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脏六腑皆有风
俞　 行

　 　 摘要：上古先民很早就对“风”有了一定认识，该文从探讨《黄帝内经》九宫八风理论中关于后天八卦、脾胃执中、九宫取舍问题

出发，参阅古今学者论述，结合气象知识，简化繁杂九宫八风理论为八风理论，用四正四隅八个主要风向链接到一年中八个主要节

气和一天中八个主要的时间节点，以“后天八卦”形式推演交融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四时辰，然后天人相应，参合现代解剖、生理及临

床实践，把八风理论结合到人体五脏六腑进行推演，最后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风，非独肝也。
　 　 关键词：八风理论；后天八卦；脾胃执中；天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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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为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充塞于无际的宇宙空

间。 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气运对人的影

响不言而喻，人类无时无处都感受着风的存在，一年四

季分别来自四正四隅八个方位时节的风，就是八风。
“八风”之说，具有比《黄帝内经》时代更早的来源，殷
商的“四风”、周礼的“十二风”等风角术都有可能和这

里的八风有某种思想史上的关联［１］。 自古以来，学者

们对“八风”理论的研究争鸣不休，笔者潜心此道多

年，把《黄帝内经》九宫八风理论简化为八风理论，以
脾胃居中央执四傍，运用“后天八卦”为依据进行推

演，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风，非独肝也，表述如下。
１　 《黄帝内经》九宫八风理论探讨

１. １　 关于后天八卦 　 《黄帝内经》中九宫八风理论，
与中医运气学说中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多种理

论关系密切，是以研究一年之内的不同时间、空间的疾

病发病规律为主的理论学说［２］。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
九宫八风把外在自然界的时间、空间与人体内脏、肢节

等进行了具体的象数归类。 国医大师张灿玾［３］ 认为，
《灵枢·岁露论》记载黄帝与少师对“四时八风”的认识

以及《灵枢·九宫八风》理论，都是以周文王后天八卦

方位配属八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
至、夏至）为基础，将八风和九宫相结合来研究自然界

气候变化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规律。 近有学者吴新

明［４］认为，《黄帝内经》原文中并没有“八卦”之名，是
后人画图据“后天八卦”方位附会“八风”，实为穿凿之

作。 经参阅多家观点，笔者认为“后天八卦”说明了宇

宙内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运行，体现的是四时推移、
八节变化、万物生长的周期规律，运用后天八卦图来演

绎九宫八风理论，实际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 如近期

中医界推崇的民国彭子益先生“圆运动”学说，运用二

十四节气太阳照射到地面的热降沉升浮简图来阐释原

理，竟全是后天八卦所化，其最精华的“二十四节气圆

运动图” ［５］已经将二十四节气与八个方位完美结合，
只差标出一个“风”字。
１. ２　 关于九宫取舍 　 牛占兵等［６］ 研究认为，《灵枢·
九宫八风》是以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理论为指导，研
究一年四季中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疾病的影响，并用来

防病治病。 九宫的思想来源于象数易学里的洛书，其
数三横三纵，和为十五，为数学史上最古老的三阶幻

方。 与之关系密切的汉代古籍《淮南子·天文讯》所记

载有“九天”之说，实际上是把星图的象数分区，与“九
宫”之说有密切关系。 在科学技术低下的远古时代，
先民们往往只能通过观天象遥想臆断来解释一些自然

现象，他们起用复杂的洛书九宫图为框架，以天北极星

为中心的中宫，配合北极星周边的 ８ 个等分区域而名

之“九宫”，其理论玄虚漂浮，笔者认为应该舍去繁杂

晦涩的九宫学说，直接化裁《黄帝内经》九宫八风理论

为简洁朴素的八风理论，可能更加切合于实际应用，天
上之宫阙，终是一汪泡影。
１. ３　 关于脾胃执中　 吴新明等［７］ 根据《灵枢·九宫八

风》理论从洛书中推导出以内脏为核心的九宫八

风 －洛书藏象模式简图，以 “后天八卦” 形式东肝

（左）、南心（上）、西肺（右）、北肾（下）为四个正的方

向，排列极其合理；而中宫空缺，其四隅排列为东北

（大肠）、东南（胃）、西北（小肠）、西南（脾）四个斜方

向，笔者却认为非常不合理。 《素问·太阴阳明论》云：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 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
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８］。
这里已经明确提出脾治中央，而胃以膜和脾相连，表里

