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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六气开始时间考辨 

田合禄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摘要：五运六气推演的始点，目前广为热议的学术观点主要有《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正月朔 日说和后世的大寒 

说、立春说 3种，故逐一剖析《内经》、王冰注说及气候变化说的理论源流。正月朔日说源出《内经》正文，分别从一年之六气论、六 

十甲子历说、测病灾实例、从运说．辨析天气始冬至、地气始大寒、人气始立春的历法内涵。王冰次注《内经》，涉及运气推演的艮南 

说始于寅、立春说始岁首、大寒说候脉气。气候变化说诠释了五运六气知常达变及太阳历主寒热变化、阴阳合历主风雨气候等，并 

辨析立春、始春之异，探讨气象资料分析方法的数据偏移问题。综观而论《内经》正月朔日说是正确的六气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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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推演理论 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始 点，始 点的 

正确与否决定了推演的成败。就五运六气推演的始 

点，目前广为热议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内经》的正月 

朔 日说和后世的大寒说 、立春说 3种  ̈。本 文将逐 
一 剖析这 些观点 的理论源流，综观 而论 ，《内经》正 

月朔 日说是正确的六气开始时间 。 

1 《内经》正月朔日说 

《内经》从 5个方 面论述 了六气开始于正月朔 

日时刻。 

1．1 “ 正月朔 日说”源 出 

《内经》明确提出六气始于农历每年的正月初 
一

。 《素 问 ·六 元正纪大论》说：“夫 六气者，行 有 

次 ，止有位，故常 以正月朔 日平旦视之 ，祝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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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非有余，非不足 ，是谓正岁，其至 

当其 时也。” 

经文明确指 出，六气 的次序和 气位 要 以“正月 

朔 日”为 始点，以正 月朔 日为正 岁的起始 时刻，是 

《内经》原文给 出的标准答案。 

1．2 一年之六气论 

五运六气基本理论的要点是推算五运和六气， 

其基本条件是明确设立一个推演始点，因六气必须 

是在一年之中的六气 ，故其始点必须符合 既是年首 

又是春季之首的条件。《素问 ·至真要大论》说： 

“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四气尽终气，地 气主之。” 

