

的是心灵的平静和宽容，有虚怀若谷之义；“静笃”指的是静谧恬静的心灵境界，通过心理的修养，达

到心灵的平静，做到清静无为、知常达命，才能养生益寿。 
道家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医学认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是疾病发生的

主要原因，重视精神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地位。由于精神心理因素对人体各脏腑功能的影响，持久

的、偏颇的精神意志活动极有可能造成内伤病，因此，在临床中，需要把调畅情志、怡情养性作为一种

治疗方法，重视精神的调养是中医学养生理论的重要指导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指出：“恬淡

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明调摄精神意志活动很重要，《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则

记载：“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指出清静的心灵境界是人体正气的重要构成部

分，说明精神意志平和调顺，人体正气充盈，皮肤肌肉腠理紧密，抵御外部病因侵袭能力强，即使遇到

很强烈的致病因素侵犯，也不会发病，强调精神意志活动的正常对预防疾病的重要作用，然后在《素问·上

古天真论篇》中再指出：“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

数。”表明如果善于保持心境恬静、愉快，做到知足常乐，精神和形体相互调养，定可以延年益寿，正

如老子在《道德经·四十五章》中指出：“……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说明道家养生思想对中

医学养生和预防疾病理论的重要影响。 

4. 道家宇宙自然观与中医学的精气神和阴阳学说 

《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道家“道”生万物的宇宙自然观用以认识和解释宇宙和生命生成与演化顺序、基本规律，强调

阴阳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对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之一阴阳学说有较大的影响。道家认为“道”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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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物生物”，“形生形”，并认为这种生成关系具有普遍性，世间万物其形态、内部构造、组成成分

都有可能不同，但是都要遵循“道”法的客观运动规律，表现在事物阴阳的共存和相互作用，这种阴阳

作用是永恒运动的，但又是相对的，阴阳作用通过“气”的运动变化而得以体现，“气”的运动变化使

阴阳作用得以实质化，这也是“道”生万物的实体基础，由此，道家对“气”也有很精辟的论说，《庄

子·知北游》记载：“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说明气

的运动是世间万物产生的原动力，正因为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才使万物具有了生命能力和生生不息的

化生能力，又如在《庄子·至乐篇》提到：“……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

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说明气的化生造就有形实体，通过形体的变化使

生命得以延续，实现个体的繁衍。唐末五代道士闾丘方远认为“元气”是最根本的，在《太平经钞》中

指出：“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

施生人，名为三也。”用以解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说明“气”是万物生

命力的体现，认为：“失气则死，有气则生，万物随之。”关于阴阳、气化的论说，唐朝道士吴筠在《宗

玄先生玄纲论·天禀章第四》指出：“太虚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然则生天地

人物之形者，元气也。”还指出：“夫道本无动静，而阴阳生焉；气本无清浊，而天地形焉。纯阳赫赫

在乎上，九天之上无阴也；纯阴冥冥处乎下，九地之下无阳也。阴阳混蒸而生万有，生万有者，正在天

地之间矣。”说明阴阳运动、元气变化是生命和宇宙生成与演化的永恒规律。 
中医学的阴阳和精气神学说受到道家宇宙自然观的很大影响，道家宇宙自然观中有关气化和阴阳的

论述成为中医学哲学基础精气神和阴阳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 

4.1. 气化论说与中医学精气神 

《说文解字》中指出：“气，云气也。”道家的老子用“道”来阐释“气”，认为“道”是宇宙中

处于混沌氤氲状态的气，在《道德经·二十五章》中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道德经·四十二

章》中进一步说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团

处于混沌氤氲状态的气，构成了世界本原，但又是不可触摸的，因为气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而且有一定

的规律，能够变化和演进，由此及彼，决定世间万物的变化和发展方向。老子之后的庄子，继承和发展

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庄子认为“道”和“气”都是实体物质，由于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气有两种状态，一