相依，故脾胃刚好可以填入中宫空虚之处，笔者认为可

以东北（膀胱）、东南（胆）、西北（大肠）、西南（小肠）
四个斜方向排列四隅，这样肝 － 胆、心 － 小肠、肺 － 大

肠、肾 －膀胱诸脏腑表里随八风顺时针转动；而脾胃居

中央执四傍，不参加八风运行，不主时，却在幕后掌控

一切，土生万物法天地，多少后世医家因此而慧悟。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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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路志正提出的脾胃“持中央，运四旁”也是对

脾胃内居于中，外运四肢百骸总体核心功能的描

述［９］。 至于《黄帝内经》本来就是一部上古不同中医

流派交相争鸣的论文集，《灵枢·九宫八风》和《素问·
太阴阳明论》相关的学术流派，孰是孰非，一切以实践

为标准，取长补短，不断交融，才是硬道理。
２　 节气与时辰的八风推演

２. １　 二十四节气八风推演　 二十四节气产生于中国

古代农耕生产的需要，远古先民靠天吃饭，根据季节寒

暑和气候冷暖安排播种、插秧、中耕、收获等农事活动，
尤其关注太阳照射地球的光和热的变化规律［１０］。 地

球绕太阳转一圈，根据获取热量多少的时间差异，划分

为春夏秋冬四时，四时太阳辐射的不均匀分布使寒热

燥湿不停变化，形成“季风”，从而使风随春夏秋冬不

停改变方位。 古人认为方位有四正四隅，四正为东、
南、西、北四个正的方向，四隅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

四个斜方向，一年四季从四正四隅八个方位吹来的风，
就是八风。 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中八个主要骨干节

气与这四正四隅八个方位一一对应，这八个节气为四

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两至（冬至、夏至）、两分

（春分、秋分），这八个方位的风向，就是八节之风，即
八风。 现把四正四隅八个主要风向链接到一年中八个

主要节气，再衍化成二十四个节气进行推演。 见图 １。

图 １　 二十四节气八风推演图

从冬至日后，阴极生阳，燥极生湿，一阳初生，湿气

渐生，风向开始慢慢随大小二寒节气从正北方偏向

东方。
至立春日，刚好为东北方，冬季结束，春季开始，风

从东方来，乃解冻之温风，并从东部太平洋上带来潮湿

的水气，吹拂人面，温润如玉，万物欣欣生长。 从雨水、
惊蛰至春分，风向随节气慢慢从东北方偏向东方，气温

乍暖还寒，寒热燥湿的气候在天空中争斗交感，故春雷

阵阵、电闪隐隐，风继续从太平洋上带来大量水气，下
雨天增多。

至春分日，刚好为正东风，寒与热、湿与燥达到一

个动态平衡，温度、气候适宜，白天与黑夜时长一样长。
接下来，风向随清明、谷雨慢慢从东偏向南方，离北方

越来越远，风从东南方带来大量热气与水气，天气渐渐

热起来，雨水继续增多，惠风和畅，杨柳起舞，莺飞草

长，万物生长迅速。
至立夏日，刚好为东南风，春季结束，夏季开始，离

北方更加远，北方带来的寒燥肃杀之气越来越少，东南

风所带来的雨水与热气越来越多，天气越来越潮热，湿
热纵横，风向随小满、芒种慢慢从东南方偏向南方，空
气中湿度、温度继续走高，农作物籽粒纷纷饱满成熟，
农民们进入忙碌期。

至夏至日，刚好为正南风，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

短，南方生火，太阳光照时间最长，湿热熏蒸，天气闷

热，空气中湿度和温度上升到一个顶点；阳极生阴，湿
极生燥，一阴初生，燥气渐生，风向随小大二暑慢慢从

南偏向西方，但西北部带来的寒燥之气基本可以忽略

不计，天气愈发炎热，迎来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至立秋日，刚好为西南风，夏季结束，秋季开始，此