《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又说：“岁半之前，天气主 

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说 明六气必须是在 一年 

之中的。 

六气的始点具有天 文背景 ，应从 一年 的“正月 

朔日”开始，不可能跨越年度到大寒节，这是“天之 

道，气之常”。 

1．3 子甲相合 ，命 日岁立 

五运六气纪时以六十甲子历，用天干地支表示， 

而天干地支具有天时阴阳之义。如《说文解字》有 

明确阐释：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 ，人以为傅。象 

形。古文子从，((象发也，籀文子 囱有发 ，臂胫在几上 

也。丑：纽也。十二月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时加 

丑亦举手时也。寅：髌也。正月阳气动，去黄泉欲上 

出，阴尚疆。象一不达髌，寅于下也。卯：冒也，二月 

万物冒地而 出，象开门之形 ，故二月为天 门。辰：震 

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物皆生。从乙、 

匕，象芒达；厂声也；辰，房星，天时也；从二，二，古文 

上字。巳：巳也。四月 阳气已出，阴气已藏 ，万物见， 

成文章。故 巳为蛇 ，象形。午：牾 也。五月 阴气午 

逆 ，阳冒地而出。此与矢同意。未：味也，六月滋味 

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 申：神也。七月 

阴气成体 自申柬。从 臼，自持也。吏 臣铺时听事，中 

旦政也。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象古文酉 

之形。戌：灭也。九月阳气微 ，万物毕成，阳下入地 

也。五行土生于戌 盛于戌。从戊含 一。亥：菱也。 

十月微阳起接盛 阴，从二，二古文上字 ，一人男一人 

女也。从乙，象褒子咳咳之形。古文为豕，与豕 同亥 

而生子，复从一起。 

十二地支表示的是天道太阳视运动的阴阳变化 

之相位状态，这里用 的是 阴阳合历——农历 ，是面南 

观 日月授 时，与北斗没有关系。十一月子月冬至太 

阳运 动到南回 -3线是天道最冷之时，成终成始，也是 

太 阳返 回北 回 -3线的开始而一阳来复，故云 ：“阳气 

动，万物滋”，即阳气来复藏于下而万物开始萌孽于 

下 。 

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 甲之象。一曰 

人头空为甲，甲象人头。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阴 

气尚疆其 出。乙乙也，与 I同意。乙承 甲，象人颈。 

丙 ：位南方，万物成炳然 ，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 

入门，一者阳也。承 乙，象人肩。丁：夏时万物 皆丁 

实。象形。丁承丙 ，象人心。戊：中宫也。象六甲五 

龙相拘绞也。承承丁，象人胁。 巳：中宫也，象万物 

辟藏诎形也。巳承戊，象人腹。庚 ：位西方。象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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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庚庚有实也。承 己，象人脐。辛：秋 时万物成而 

孰，金 刚味辛，辛痛 即泣 出。从一，从辛；辛阜也。辛 

承庚 ，象人股。壬：位北方也 ，阴极 阳生，故易 曰：龙 

战于野。战者 ，接也。象人褒妊之形。承亥壬以子， 

生之叙也。与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胫。胫，任任体 

也。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 也，象水从 四方流入地 

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 

地支所表示的天道太阳在南回归线的一阳来 

复，照射到地面需要45 d用天干表示。故《素问 · 

脉要精微论》说：“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 

下；夏至四十五 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冬至后 45 

d是立春，在农历正月，故云“甲：东方之孟，阳气萌 

动”，孟者春正月也。11月是天道“阳气动”，正月是 

地面“阳气萌动”。甲表示春生少阳之气，所以用十 

天干表示五方之五行五位：东方 甲乙木 ，南方丙 丁 

火，中央戊 己土 ，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 

《素问 ·六微 旨大论》说：“天气始于甲，地气始 

于子，子 甲相合，命 日岁立。谨候其 时，气可与期。” 

我们研 究的是地道 上生物的变化，故 当以“东方之 

孟，阳气萌动”的正月为年首，即一年运气的开始时 

间，这个时间是天道一阳来复照射到地面的时间，故 

云“子 甲相合 ，命 曰岁立”，合于 甲时为一年之始 ，与 

地道是 2个层次。地道 一阳来复于丑时大寒 节，天 

地之气相差“三十度”有奇。地道一 阳来 复于大寒 

节，地道阳气出于地面是大寒后45 d的惊蛰节，冬 

眠动物复苏、打雷下雨了，可以农耕稼穑 了。这一事 

实记载于《说卦传》后天八卦之中。于此可知，五运 

六气六十 甲子历可推算天道 变化对 地道 生物的影 

响。 

图 1显示，其 中既有天道 阴阳五行规律信息，也 

有地道 阴阳五行规律信息以及人道 阴阳五行规律信 

息，可以用时间把天地人三才信息融合嵌套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信息，其贯通线就是太 阳南 回 

归线和北 回归线之 间的运 动距离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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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最基本理论的宇宙元素表达示意图 

图 1 中医基础理论太阳回归运动线示意图 

于此可 以看 出，所有的一切 生生化化都是围绕 

太 阳运动展开的。 

1．4 测病灾实例 

《内经》记载，预测全年气候疾病的关键是观测 

每年正月初一的气候。如《灵枢 ·岁露论》说：“此 

八正之候也⋯⋯候 此者，常以冬至之 日，太一立于叶 

蛰之宫，其至也，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风 雨从南方 

来者，为虚风 ，贼伤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万民皆 

卧而弗犯也，故其岁民少病。其以昼至者 ，万民懈惰 

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 

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春之 日，风 

从西方来 ，万民又 皆中于虚风 ，此两邪相搏 ，经气结 

代者矣。故诸逢其风 而遇其雨者，命 曰遇岁露焉。 

因岁之和 ，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 

气，寒 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正月朔 日，太一居天 留之宫，其 目西北风，不雨， 

