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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清朝之时，朝堂之上的汉族官员皆知医。那时官员眷

属罹病，延请医生会诊，每位医生在开方以后，都要向东

家陈述病机与方意。在回答东家的医学问询之后，预言几

时可愈，然后由东家选择决定采用哪位医生的处方。

五四以后，读书人知医甚少，渐渐遗弃了养生的传统。

其情形与仲景在两千年之前所言几乎如出一辙： “曾不留神

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

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

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

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自汉代以降，医道几近不传。仲景而后，能得先圣遗

旨者，黄元御一人而已。然经典中医，文多古奥，今人不解，

难得门径而入。故而阐释医道，普及中医，亦是当代中医

人与时俱进之责任。

我的学生李玉宾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与网

友互相交流，探索以通俗浅显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展现经

典中医的内涵，诚可嘉勉。

今世之人皆向往富足的生活，身体健康就是最起码的

前提。每个人及自己亲属的健康，其实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平素知道养生，不适时明白如何疗病，就不会在生病

时“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中医，

学习经典中医。不知医，对上即不孝，对下即不慈。爱自己，

爱自己的家人，医技在胸，就不会临病而求医，茫然不知

所措。经典中医学习起来难不难呢？一点都不难。文人习医，

犹探囊取物。何况是用大白话来讲解的经典中医，人人皆

可学，学必有所得。

李玉宾的这部讲稿，可算是这方面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全书以通俗的语言，进行流畅地叙述，对阴阳五行一气周

流以观象的方式予以展现，对目前大家学习经典中医而苦

无入门资料是一个小小的补充。由于浅显，可能会不够深

不够透；由于宽泛，可能会不够严谨；所列方剂与药物也

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但言医主要是言其法，希冀诸君能因

指而得月，则幸甚。

任启松  于北京六营门

 200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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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玉宾家境贫困，生活颇多坎坷，但他能够坦然面对，

勇挑家庭重担，并常怀仁者之心，帮助邻里同学。清癯身

影常令我挂怀。

医，乃仁者之术。即有仁者之心，终会有仁者之术。

李玉宾能够远离尘嚣，以仁者之心潜读岐黄之书，以仁者

之术救病家于苦海，虽为我之后学，但功德已在我上。欣之！

叹之！

怎奈病常小觑吾辈，涂炭生灵，肆虐五洲，还望玉宾

秉承初衷，精研国学，成就大医，普度众生。

姑以此序励志！

 贾德贤

                              2009年 7月于北京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曾言：“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

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

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作为一名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我在毕业之初也曾有过这样的彷徨。临证

辨治，胸无成竹，处方用药，鲜见佳效。然观古人用药疗疾，每每效若桴鼓，

覆杯而愈。因思中医学术，一脉相承，古今一也，何以到了自己这里，疗效却

与古人有着天渊之别？莫非是自己真的还没有博极医源？然中医之源，究为何

物，亦不自知，只好逢师便拜，以求一解，如此逾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网上传来只字片语为我指点迷津，觉颇有见地，

遂寻索不舍，终于辗转得见业师任启松老先生。先生为家传中医，医易皆通，

入世离俗，俨然飘然世外。为我传书一册，《四圣心源》是也；授我学医一字，“象”