时西北部带来的寒燥之气越来越多，金风送爽，丹桂飘

香，此风已不同于暑天之热风，空气中湿度、温度明显

下降；接着风向随处暑、白露慢慢从西南方向西偏移，
西风从厚重的大陆上带来大量肃杀燥气，大地上草木

开始枯萎、变黄，离北方更近，一阵秋雨一阵凉，空气中

热度和湿度继续下降。
至秋分日，刚好为正西风，寒与热，湿与燥又达到

了一个动态平衡，白天黑夜一样长，气候宜人，体感舒

服，由于离东南方越来越远，太平洋上带来的水气越来

越少，降雨量开始减少，风向随寒露、霜降慢慢向北

偏移。
至立冬日，刚好为西北风，秋季结束，冬天开始，西

部高原与北方带来的寒燥肃杀之气使天气越来越冷，
雨水继续减少，河流湖泊水位下降，“水落而石出者，
冬也”，风向随小雪大雪继续慢慢向北偏移，越往北，
带来的寒气越多，天空开始下雪，天地间万物一片

寂静。
至冬至日，刚好为正北风，一年中黑夜最长，白昼

最短，太阳光照时间最短，空气中温度和湿度下降到最

低点，风向随小寒大寒慢慢向西偏移，阴极生阳，燥极

生湿，一阳初生，大雁北迁，湿气渐生，山鸡鸣叫，虽从

东南方带来了少许热气和水气，但空气中为寒燥主令，
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至立春日，吹来东北风，春天来了，宣告新的一年

又开始了。
２. ２　 二十四时辰八风推演 　 地球自转一圈，昼夜交

替，分早晨、中午、晚上、夜半，随着日出日落太阳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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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均匀分布使寒热燥湿不停变化，从不同时辰吹来

不同风向的风，现把用四正四隅八个主要风向链接到

一天中八个主要时辰节点，形成八风，再衍化成二十四

时辰进行推演。 见图 ２。

图 ２　 二十四时辰八风推演图

夜半为子时，北京时间 ０ 点，应冬至日，吹来正北

风，从北方带来寒气，为一天中最为阴寒干燥之时；随
后风向慢慢向东偏移，随鸡鸣之时至丑时寅时之间。

北京时间 ３ 点，应立春日，吹来东北风，阳气与湿

气渐生，风向随平旦天渐渐亮了继续往东偏移，阳气与

湿气继续增多。
至日出之时，为卯时，北京时间为 ６ 点，应春分日，

风向为正东风，空气中寒热燥湿平衡；太阳从地平线升

起，随食时进早餐风向慢慢向南偏移，从南方带来热

气，气温逐渐上升。
至辰时巳时之间，北京时间 ９ 点，应立夏日，吹来

东南风，从太平洋与南方带来水气热气，使空气中湿

度、温度逐渐升高，随隅中巳时风向继续向南偏移。
至日中之时，为午时，北京时间 １２ 点，太阳处天空

正中，应夏至日，天空中热度与湿度达到一个顶点，而
后风随日昳羊吃草之时渐渐向西偏移，阳极生阴，湿极

生燥。
至未时申时之间，北京时间 １５ 点，应立秋日，吹来

西南风，西方高原上带来的燥气使空气吹来变爽，随傍

晚哺时风向继续向西偏移。
至太阳下山日入之时，为酉时，北京时间 １８ 点，应

秋分日，吹来正西风，此时天空中又寒热燥湿平衡，太
阳落下地平线，随后风向渐渐向北偏移，随黄昏之时至

戌时亥时之间。
北京时间 ２１ 点，应立冬日，吹来西北风，天虽未

暗，但从西北方带来的寒凉干燥之气使气温下降，而后

继续向北偏移，随人定亥时，夜深人静，北方带来寒气，
使气温更加变冷，人们纷纷停止活动、上床安歇。

至夜半北京时间 ０ 点，应冬至日，吹来正北风，寒

燥之气弥漫天空，使空气中温度与湿度下降到一天的

最低点，然后风向慢慢向东偏移，阴极生阳，一阳初生，
燥极生湿，湿气渐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２. ３　 节气与时辰的交融　 一天中的四时四节与一年

