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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棋之气探析中医学之气∗

吴　 远　 张　 梦　 谭　 甜　 石学慧△

　 　 摘要：“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被古人视作生命的源头、构成万物的基础，中医理论体系和围棋都是在中国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无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还是围棋术语中都能查找到大量有关“气”的论述，然而

“气”在中医理论体系以及围棋中的具体含义并不相同，此文旨在通过分析围棋之“气”与中医之“气”从而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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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棋是中国古代四艺当中的“棋”，中医则是自

古流传下来治病救人的岐黄之术，二者看似天差地

别，但是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围棋和中

医学中都占据着重要概念的“气”无疑是联系二者的

桥梁之一。 本文拟从气的角度探究围棋与中医学的

关系。
１　 气的概念

１. １　 气的历史源流　 “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拥有源

远流长的历史，古代先贤最初所言的“气”，涵括天空

中飘逸的云气，地面上吹拂的风气，甚至动物吞吐呼吸

之气等。 尽管“气”无法触摸，亦无从见证，但它确确

实实存在。 并且各种生物都必须依靠“气”才能生存，
“气”也因此被古人视作生命之源。 早在中国出土的

甲骨文中，最早的“气”字的形态已得以揭示，其形状

类似于蜿蜒摆动的波纹，与现今的简体字“三”颇为相

似［１］，这一象形字象征着在高山之间飘荡的云雾，凝

聚自然界之间的气象奥秘。 《说文》中对于“气”字形

义的解释为：“气，六气也，象形”。 由此可见“气”一词

乃是古人通过对六气等自然现象的持续观察和深入认

知所得出的结论。
１. ２　 气的意义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有形

之物都是由无形之“气”构成的。 《公羊传·解诂》写

道：“元者，气也……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论衡·
自然》更是明确地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可见

“天”与“地”皆由蕴含的“气”相结合而成。 西周时期

的伯阳父在解释地震时，曾妙语横生：“夫天地之气，
不失其序。 若过其序，民之乱也”。 伯阳父所言的

“气”指的是“天气”与“地气”，其中“天气”代表阳气，
“地气”代表阴气。 无论是天气还是地气，其运行皆须

依循特定规律。 一旦偏离规律，天地之气便失去平衡，
地震之祸随之而来。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气，合
二为一……列为五行”。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事万物皆由道发展而来，道衍

化为太极，太极分阴阳，而后阴阳相互交汇，演化出无

尽物象。 因此“道”透过“气”为天地造物。 又有《素
问·天元纪大论》明言：“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

感而化生万物矣”。 由此可见，世间万物皆由蕴含的

“气”所构成，人类作为其中之一，自然亦是“气”所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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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成的。 再以《庄子》中的见解为例，其中阐述了“气”
与生死的关联，指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生，散则

死”。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死变幻源自气的聚合与

散逸，这些对围棋的生成以及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均产

生了重要影响。
１. ３　 围棋中气的概念

１. ３. １　 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一直

是历史学界争论未休的课题。 关于围棋的起源，涌现

出众多理论，其中有 ３ 种代表性的假说与自然息息相

关。 一种假说认为围棋最开始是古人用于占卜、观瞻

天文的工具。 古人抬头瞻仰星空，希望揭示星象的奥

秘，从而创造了围棋这一媒介。 因此围棋被古人赋予

了“星阵”的别称。 围棋的圆形黑白棋子象征“天圆”，
方形棋盘则象征着“地方”，棋盘上纵横交错的 １９ 条

线共有 ３６１ 个交叉点，寓意着华夏农历的 ３６１ 天［２］，此
外，棋盘上有 ９ 个较大的黑点，被称之为“星位”，棋盘

正中心之处被称之为“天元”，其象征着天地之初。 整

个棋盘可分为 ４ 个等分，代表四季。 而棋子在棋盘上

的布局则如同星辰璀璨，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景象。
另一种假说则认为围棋源自于“水地说”，最早的 １１ ×
１１ 道围棋棋盘形制与《河图图说》中的“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相呼应［３］。 棋盘每边的中心是“六”数，四周