人多死矣。正月朔 日，平旦北风行 ，民病多者，十有 

三也。正月朔 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 

《内经》在这里提出冬至、立春、正月朔日3个 

关键 日，冬至 日是太 阳运动到南回归线之 日天道一 

阳来复之时，立春是冬至 日后 45 d阳气微上、阴气 

微下之 日，以正月朔 日观察气候的变化，以候厥阴风 

来判断一年的灾异 ，强调正月朔 日是一年的开始。 

《灵枢 ·九宫八风》也有类似记载：“正月朔日， 

太一居天 留之 官，其 日西北风 ，不雨，人 多死 矣。” 

“正月朔 日，平旦北风，春 ，民多死。” 

又如《开元 占经》载：“正月一 日，风雨，其年 大 

恶；微风小雨，年小恶。风 悲鸣 ，疾作 灾起⋯⋯米贵 

蚕伤”“正月一 日，无风 而雨，岁 中，下 田麦成，禾黍 

小贵⋯‘正月晦 日，雨风兼至，籴贵禾恶”。 

1．5 从运说 

五运主要是月地关 系，其次是五星地关 系。五 

运的太过、不及 是朔望 月一年 354 d与六十甲子历 
一 年 360 d之 间谐调形成 的。六十 甲子历用的是 

360 d为一年，而太 阳运行一年实际是 365．25 d，要 

比六十甲子历多出5．25日，于是形成岁差成闰，也 

是形成“太过、不及”的原因。太过年又是五星近地 

球，不及年又是五星远地球。 

《素问·脉要精微论》说：“是故冬至四十五 日， 

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 日，阴气微上 ，阳气 

微下。”《素问 ·六微 旨大论》说：“帝日：善。愿闻其 

步何如?岐伯 曰：所谓步者 ，六十度 而有奇。故二十 

四步积盈百刻而成 日也⋯⋯岐伯 日：位有终始 ，气有 

初 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帝曰：愿闻其用也。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 

气交。帝 日：何谓气交?岐伯 日：上下之位，气交之 

中，人之居 也。故 曰：天枢 之上，天 气主之；天枢之 

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 

谓也。帝 曰：何谓初 中?岐伯 曰：初凡 三十度 而有 

奇。 中气同法。帝日：初 中何也?岐伯 日：所 以分天 

地也。帝 日：愿卒 闻之。岐伯 曰：初者地气也，中者 

天气也。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日：气之升降，天 

地之更用也。帝日：愿闻其用何 如?岐伯 日：升已而 

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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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回归线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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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作矣。”王冰注 ：“气之初 ，天用事 ，天用事则地 

气上腾于太虚之内。气之中，地气主之，地气主则天 

气下降于有质之 中。” 