是也。并为我描述中医的理论框架乃一气周流，所谓六气本一气，五行即一行。

谆谆教我，中医非博闻强记能通，须自身体悟方入。

由是跟师学习，系统研习《四圣心源》所描述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体悟

中医“象”的内涵。虽不能完全理解老师所讲的境界，亦不轻言放弃，而是每

日将自己放在“一气周流”与“象”的思索中，反复揣摩，希求开悟。

一日走在路边，见车来车往，不经意间一抬头，看见天上白云飘飘，刹那

间感受到了天地之气，也正如路上的车流一样来来往往，由此顿悟。《内经》言：

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

两者讲的不都是这种境界吗？原来中医并不是空洞玄妙的理论，而是这种可以

真实感受的境界，原来这种境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大概就是我苦苦寻索了几

年的中医之源吧？

前  

言



理虽顿悟，事须渐行。至此才感觉自己入了中医的门，也明白了老师所讲

的象，其实就是一气周流过程中的动态剪影，有其气必有其象，有其象必有其

气。《内经》言：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学习中医，善于从象

的角度去体悟，也许是一条入门的捷径。

要对中医有深刻的自身体悟，自然需要习医者的身心双修，尤其是正心寡

欲必不可少。至此才真正体会到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的苦口婆心，身心

不正，医理何明？从此对自己各方面逐渐严格要求，淡泊名利，清淡素食，孝

慈仁爱，一念学医，以求净化身心，感应天地。利用几年的时间，逐渐对脉象、

病象、药象都有了自己切身的体会和理解，对中医渐有登堂入室之感。对临床

各类病证已不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逐渐能够从容应对，遣方用药，亦能得心

应手，随手获效。

记得当年还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时，基础医学院的院长刘燕池教授曾经

勉励我们，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学生，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名优秀的中医大夫。

时至今日，我才能渐渐体会到老师当年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而毕业之时，班主

任贾德贤老师更是寄语我们：“低姿态，高起点”，希望我们能够在以后的人生

道路上，承担起继承和发展中医的历史责任。

回首自己一路走来，正是老师们的相继勉励与扶持，才使得自己没敢放弃

对中医的追求。临床上的一己之得，虽非珠玉，却是真心。医者仁术，不敢私

之，应邀在网上与众多网友相互交流，以期抛砖引玉，冀能互勉共学。

这部书稿，本是在民间中医网上与众多爱好中医的朋友相互交流的录音，

先是得到众多网友的抬爱，自发组织整理成文，遂有此书最初的文稿。后又承

蒙人民军医出版社王显刚编辑指点润色，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向王显刚

编辑和各位热心网友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又得业师任启松老先生亲为赐序，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贾德贤

老师亦在百忙之中，赐序褒勉，在此一并致谢！

自知学识尚浅，不敢言师。一腔肺腑之言，倘有惠世之处，正为我心所冀；

或有纰缪之语，唯祈达者垂教。

李玉宾

200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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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迈入中医之门

导  读

黄元御与一气周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医学的源头，则要从《黄帝内经》算起。黄帝与岐

伯君臣问答，探究医理，著成《黄帝内经》，如同为我们留下了一颗万能的种子，

一化而为百千，中医便在中华大地上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历朝历代，名医

辈出，医学著述，汗牛充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我们都比较熟悉的

扁鹊和张仲景。

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有一天他路过虢国，碰见太子刚刚病亡，他上前

一看，认为不过是暂时昏迷引起的“尸厥”，并不是真的死亡，便针药并用，

竟然很快就把太子救了过来。从此，扁鹊起死回生的故事便广为流传，妇孺皆

知。他的著作《难经》，就是对《黄帝内经》的学习和总结。

汉代的张仲景，在学习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著成《伤寒杂病论》，他

推崇辨证论治，开创了中医方药治病的先河。张仲景的《伤寒论》，因此被称

为方书之祖，他本人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时至今日，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位医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

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黄元御。黄元御生于清朝康熙年间，他的老家

是现在山东的昌邑县。黄元御自幼聪颖异常，他也希望有一天能考取功名，为

国家效力。然而在 30 岁那年，他不幸患上了眼病，又不幸被庸医误治，导致

左目失明，身体也因此差点垮掉。五官不健全，按照当时的规定，仕途已经走

不通了。黄元御便怀着满腔悲恨，转而学医，希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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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医家的医学著述看了一下，发现中医从仲景以下，各家学说，分门别派，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黄元御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也不知该何去何从，可见

中医学习之难。他感觉张仲景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就集中精力来学习张仲景

的《伤寒论》。历时三年，最后终于一朝而悟。他苦学三年之后，突然发现自

己明白了，彻底地明白了中医的道理！原来中医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有各

种门派之别，而是非常简单！并且这个道理从来也没有变过！历代名医的各家

学说，不过是对中医的片面理解而已。大道至简，中医竟然是如此简洁易懂！

当黄元御妙悟岐黄，领悟到中医的真谛之后，不禁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空明研悟，自负古今无双。这绝不是自吹自擂，那么黄元御到底悟出了什