中四时四节相对，早晨对春，中午对夏，晚上对秋，夜半

对冬，夜半对冬至日，日出对春分日，日中对夏至日，日
入对秋分日。

一天中的八时风与一年中的八节风相对，夜半子

时风对冬至风，北京时间 ０ 点为正北风；丑寅风（丑时

寅时之间风）对立春风，北京时间 ３ 点为东北风；日出

卯时风对春分风，北京时间 ６ 点为正东风；辰已风（辰
时已时之间风）对立夏风，北京时间 ９ 点为东南风；日
中午时风对夏至风，北京时间 １２ 点为正南风；未申风

（未时申时之间风）对立秋风，北京时间 １５ 点为西南

风；日入酉时风对秋分风，北京时间 １８ 点为正西风；戌
亥风（戌时亥时之间风）对立冬风，北京时间 ２１ 点为

西北风。
如此春夏秋冬、晨午暮夜四时更替，八风转动，不

断循环，如环无端，随风向和十二时辰、二十四节气可

从八风细分为十二风、二十四风，四时八节之寒热燥湿

变幻，尽在诸风方向中，风愈偏向东，从太平洋上带来

的湿润之气愈多，愈偏向南，从赤道太阳直射带来的火

热之气愈多，愈偏向西，厚重的西部高原带来的干燥之

气愈多，愈偏向北，北方寒地蒙古 －西伯利亚带来的冰

寒之气愈多。
抓住主要方向，执简驭繁，用四正四隅八个主要风

向链接到一年中八个主要的骨干节气（四立、二至、二
分）和一天中八个主要的时间节点（北京时间 ０ 点、３
点、６ 点、９ 点、１２ 点、１５ 点、１８ 点、２１ 点）就很好地把时

间和风向串联结合在一起，地球不停转动，八风不停运

行，风向不停改变，寒热燥湿之气不停变化，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使生物生长消亡及劳作休息俱在四时八风

中有序流转。
３　 天人相应与脏腑八风推演

３. １　 天人相应　 八风理论实际上相当于中医时间医

学。 中医时间医学建立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之上，
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为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体与自然界

是相通的［１１］。 中医学天人相应理论是时间医学的基

础，认为自然界阴阳有周期性变化，人的阴阳也有周期

性变化，提示内外环境对人生命活动的影响［１２］。 人体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体的气血津液、阴阳盛衰也会

随着自然界的周期节律运转而变化［１３］。 而五脏六腑

为人体的中心，五脏六腑通过各自所属的经络，将四肢

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脉等联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

体［１４］，天人相应，所以当自然界四时八风和人体五脏

六腑密切结合起来，触发人体内的四时八风，其四肢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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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脉等才能以脏腑为中心协调平衡