表 1显示，一个太阳回归年分为六步六气 ，每气 

为60．875 d，每气 2个月分为初 中两段，每一气开始 

的 1个月为“初”，后 1个月为“中”，每个月 30．4375 

d。划分初 中两段，是为了区分天地之气。岁从冬至 

子时开始为天道最寒冷的时候 ，至地道最寒冷的时 

候在丑时大寒节，即气温相 同的天地 之气相差“三 

十度而有奇”，所 以称子丑为天地 同温度 六合 中的 
一 合，谓“天地合 气”。天地“气交 之分 ，人 气从 之， 

万物由之”，乃言天地 气交于大寒 后地道 阳气微升 

于冬至 45 d后的寅时立春则为“人气”，所 以古人说 

“天开于子，地辟 于丑 ，人 生于寅”。只有“阳气微 

上”的时候才是一年春天 的开始 ，地 气上升为天，故 

用天干“甲”代表 “阳气微 上”。冬 至天用事乃地气 

上升所致，故用地 支“子”代表 天气一 阳来复。故 

《素问 ·六微 旨大论》说：“天气始于 甲，地气始于 

子．子 甲相合，命 曰岁立，谨候其 时，气可 与期。”由 

此可知 ，“子 甲相合”即是“天地合气”于“气交之分， 

人气从之，万物由之”的时候，而“人生于寅”，可知 

六气始于寅，不始于大寒。“天地合气”于“气交之 

分”的“人气”时段。《素问 ·至真要大论》说“天地 

合气，六节分”，所以六气当开始于“人气”阶段 ，即 

“人生于 寅”的用天干 甲表示的 阶段。从冬 至天气 

到地气大寒后 阳生阴长的人气升是立春雨水 节，则 

是冬至后60 d，所谓“六十 日而有奇”。地 气最寒冷 

始于大寒 ，大寒 45 d后地气阳气上升是 惊蛰节，蛰 

虫 出洞矣。从天气“阳气微上”的立春节到地气“阳 

气微上”的惊蛰节是“三十度而有奇”。这样就组成 

了天气、地气、人气 的不 同六步六气，其 中只有“人 

气”六气才能“万物 由之”，即阳生阴长而生化万物。 

夏代天地 阴阳合 历之年 首立春才是六气 的开始 时 

刻。表 2显示，每年 主运 的五运相生次序及其五音 

的关系。 

表 1 天气地气人气六步表 

表 2 主运及五 音表 

表3显示，主运始于木角而终于水羽的次序，年 

年不变，但初运是太角还是少角，却要按 当年客运年 

干是属于阳干太、阴干少而定。根据五音太少建运 

理论 ，依据客运太过不及确定 的主运太过不及是 以 

木气太少定位 ，壬太角统五太过 ，丁少角统五不及， 

丁壬各统五年。 

表 3 主运五步太 少相 生表 

年干 初运 二运 三运 四运 终运 

丁 木 一少 生太一 火 太生少一 土 一少 生太一 金 一太 生少一 水 

戊 木 一 少生太一 火 太生少— 土 一少 生太一 金 一太 生少一 水 

己 木 一 少生太一 火 太生少一 土 一少 生太一 金 一太 生少一 水 

庚 木 一少生太一 火 太生少一 土 —一少生太一 金 一太生少一 水 

辛 木 一 少生太一 火 太生少一 土 一 少生太一 金 一 太生少一 水 

壬 木一太 生少一 火 少生太一 土 一太 生少一 金 一少生太一 水 

癸 木一太生少一 火 少生太一 土 一太生少一 金 一少生太一 水 

甲 木一 太生少一 火 少生太一土 一太生少一 金 一少生太一 水 

乙 木一太 生少一 火 少 生太一 土 一太 生少一 金 一少 生太一 水 

丙 木一太 生少— 火 少生太·一 土 — 太 生少-一 金 一少生太一 水 

主气、客气、主运、客运都起始于年首的同一 日． 

不应该有 目错移，只有一 日之 内的时刻差异 ，四年 闰 
一 目。运有五年太过和五年不及的规律。木运太过 

则暖，木运不及则凉，其与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大 

约 5年左右的周期有何 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厄尔 

尼诺和拉尼娜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冷暖交 

替变化的异常表现 ，这种海温的冷 暖变化过程构成 
一 种循环，在厄尔尼诺之后接着发生拉尼娜并非稀 

罕之事，同样拉尼娜后也会接着发生厄尔尼诺。 

2 王冰 三说 

王冰次注《黄帝内经 ·素问》，其注文中涉及运 

气推演的三个观点。 

2．1 艮南说 

《素问 ·六微 旨大论》说：“甲子之岁，初之气天 

数始于水下一刻，终 于八十七刻半 ；二之气始于八十 

七刻六分 ，终于七十五刻；三之气始 于七十六刻，终 

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 

刻 ；五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六之气 

始于三十七刻六分 ，终于二十五刻。所谓初六。天之 

数也。” 

