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致極 著

疾病早知道
再探時空『基因』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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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先天稟賦　把握自身健康

中醫注重先天稟賦。

稟賦是個體在先天遺傳的基礎上及胎孕期間與出生時內外環境的影響下，而

呈現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綜合特徵。這種特徵可表現在體態結構之區別，也表現為生

理功能與體能的不同；或表現為心理狀態和性格差異；或表現為易患疾病的傾向方

面。這是構成人體體質的重要因素。其形成於出生之前，決定於出生之時。先天稟

賦因人而異，所以中醫在治病過程需要瞭解各人的先天稟賦特徵，或「同病異治」、

或「異病同治」，辨證論治、辨質論治，以達到最佳療效；或「不治已病治未病」，

通過飲食起居等個體生活習慣改變而起到良好的預防疾病作用。

《靈樞‧經脈》寫道：「人始生，先成精。」《靈樞‧決氣》又進一步指明：「兩

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靈樞‧天年》稱：人「以母為基，以父

為楯」。張景岳注曰：「人之生也，合父母之精而有其身，父得乾之陽，母得坤之陰，

陽一而施，陰兩而承，故以母為基，父為楯。」張景岳又稱「人之始也，本乎精血之

原」。所以人之生命是自父母之陰陽交合媾精而始，以父母精血為物質基礎，方能身

形發育，構成臟腑組織、身體結構、神志活動等生命特徵。現代遺傳學認為人類通

過生殖細胞的物質與信息傳遞，將親代的個體體質特徵給予子代。基因是這種信息

傳遞的基本單位。它由 DNA 序列來承載，以控制生物性狀的遺傳信息。這一點古今

所說意義相同，而現代醫學更能精確地進行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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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所有，先天也。」《素問‧寶命全形論》說：「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

合氣，命之曰人。」意思是說，人雖然出生於「地」，但是生命來源於「天」，而且

人是經由「天地合氣」所生成的。也就是說，人是「天」與「地」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中藏經‧人法於天地論》認為：「人者，上稟天、下委地；陽以輔之，陰以佐之；

天地順則人氣泰，天地逆則人氣否。」這都說明人出生時刻與天地、陰陽的關係密

切。《寶命全形論》開篇就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這「天地之氣」、「四

時之法」，也即出生時的時空特徵。來自於父母精血的胎元，於母體中得到滋養，孕

育十月而成形。然而，在降生一瞬間，需呼吸交流大自然元氣、感應時空地理物質

元素，才脫離母體而成為自主循環、代謝的生命，真正成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的

一員。出生時空特徵對個體先天稟賦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也可認為是另一種「基因」

密碼。

如何判析與度量不同個體之先天稟賦呢？通常還都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臨床上

只是根據某些臨床表現與舌脈體徵，來推斷先天稟賦的盛衰。雖然《靈樞‧通天》

以陰陽含量多少（少陽、太陽、陰陽和平、少陰、太陰）而分成 5 態；《靈樞‧陰

陽二十五人》更全面提出了 25 種體質分類，但在現代臨床上應用甚少。國醫大師王

琦教授提出中國人的 9 種體質學說，為現代中醫開闢了一個新局面。體質秉承於先

天，得養於後天。所謂先天，主要指先天稟賦，它包括種族、家族遺傳、婚育、種

子、以及養胎、護胎、胎教等。中醫體質學說使人們對先天稟賦有了進一步認識。

陸致極博士是著名文化學者。長期以來，他以深厚的國學修養、現代科學理念

和方法，獨闢蹊徑，對出生時間與健康、疾病關係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博覽群書，

探賾索隱，又不斷實踐求證，《又一種「基因」的探索》（2012 年）是第一本研究報

告。它參考王琦教授 9 種體質學說，對 100 多例體質測試與相應出生時空進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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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發現其具有某種關聯性，並創造性地歸納出 8 種體質 11 小類先天體質傾向的