为地，中心是“天水一”，这意味着“土”包围“水”，黑
白双方一方代表“水”，另一方代表“地”，象征着双方

对资源的争夺，这或许也是对祖先治水事迹的一种缅

怀。 最后一种假说则描绘的是植物之间的斗争，棋盘

如同广袤的大地，而落于棋盘之上的黑白二色棋子就

像是在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植物，一旦棋子落定，便似植

物生根、发芽，不再移动，但可以与其他棋子形成联系。
棋子的生存、扩张、角逐犹如植物争夺生长空间、阳光、
气息及营养，而围棋术语中的“搜根”，正寓意着棋局

中的这种相互角逐。 围棋争夺胜负的核心在于争夺地

盘，这就像是不同植物之间争夺生存空间、阳光、空气

以及营养物质。 这些理论赋予围棋以不同的涵义，将
其与自然及人类的生存、竞争、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这一博弈艺术赋予了更深刻的哲学意义。
１. ３. ２　 气是围棋最基础最核心的规则与概念　 棋枰

之上，未落棋子之时，盘面上一片空白，这就像大地之

上没有生长出植物时一样。 没有被棋子占据的交叉点

也被称之为“空”“空点”，若“空点”与棋子相连，即成

为棋子的“气”。 而“气”则是棋子生存的关键，一旦一

方的棋子被另一方的棋子完全剥夺了生存空间，占据

了所有的“气”，棋子就会死亡，这宛如枯萎死亡的植

物，而这也是围棋术语“气尽棋亡”的由来［４］。 从发生

学的角度来看围棋，围棋的生成离不开一个“气”，围
棋看似无比复杂，但是它最基础的规则只有 ２ 条：①判

断围棋棋子是死是活是否能够继续留在棋盘上；②围

棋终局时判断黑白双方谁胜谁负。 棋子的死活判定根

据棋子有无“气”来判定，有“气”则活，无“气”则死。
因此棋以“气”生，“气”尽棋亡，“气”是判断棋子是否

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由此来看，“气”就是棋子的生命

之气，黑白棋子之间争夺生命之气就像是植物彼此争

夺生存空间。 对局双方要么扩张己方生存之气要么消

减对方生存之气。 “气”如此重要，围棋当中自然有诸

多描述“气”或是运用“气”的围棋术语：内气、外气、公
气、收气、长气、气数、气眼、撞气、杀气等等。 围棋的胜

负计算，其本质也与“气”有关。 围棋胜负的判断，即
根据终局时黑白双方占据的交叉点来判定，也就是被

棋子占据的落子点、棋子相连的“气点”以及既不被棋

子占据也不和棋子相连的“空点”，因此围棋的胜负可

以说和终局时双方直接以及间接占领的“气”有关。
纹枰对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生灵万物彼此之间

争夺“生命之气”的象征，这种以“气”为本的宇宙观、
生命观亦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于生命起源的探讨结果之

一。 由此可见，“气”可以称得上围棋这种古老游戏最

基础最核心的规则与概念。
１. ４　 中医学中气的概念

１. ４. １　 气学理论是中医学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朴素

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医理论体系逐渐显现

出轮廓。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古代唯物主义核心的

“气”概念逐渐成为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

种万物皆由“气”构成的观念被用来解释人体的构成

和生命活动的规律。 《黄帝内经》中对“气”的讨论数

不胜数，涉及方方面面：宗气、元气、真气、卫气、营气；
内气、外气［５］；清气、浊气；经气、脏气、腑气；疫气、正
气、邪气、六气；湿气、水气、痰气；气滞、气郁、气逆、气
结、气陷、气阻；气机、气化［６］ 等等，这些内容汇聚成对

“气”的多方位探讨。 《灵枢·决气》道：“人有精气、津
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 这说明人体依靠天地

间融合的“气”来构成与滋养［７］。 《医学源流论·元气

存亡论》认为：“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 所谓定

分者，元气也”。 这表明人体在诞生时已获得一份既

定的“元气”，也即是生命之源。 《素问·六节藏象论》
深入探究：“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津液相