图2王冰注：“常起于平明寅初 一刻，艮中之南 

也。”平 明即平旦。寅是在 艮之南，丑大寒在 艮中之 

北 。 

图2 太阳周年视运行 纳子图 

这一现象在《周易 ·说卦传》有记载：帝出乎 

震 ，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 

劳乎坎，成言于 艮。万物 出乎震，震 东方也。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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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巽东南也；齐也者 ，言万物之洁齐也。 

离也者明也 ，万物皆相见 ，南方之卦也。圣人南 

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 ， 

万物 皆致养焉，故日致役乎坤。 

兑，正秋也 ，万物之所说也 ，故 曰说 言乎兑。战 

乎乾 ，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 ，正 

北方之卦也 ，劳卦也，万物之所 归也 ，故 曰劳 乎坎。 

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 而所成始也，故 日成 

言乎艮。 
一 年“成 始”于“艮中之南”的立春，“成终”于 

“艮中之北”的大寒，所以一年之首不在大寒而在立 

春。《素问 ·六微 旨大论》称此为“位有终始”。王 

冰注 ：“位 ，地位也。”大寒节为地道之终，冬至为天 

道之终，天地相差“凡三十度矣”。 

又王冰注《素问 ·六微 旨大论》说：“天之六气 

也，初之气，起于立春前十五 曰，余二三四五终气次 

至 ，而分治六十 日余八十七刻半。”这里王冰定 六气 

的条件是“天之六气”，天气一阳来 复始 于冬至，天 

地之气相差30日，故地气一阳来复“初之气，起于 

立春前十五 日”的大寒 ，不是说一年 的六 气始 于大 

寒。 

2．2 立春说 

王冰注经有立春说，可惜他 的立春说没有被后 

世 所 重视 。 

王冰在《素问 ·六节藏象论》日：“立端于始，表 

正于 中，推余于终，而天度 毕矣。”注说 ：“言立首气 

于初节之 日，示斗建 于月半之辰 ，退余 闰于相 望之 

后。”初节为立春日，以立春为一岁之首。 

又《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云：“岁半以前，天气 

主之。”“岁半以后，地气主之。”王冰注：“岁半，谓立 

秋之日也。”以立秋日推算，岁首始于立春。 

《素问 ·六节藏象论》说：“求其至也，皆归始 

春。”王冰注 曰：“始春，谓立春之 日也。”又注 ：“候其 

年 ，则始于立春之 日。” 

2．3 大寒说 
一 般认为 ，唐 ·王冰注经提 出初之气始于大寒 

节的说法 ，根据 以下注文。 

《素问 ·六节藏象论》“皆归始春。”王冰注说： 

“始春，谓立春之 日也。春为四时之长，故候气 皆 

归于立春 前之 日也。”又注 ：“凡 气之至 ，皆谓立 春 

前十五 日，乃候 之初也 。”立春前十 五 日，即是“大 

寒”节。 

王冰注《素问 ·六微 旨大论》“天之六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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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 ：“风之分 