的运转起来。
现据“后天八卦”参考一些中医、西医的生理基础

知识及临床实践，绘出一张五脏六腑八风推演图。 见

图 ３。

图 ３　 五脏六腑八风推演图

３. ２　 五脏六腑八风推演 　 肾位于身体的下部，心阳

斜射至此能量不足，为阴中之阴，与外界北方阴寒之

地遥相呼应，故通于冬气，应时为冬至日、北京时间

零点，方位在正北方，其风为正北风。 自然界的物

类，在此时均静谧闭藏休息以度冬时和漫漫长夜，肾
亦应时藏精，肾北方缓缓吹来，从各级动脉分支输送

来的营养血液在毛细血管内与诸脏器进行物质、气
体交换，把动脉血中精气留存于各脏器，以用来滋养

全身各部，肾为脏腑之本、三焦之源，故各脏器得到

的精气营养最后都回流留存于肾，生髓化血，五脏六

腑之阳气，非此精气不能发，五脏六腑之阴气非此精

气不能滋，全身各部皆得此滋润。
随着风向慢慢向东偏移，诸脏器交换后代谢产物

形成的静脉血开始缓缓向上回流，而作为静脉辅助管

道相应淋巴管道内的淋巴液亦伴随向上缓缓回流，大
肠食物残渣中的津液同时被重吸收入三焦通路；风在

北京时间 ３ 点到达膀胱部，应时为立春日，方位在东北

方，其风为东北风，膀胱中津液之浊者，生成尿液从前

阴排出体外，津液之清者，在膀胱东北风微微吹拂之

下，蒸腾气化入于三焦通路，与大肠重吸收之津液并为

一队，向上输脾。
接下来风向继续向东偏移，诸脏器静脉中静脉

血继续循脉向上回流，淋巴回流伴随其间，其中门静

脉收集脾、胃、肠、胰、胆等除肝脏以外腹腔内不成对

脏器的静脉血，这一短而粗的重要静脉干富含从胃

肠中消化吸收而来的营养精微，在北京时间 ６ 点输

入到肝部，在肝脏毛细血管内，门静脉血与肝动脉血

相混，应时为春分，方位在正东方，其风为正东风，肝
脏有双重血液供应，除肝动脉营养肝脏外，门静脉内

含有大量来自消化道及胰腺的营养物质，在肝东风

缓缓吹动之下，被肝细胞吸收、加工、代谢，部分生成

胆汁，部分汇合到肝静脉，集入下腔静脉回流中向上

输送，肝脏中血流非常旺盛，津液充盛，与外界东方

太平洋遥相呼应，为阴中之阳，故有血海之称，主藏

血，能调节血量，并有收缩血液、防止出血之功；肝通

于春气，生气萌发，万物欣欣向荣，肝风缓缓吹来，大
量从下焦回流而上的营养代谢物质（包括从大肠、膀
胱中重吸收的津液）上输于脾脏，肝气升发向上，脾
随肝升，脾风随肝风而动。

脾胃在身体中央，不主时却执四傍，张景岳指出：
“脾为土脏，灌溉四傍，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

中亦皆有五脏之气” ［１５］，所以脾风在肝风引导下，一方

面缓缓将胃腑中食物初步消磨，吸精留粗，一方面将输

入脾脏之精微上输心肺，化生气血布散到全身四肢百

骸、筋肉皮毛及其他脏腑；而胃随肺降，胃风亦随肺风

而动，胃中饮食物经初步消化形成的食糜随肺风而下

传于小肠进一步消化。
风在北京时间 ９ 点到达胆部，应时为立夏日，方位

在东南方，其风为东南风，胆风吹拂下，肝之精气化生

之胆汁部分贮藏在胆囊清腑中，部分排泄入小肠，参与

食糜在小肠中的消化吸收。
风继续向南吹动，从下方静脉回流上来的静脉血

越来越靠近心脏，淋巴管道内的淋巴液亦在近心处注

入左右静脉角内，混入滚滚静脉血回流中，在北京时间

１２ 点到达心部注入右心房，同时从肺脏气体交换后含

氧丰富的动脉血从肺静脉注入至左心房，应时为夏至

日，方位在正南方，其风为正南风，在心南风吹拂之下，
心脏搏动，右心房的暗红静脉血注入到右心室，同时左

心房内的鲜红动脉血注入到左心室；还有在心南风吹

动下，脾转输到心的津液，向上向外布散，上至头面诸

窍，外达皮毛肌腠，并化为汗液排出体外，故汗为心

之液。
接着，风向慢慢向西偏移，右心室内静脉血注入肺

动脉干后再分成左、右肺动脉向肺脏进发，同时左心室

内动脉血射入主动脉，并向动脉各级分支流动。 风在

北京时间 １５ 点到达小肠部，应时为立秋日，方位在西

南方，其风为西南风，胃中食糜下传到小肠进一步消

化，在小肠西南风吹动下，小肠泌别清浊，清者精微部

分由小肠吸收，经脾传输全身，灌溉四傍，浊者即食物

残渣和水液，残渣经阑门传送到大肠形成粪便，水液经

三焦下渗膀胱形成尿液。
而后风向继续向西偏移，在北京时间 １８ 点到达肺

部，应时为秋分，方位在正西方，其风为正西风，肺西风

吹来，左右肺动脉内静脉血注入肺脏，经肺内各级分支

流至肺泡周围的毛细血管网，在此与肺吸入的新鲜空

气进行气体交换，使静脉血变成含氧丰富的动脉血，经
肺内各级肺静脉分支，从肺静脉注入左心房；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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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胃中食糜下传到小肠消化后，在肺西风肃降下继续