成，神乃自生”。 由此可见人体之气有着 ３ 个来源：①
自父母传承的先天之精气；②吸入呼出的苍天之气，也
就是大自然当中的空气；③水饮食物入胃肠消化之后

的水谷之精气。 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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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气。 《医门法律》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

亡”。 这一观点强调，人体内的“气”必须保持流动，否
则人的形体将消亡。 将气学的理念融入中医学，不仅

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还为中医学的基础体系奠定了

坚实的基石。 这种思想交融为中医学的基本理念注入

了更深厚的哲学内涵。
１. ４. ２　 气既是一种物质存在也是一种功能活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写道：“味厚者为阴……厚则发

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这说明古

人对于“四气五味”理论的早期认知，同时也意味着

“气”在其中有辛甘酸苦的属性区分。 《灵枢·脉度》则
强调：“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

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

五音矣”。 这表明人可以通过感觉器官辨识不同的

“气”。 《仁斋直指方》 则进一步提及： “人以气为

主……阴阳之所以升降者，气也；血脉之所以流行者，
亦气也”。 尽管受制于古代科技水平的限制，古人已

经意识到“气”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功能活

动。 他们认识到气的流转与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体正常

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８］。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
“阳气者，一日而主外……气门乃闭”。 古代医学家已

经意识到，人体内的阳气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在白天和

夜晚分别在体内外交替流行，这实质上也是“气”的一

种运动。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提到：“夫百病

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夜半人气入脏，邪气

独居于身，故甚也”。 这表明自然界气候突然变化会

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甚至对疾病的轻重变化造成影

响。 张登本等［９］也认为外界的邪气侵入人体，会因个

体差异而有不同结果，这也是“气”的运动对于病理的

一种表达。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中医理论的日臻完善，
古人逐渐将“气”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物质，不仅构成人

体的元素，更是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 同时，“气”也

与人体的生育、成长、老化以及生死紧密相连，逐渐形

成了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围棋之气与中医学之气的联系

２. １　 哲学起源上的联系 　 围棋之“气”与中医学之

“气”，虽然在具体含义上有所差异，但是二者的起源

皆直指中国古代哲学对于“气”的深刻思考。 《周易·
系辞上》有言：“精气为物”，将“精”与“气”相联系。
“精”在中国古代哲学之中亦泛指“气”。 古代先贤们

早早地提出了“气”是万物之本的哲学观点。 《春秋繁

露·重政》写道：“元者，为万物之本”。 而西汉董仲舒

则开创了以元气为一切事物根本的思路。 中国古代的

先贤们经过长期的积累观察、体验生活，采用“取象比

类”的方法创造了“元气—元论”。 这一理论认为气是

宇宙最原始的、独一无二的本质，万物都由气化生，因
此被称为“元气” ［１０］。 在围棋中，“气”不仅是游戏规

则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成为双方博弈的中心点，纹枰之

上的棋子围绕着“气”展开惊心动魄的博弈。 除了代

表着棋子的生死，围棋中的“气”还象征着生存资源的

多寡，体现了“生命之气”的含义。 而中医学中的“气”
则很好地承袭了气学的理论，认为“气”是构成人体、
生命和自然的基础。 在中医学中，气不仅是一种物质

存在，也是一个无形的概念，它兼具实体和功能两个层

面。 总的来说，围棋和中医学虽然运用了不同的视角

来理解“气”，但它们都源自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思

想。 这一思想认为“气”是宇宙和万物的本原，它在不

同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实体又是运动，体现

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
２. ２　 生命上的联系　 围棋数个棋子在棋盘上的配置

被称之为棋形，棋形的形态同样传达了“气”的内涵。
优美并且富有弹性的棋形，这种棋形舒展、流畅而又

富有生命活力；与其相反，若是棋子堆挤在一块，相
互阻挡撞气则被称之为愚形或凝形，这种形态呆板，
缺乏生气。 高手行棋往往注重舒展而有弹性的棋，
因为这种棋形富有生命活力，容易取得优势［１１］ 。 生

动之棋进可侵断，退可存眼，情节相生，方不枯滞。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棋界超一流棋手大竹英雄九段