也，即春分前六十 日有奇 ，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 

之气也。”春分前六十日，即“大寒”节。 

《素问 ·至真要大论》说：“帝日：分至何如?岐 

伯曰：气至之谓 至，气分之 谓分，至则气 同，分则 气 

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帝 曰：夫子言春秋 气始于 

前，冬夏气始于后，余 已知之矣。”王冰注：“言冬夏 

二至，是天地气主岁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间 

气，初 、二、四、五，四气各分其政于主岁左右也 ，故日 

至则气同，分则气异也，所言二至二分之气配者 ，此 

所谓是天地气之正纪也；以分 、至，明六气分位 ，则初 

气、四气，始于立春、立秋前各 一十五 日为纪法，三 

气、六气，始于立夏 、立冬后各 一十五 日为纪法，由是 

四气前后之 纪，则 三气、六气之 中，正 当二 至 日也。 

故日，春秋气始于前 ，冬 夏气始于后也。”立春前 15 

d即大寒节。 

王冰为什 么要提 出大寒为气之始 呢?《素问 · 

六节藏象论》说：“求其至也 ，皆归始春。”王冰注日： 

“始春，谓立春之 日也。春为四时之长 ，故候气 皆归 

于立春前之 甘也。”又注：“凡气之 至，皆谓立春前十 

五 日，乃候之初也。”“候 其气，则始 于四气定期；候 

其 日，则随于候 日，故日谨候其 时，气可 与期也。”又 

王冰注：四时谓岁也 ，“各从主治，谓一岁之 日，各 归 

从五行之一气，而为之主 以王也”“时，谓立春之前 

当至时也。气，谓当王之脉气也。春前气至，脉气亦 

至，故日时立气布也”。可知王冰说的是“脉气”，这 

个“脉气”反映的是地道大寒节来复一阳之气，但这 

个一阳来复之气尚处于潜藏阶段 ，属 于前文说的地 

道回归日期，不可能是一年六气之始 ，六气始于大寒 

是后入的错误理解。 

由经文可 知，判 断五运 的太 过、不及 、平 气 的 

关键在于“始春”。清 ·陆儋辰《运气辨》说：“‘始 

春 ’者，或指 立春 、或 指 立春 前大 寒 、或 指正 月朔 

旦。未有定解。”《内经》对春天的解释只有两种，一 

是从立春到立夏为春天 ，如王冰注“始春”，谓春始 

于立春 日。这是 以太 阳运 动 规律所 划分 的节气 ， 

使用 的是太阳历。二是 以农历 正月 2月 3月为春 

天，称为“春三月”，此始 于正 月朔 日，这 是 以朔望 

月运动规律 所 划分 的月份 ，使 用 的是 阴 阳合 历。 

在传世农历 的历元 年，这两种 春天 的始 点 皆在 立 

春 日，即正月初 一合于立春 日，没有大寒说。其后 

则在立春 日前后所徘 徊，过 6O年周期又重合于始 

点。这两种 春天 时段 的调谐 ，就 是 目月运 动周 期 

的调谐 ，也 就是 五运 与六气 的调 谐。据 此 才能真 

正解释 清楚“求其 至也 ，皆归始春”的意思，“皆” 

字概括春 的两种含 义。就是说 ，五运 与 六气都要 

以“始春”为基准 日(在历元年，主运 与主气“皆” 

始于立春)，才 能衡量太 过、平 气、不及 ，即早 至或 

迟 至。可知“始春”和“立春”不是 一 回事，这也 在 

《内经》中有明确的阐述。 

3 气候变化说 

众所周知 ，五运六 气是讲 常变 的，知 常才能达 

变。大寒、立春属于太阳历，太阳历节气是固定不变 

的，是常 ，而一年的五运 六气有太过 、不及变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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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朔 日”的不定变化正符合这一点。 日、地关系的 

太阳历只主一年寒热温度的变化 ，不主风雨气候变 

化，只有 日、月、地关系形成 的朔望月所 主风雨才是 

气候物候变化的主角。《尚书 ·洪范》说：“月之从 

星，则以风雨”“星有好风 ，星有好雨”。孔传 ：“箕星 

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箕是东方青龙的木宿， 

毕是西方白虎的金宿。古人认为月亮在箕星就会大 

风 ，在毕星就会下雨。孔子 曾有“月离于毕 ，俾滂沱 

矣”之说。孙式子 曾说“月于箕、壁 、翼、轸，风起之 

日也 。” 