么呢？

他悟到了，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实际上都是一团气在不停地转，就像太

阳东升西落一样，升降回旋，如环无端。而人秉天地之气生，天人合一，所以

人也是一团气，人这团气也在如环无端地不停周流着。

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人体的生理和疾病，就简单多了。脾胃是人体的中焦，

人体这团气就是从脾胃开始升降周流出来的。人体这一气往上升的时候，就是

身体的肝气和心气，往下降的时候，就是人体的肺气和肾气。脾胃之气位居中

焦，成为肝心肺肾升降的枢轴。

人体的这一气，升不上去也会生病，降不下来也会生病，中焦脾胃之气转

动不利也会生病。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这样产生的。或者升不上去，或者

降不下来，或者枢轴不利。治疗的时候，只要升不上去的帮他升，降不下来的

帮他降，中焦不运的帮助他健运中焦，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很简单地治愈。

中医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黄元御用这套理论在临床上的实际疗效，证明了

事实果真如此！从此他的医术日进千里，很快就闻名遐迩。连乾隆皇帝久病不

愈，都要请他去诊治。黄元御也是药到病除，毫不含糊，并因此被乾隆皇帝赐

题“妙悟岐黄”。

黄元御把他这套一气周流，升降回环，如环无端的理论，系统地总结，著

书留世，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圣心源》。

古时距今虽远，然而天地还是这个天地，人身也还是这样的人身，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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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道理并没有改变。黄元御的这套理论，他并没有看作是自己的发明创造。

这套理论在黄帝、岐伯、扁鹊、仲景那个时代，就已经很完备了，古圣皆知，

惟后人不解而已。所以黄元御把自己的书名定为《四圣心源》，以表明自己传

承古圣心法的志向。

中医理论古今如一，并无二致。而自从张仲景以后，却只有黄元御一个人

领悟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盛赞黄元御“长沙而后，

一火薪传，非自尊也”。利用这套理论指导中医临床，用很普通的药物，作很

简单的组合，来调节人体之气的升降，就可以达到效若桴鼓，覆杯而愈的疗效。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疗效，不仅黄元御自己体会到了，我在临床上也能经

常碰到。理论高度决定临证水平，诚非虚言。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我个人在临

床上应用黄元御一气周流的理论，进行辨证施治的初步总结。全书的内容安排，

也是按照一气周流的顺序展开的，基本上就是沿着一气周流的路子讲了一圈。

愿我的这些个人体会，能够引导大家轻松地体悟到黄元御一气周流的境界，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医不再难学，而治病成竹在胸！

一气周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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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周流的理论既然如此美妙，我们该如何去学习掌握呢？黄元御说，一

气周流这套理论，古代的圣人们都知道，只是我们不了解罢了。就让我们回到

两千年之前，去重温一下古人对中医一气周流理论是如何理解和把握的。

为医者，拯疾痛，系生死，所习乃生人之术。所以想明白中医的道理，首

先要对人本身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黄帝内经 • 素问 • 宝命全形论篇》：“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人不过就是天地之间的一股气合而成形而已。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之间的这股气也不过是阴阳之变化。那阴阳又是什

么呢？

《黄帝内经 •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原来阴阳就是天地之道，

就是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黄元御则把这种规律具体地总结为：阴阳就是一气

之升降，升则为阳，降则为阴。

所以我们治病不仅要从阴阳上下工夫，养生长命也要本于阴阳。难怪黄帝

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把阴阳搞清楚了，就是把生命的“本”

弄明白了。养生治病便有了规矩准绳，便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甚至

可以达到“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的境界。

这么美妙的前景，着实诱人。然而，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周易》

讲这个太极时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

可以变化出六十四卦，以至于无穷。这个阴阳这么能折腾，我们如何去把握呢？

岐伯告诉了我们一个好办法，他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

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阴阳虽然变化莫测，但它总是有其形迹可察的，从象的角度来把握阴阳就

简单了。所以《周易》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

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你看，周易的卦象，不过就是用象来研究阴阳的变化而已。这种办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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