种是弥漫的、分散的处于剧烈运动变化的细小物质，称之为“无形”之气，另外一种是由细小的物质聚

合而成，以凝聚的状态存在，可以用肉眼观察到或触摸到的实体，称之为“有形”之气或“形质”。因

此，“无形”之气和“有形”之气组成了这个世界的万物。庄子在《庄子·知北游》中则明确指出：“通

天下一气耳”。又在《庄子·则阳》中指出：“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

为之公。”说明“道”和“气”都是天地阴阳共有属性。在《庄子·知北游》进一步解释：“生也死之

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指出人的生死是一个相对变

化的过程，具体表现在气的聚散，气聚是为生，而气散则表明生命的结束，因此，世间万物的生存和死

亡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形态。 
中医学精气神学说引用了道家有关“气”的观点和论说，例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提到：“神

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

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说明精气构成天和地。在《素问·六

微旨大论》中提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天气下降，气流于地，

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说明气的升降是天地变化的基础，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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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

四者之有，而化而变，……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不生不化，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

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故器

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进一步发展了道家“气”的运动变

化观点，指出“气”的运动除了聚、散，还有升、降、出、入，“气”的运动称为气机，气机停止则“气”

的运动也就停止了，只有在气机中生命特征才得以体现。 
道家有关“气”的观点和论说在中医学中被用以解释人体生命的物质本原和病理现象，正如《素问·宝

命全形论》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

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说明人是天地精气化生

的产物，精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精气也是人生命活动的推动力，“气”的运动如聚、散、

升、降、出、入都是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的。 
生理上，气只有保持质量和运动的顺畅才能发挥生理功能，否则就会发生病理表现，例如，精气不

足，称之为“气虚”，表现为全身脏腑功能生理功能的减退而出现的一派虚弱征象；气机的表现形式有

聚、散、升、降、出、入等，通常情况下，这些运动保持协调平衡人体才会保持健康，如果打破了这种

平衡协调状态，人体就会发生病理变化，称之为“气机失调”。 

4.2. 道家阴阳论述与中医学阴阳学说 

《道德经·四十二章》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说明自然界万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的属性，事物在阴阳二气的互相交合和感应中达到和谐统一

的状态。其中的“冲气以为和”表明了阴阳二气相互交感达到的和谐状态。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

想，对于阴阳交感，在《庄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中指出：“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

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认为天地阴阳两者相互交通并达到了和

谐状态才能化生万物，庄子更为重视“和”状态在阴阳交感中的作用。 
道家的阴阳论述对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有很大的影响，《灵枢·根结》中说：“阴阳相错，……调阴

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在《素问·天元纪大论》中也提到：“天有阴阳，地亦有阴

阳。……应天之气，动而不息，……应地之气，静而守位，……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

由生也。”体现了阴阳交错结合并且引起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思想。 
道家除了对阴阳交感进行诠释外，对阴阳相互消长也有一番见解，《庄子·则阳》指出：“阴阳相

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认为阴阳消长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之间的生克关系引起的，同时

也说明消长是阴阳自身运动的规律之一。在《庄子·知北游》中则指出：“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

明确表示阴阳在四季的消长变化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过程。这些论述是中医学阴阳相互消长论说的理论

来源，例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

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说明阴阳二气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而发生盛衰的

变化。而对于人体疾病，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则指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

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

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

独居于身，故甚也。”意在说明一天中疾病的轻重程度也可用人体阳气的消长变化进行解释，疾病的轻

重程度在一天当中可发生变化，具有旦慧、日安、夕加、夜甚的特点，提示在进行疾病的诊治时要遵循

“因时制宜”的原则，这一点与现代的“时间治疗学”观点有相通之处。 
道家对阴阳相互转化也有精辟的论述，《道德经·五十八章》提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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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伏。”说明事物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变化的过程之中，总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阴阳属性的相

互转化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消长是量变的积累过程，阴阳属性的转化则是质变的结果表现。

在《素问·六微旨大论》有类似的表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

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指出阴阳相互转化是在阴阳不停的运动变化过程中

实现的。 
道家阴阳论述对中医学的诊断有指导意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明：“善诊者，察色按脉，

先别阴阳。”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也指出：“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

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重视阴阳在疾病诊断中

的重要作用。清代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总结阴阳的诊断作用：“病有总要：寒、热、虚、实、

表、里、阴、阳，八字而已。……至于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热者为阳，实者为阳，在

表者为阳；寒者为阴，虚者为阴，在里者为阴。” 
道家主要思想与中医学关系很密切，中医学的养生理论和哲学基础都汲取了道家的思想并作为自己

的理论来源，道家主要思想对于养生、疾病诊治指导的内容值得总结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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