还要依据五大行星的定位才能定风雨。大寒是 

地道一阳来复时，一阳来复必然会在脉象上有反应， 

王冰称此为“脉 气”。但此 时的来复之 阳尚处于潜 

藏 阶段，没有 出地面，不可能形成 一年初 之气 的开 

始 ，只有到 了立春时才会 阳气微上 出地面而 阴气微 

下。 

古人聪慧，于是把立春常定为参照基准 日，将变 

的正月朔 日合于立春 日的那天定为历元年 ，将 立春 

和正月朔 日统一起来 ，就是说在历元年，正月朔 日合 

于立春 日，而六气的始点与五运 的始点重合，在历元 

年之外则正月朔日在立春有前后徘徊，因此说只有 

《内经》初之气始于正月朔日说是正确的。所以《灵 

枢 ·岁露论》《灵枢 ·九宫八风》《开元 占经》等古籍 

推测天灾都是从正月朔 曰开始，没有从大寒、立春开 

始的。《伤寒论 ·伤寒例》也是以阴阳合历“正月二 

月”为初之气，即以正月朔 曰为六气始点，不是 以大 

寒、立春为始点。 

徐振林 用立春 日作为初气之始，是 以太 阳历 

二十 四节气定的，强调 的是 日地关系。 日主寒 温以 

温度为主，忽视 了月地关 系，月主风雨 以湿度为主 ， 

《素问 ·八正神明论》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 

气始行 ；月郭满，则血气实，肌 肉坚；月郭空，则肌 肉 

减 ，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 以因天 时而调血 气 

也。”《灵枢 ·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 日月 

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 ，肌 肉充，皮 

肤致，毛发 坚，腠理 郄，烟垢著。 当是之 时，虽遇贼 

风 ，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 气血 

虚 ，其卫气去，形独居 ，肌肉减，皮肤纵 ，腠理开 ，毛发 

残 ，瞧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 

病人也卒暴。”气候 物候 的变化是受 日、月、地影 响 

的，所以要用阴阳合历最好，因此《内经》以阴阳合 

历的年首正月朔 日为初气之始。 

从气候温度说 ，太阳运行到南回归线是天道最 

寒冷的冬至日，即黄道上的冬至，其阳气内藏不出。 

然天地之气相差“三十度有奇”，地道最寒冷 的 日子 

不在冬至 日而在大寒 日，也是地道 阳气 内藏不 出的 

时间，天寒地冻，冰封万里。大寒 是地道最寒时，在 

三九四九天 ，不可能是春季的开始。天道 一阳生于 

冬至，地道一阳生于大寒，尚属于潜藏期。春天必须 

是 阳气上升的 时候，开始 于立春时间。如《素 问 · 

脉要精微论》说 ：“冬至四十五 日，阳气微上，阴气微 

下；夏至四十五 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内经》还 

指出，农历的正月在寅不在丑，丑月的两个节气是小 

寒 、大寒 ，寅月的两个 节气是 立春 、雨水 (最早 为惊 

蛰)，所以本年的六气开始之时绝对不在大寒。《灵 

枢 ·岁露论》说：“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天 

留官起于立春 ，不在大寒。 

支持大寒说者 ，最迷 惑人心的是高春 廷等“从 

气象资料变异系数看六气主气时段划分合理性”一 

文M ，该文通过对乌鲁木齐 、哈尔滨 、长春 、哈密、郑 

州、上海、南平、喀什、南宁、海 口10个地区的大寒起 

始与立春起始气象要素变异系数大小总体 比较 ，得 

出初之气始于大寒的结论 ，此文以科 学统计手段来 

说明问题，表面看来很科学所以迷惑心最大，伤害也 

最深 ，其研究方法及研 究结论却非常值得商榷。 因 

为五运六气理论产生于 中原地带，而所取 10个城市 

只有郑州是 中原的，东北哈尔滨、长春 2个，西部乌 

鲁木齐、喀什 、哈密 3个，长江以南就有上海、南平 、 

南宁、海 口4个 ，统计结论必然偏移，提前到大寒 ，如 

果在北方取 4个城市，统计下来必然会退后到雨水。 

对数据获取地域的代表性分布若欠缜密考虑，其数 

据偏移可想而知，则研 究结论陷于数字游戏，只能欺 

骗不懂五运六气的人或涉足不深 的人，其研究方法 

有待改进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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