因其注重优美的棋形被誉为“美学棋士” “美丽棋

士”“美学大竹”。 大竹英雄九段棋风厚重尤其注重

棋形优美，是美学围棋的代表人物。 棋界流传的诸

多谚语，如“凡跳无恶手” “棋子沿边活也输”，也突

显了棋形的重要性。 对弈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双方

挑选占位、占据有利生存空间的过程。 对弈以“气”
为本，讲究的是一个气脉通畅，气脉通畅也就是指行

棋的节奏顺畅。 棋局是对弈双方相互斗争的产物，
它是一个不断地限制和反限制、交锋和策略的过程。
保证己方气脉通畅的同时打压对手的气机乃是对弈

重要的战略战术。 中医学之“气”同样也和生命有着

莫大的联系。 明代医家杨继洲在《针灸大成·诸家

得失策》中指出：“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而

万物由之以化生”。 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其中

既有着抽象的非生命，也有着鲜活的生命体。 一些

学者如詹向红［１２］ 认为：“气是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

与基本动力，是生命的根本，人体总是在发生着升降

出入的气化运动，气化是生命活动的本质所在”。
《医权初编》写道：“人之生死，全赖乎气。 气聚相生，
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 这表明气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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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健康、疾病密切相关。 无论是从围棋的规则中

的“气”还是从对弈过程中的“气”来看，围棋之“气”
都蕴含着生命的深刻意义。
３　 总结

围棋与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瑰丽的历史宝藏，共同

源自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无论是围棋还是中

医，都将“气”视为其中至关重要的要素。 围棋胜负的

本质就在于争夺“生命之气”，终局之时黑白双方谁占

据的“生命之气”多，谁便获得棋局的胜利。 这种胜利

判断方式实际上起源于古代先人对于食物以及土地这

些生存资源的争夺，“气”被视作“生命”的象征。 与此

类似，古代中医学家通过对于“气”宏观上的理解，将
其运用于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和功能以及病理变

化，乃至运用于治疗疾病。 而其中最基本的观念是，气
是万物的根源，因此“气”也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石。
尽管中医与围棋看似毫不相关，但它们都深深根植于

中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潮中。 中医学关注于通过无数

的变化解释“气”的机制和功能，认为“气”构成了生命

体乃至一切万物，因此也可以通过“气”来阐释世间的

万千变化。 而在围棋中，“气”则被赋予更加具体的含

义，如“生命”“土地”和“资源”，并且在对局中得以实

际应用。 这两者间的共通点正是“气”，然而“气”仅是

连接这 ２ 个领域的一小部分。 以上是笔者对围棋与中

医之“气”格物致知的粗浅理解，然而这二者之间可能

还存在更为深刻的联系，笔者不揣浅陋，谨以此文抛砖

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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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韩丽霞从木郁达之治疗胆石症经验∗

韩雪莹　 韩丽霞※ 　 王　 晴　 董秀敏

　 　 摘要：韩丽霞主任医师行医 ４０ 余年，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３ ＋ ３”工程韩丽霞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擅长中药、针
灸治疗胆石症、尿石症。 继承首都国医名师韩臣子“调中焦，清源流，治结石”的思想，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在治疗胆石症方面，重视

“木郁达之”，提出调中消石、木郁达之的治则，健脾调中、舒肝利胆、理气解郁的治法，自拟调中达郁汤辨证加减治疗胆石症。 临床

疗效良好。
　 　 关键词：胁痛；胆石症；木郁达之；名医经验；中医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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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胆石症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由胆汁成分异常和

胆道运动功能失调共同作用所致的消化系统常见病、
多发病，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其临床症状主要表

现为胆绞痛、右上腹痛累及右肩背部、恶心呕吐、寒战

高热、口干口苦、黄疸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发病率逐年上升［１］。 胆石症归属于中医学的“胁痛、
黄疸”等范畴，中医药治疗胆石症有深远的认识，方法

多样、损伤小、不良作用小［２］。 韩丽霞主任医师是北

京中医药薪火传承“３ ＋ ３”工程韩丽霞基层老中医传

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北京名医工程韩丽霞团队负责人，
北京市房山区名医工作室指导老师，从事中医临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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