缓缓向下传送，肺吸入自然界之清气与脾胃运化生成

的水谷精微，在胸肺中结合，形成宗气，宗气“贯心脉”
以推动血液运行，为心脏搏动的原动力。 而从脾转输

到心肺之津液，也在肺西风肃降下向内向下布散，下输

于肾，成为尿液生成之源。
随后风向渐渐向北偏移，北京时间 ２１ 点到达大肠

部，应时为立冬日，方位在西北方，其风为西北风，在大

肠西北风吹拂下，大肠食物残渣中的津液被重吸收入

三焦通路，残渣变成粪便。
风继续向北偏移，粪便经肛门排出体外，各级动脉

中的动脉血奔向相应脏器，在北京时间 ０ 点到达肾部，
应时为冬至日，方位在正北方，其风为正北风，在肾北

风吹动下，从各级动脉分支输送来的营养血液在毛细

血管内与诸脏器进行交换（吐旧纳新），把精微留存于

各脏器，藏精于肾，蓄势待发，准备开始进行新的一轮

循环。
３. ３　 五脏六腑皆有风　 在五脏六腑八风图上，心高高

在肺之上，如自然界南方临近赤道之地，热极、湿极，肾
低低在下，如自然界北方阴冷之域，寒极、燥极，极则生

变，压力差明显，故生风。 风动则活，人体如此，天地如

此，宇宙如此，万物如此。 而实际上从现代解剖位置上

来讲，肺又在心脏之上，肺也是体内血流量最丰富和重

要的免疫器官之一［１６］，故右心室射出的静脉血和左心

室射出的动脉血，均需经肺西风吹动之力才能肃降下

流，故诸血脉向上回流的力量在于肝风升发之力，诸
血脉向下流动灌注的力量又在于肺风肃降之力。 但

是血液循环核心力量又在于心脏搏动，心脏舒张产

生回吸力使静脉血回流至心脏，心脏收缩产生的压

迫力使心脏血液射出，心脏“贯心脉”的原动力在于

宗气，宗气又是由于后天水谷精微与新鲜空气和合

而成，实际上也为肝风与肺风和合而成，体循环物

质、气体交换在肾部北京时间 ０ 时进行，肺循环物

质、气体交换在肺部北京时间 １８ 点进行，门静脉肝

内循环在肝部北京时间 ６ 点进行，血液心脏内循环

在北京时间 １２ 点进行，肾至低而欲升，上升之力全

在肝风，心至高而欲降，肃降之力全在肺风，脾胃稳

坐中央，四傍肝、心、肺、肾列在四正方，胆、膀胱、小
肠、大肠列在四隅方，全随诸风之力按时规律运传饮

食、输布津液、流通血液，五脏六腑皆有风，心有风、肝
有风、肺有风、肾有风、脾有风、大小肠有风、胃有风、胆
有风，而三焦孤腑为诸风之通路也。
４　 结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
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

心……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西方生

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
生咸，咸生肾” ［１７］。 以上经文把自然界和人体五脏进

行结合，五方应五味、五脏，勾画出东方肝风 － 南方心

热 －中央脾湿 －西方肺燥 －北方肾寒的功能系统。 但

笔者根据八风理论认为只要自然界寒热燥湿不平衡，
东南西北中五方都会产生风，风决非只仅仅存在于东

方，相对应人体，只要人体寒热燥湿不平衡，五脏六腑

也都会产生风，而且中国的东方是深深的太平洋，湿气

纵横，所以此处“东方肝”对应湿而非风为宜，“中央

脾”也不对应湿；在运用“后天八卦”进行八风理论推

演中，随着自然界与人体寒热燥湿分布的不停变化，从
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辰到五脏六腑，中央脾胃执中运

行余脏腑产生不同的风，所以五脏六腑皆有风，非独肝

也，至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之语，只是中医传统病理上的说辞而已。 《黄帝内经》
中诸学派百花齐放，各篇观点自相矛盾很多，当下学术

昌明，尊重经典，融会新知，赋八风理论以新意，也许能

更好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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