基本模式圖。這是對「時空基因」密碼的最初解讀。數年後，他以其累積的 1085 案

例為樣本，用數理統計相關分析的方法檢測出生時空結構特徵與體質的對應關係，

創建了五臟氣機模式圖，並進一步將先天體質與五運六氣學說聯繫起來，探討了個

人先天稟賦與變遷的自然大環境之間的關係。其研究成果見於《解讀時空「基因」密

碼：疾病有數》（2017 年）。近年來，中醫界已有開展出生時間對疾病、健康影響

的臨床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從目前發表的數篇論文來看，雖調查樣本量不小，但均

以出生時五運六氣特徵來加以分類描寫。與之相比，陸先生的研究直接以出生時空

（年、月、日、時）之陰陽五行做出計量分析，顯然更為精細，也更為精確。他還兼

顧五運六氣，做出動態分析。可以這樣說，陸先生在這一領域的探索具有劃時代的

意義。

去年底，陸先生再傳捷報：新作《疾病早知道》（《解讀時空「基因」密碼》續

集）已定稿。這是他相關研究的第三本著作，從疾病入手，以所收集的七類常見病案

（986 例）以及癌症病案（238 例）為樣本，使用模糊聚類和邏輯回歸算法和電腦

程序，展示了個體出生時間的時空結構與後天多種疾病之間的相關性。也揭示了各

類先天疾病模型特徵，並應用電腦程序對先天稟賦之潛在疾病信息進行預測。陸先

生發現，先天五臟能量分布的偏頗性是後天發生疾病的重要條件，五臟相剋關係是

潛在疾病發生的主要線索。他還發現，五臟內部陰陽關係的偏頗性與疾病的關係，

許多癌症病案顯露了這樣的特殊性。這為進一步解讀時空基因信息積累了有益的經

驗。本書基於疾病患者的先天稟賦分析，在臨床上更有意義，據此制定的個體化健

康指導方案，更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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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業孟（1962—），醫學博士，先後畢業於上海中醫藥大學與北京中醫藥大學。曾任職

上海醫科大學（現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現為美國紐約中醫學院院長，兼任美國針灸與東

方醫學院校認證委員會（ACAOM）主席、全美華裔中醫藥總會（NFCTCMO）會長、世界中

醫藥學會聯合會主席團執行委員、世中聯頭針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世中聯教育指導委員會常務

理事、海外華人中醫論壇副主席、世界華人中醫醫師協會副會長、上海中醫藥大學、江西中醫

藥大學、復旦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院客座教授、人民衛生出版社中醫藥專家委員會委員。

陸先生的研究工作繼承了中華先哲的智慧，結合現代大數據，運用統計學和電

腦程序，用「時空基因」的概念，使先天稟賦成為能計量的數組，探討它與體質、進

而疾病的相互關係。這雖然只是嘗試，還有需完善之處，但這項研究從中醫本源出

發，運用現代科學的思想與方法，以現代醫學「金標準」的循證思維，使「模糊」的

中醫概念有了「定量」或「半定量」的數學模式，為中醫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

鄙人才疏學淺，承蒙陸先生垂青，三邀為其上述相關著作寫序，盛情難違，

倍感榮耀。數年來目睹陸先生堅持不懈、精益求精、砥礪前行的探索過程，敬佩不

已，衷心期待他的研究在實踐應用方面有新的成就！

陳業孟

2019 年 1 月 7 日於紐約中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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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自 2010 年以來，我一直關注著這個課題：個人的出生時空與其健康之間的相關

性。事實上，個人出生時空聯繫着他的生命信息，是根植於東方古老文化沃土中的

一個偉大假說。

2012 年初出版的《又一種「基因」的探索》，是我最初的研究手記。當時收集

的案例雖少，但已經可以觀察到，自然時空給每一個新生兒打上的「印記」與其先天

體質的構成有着密切的聯繫。我不能不由衷地贊嘆中華先哲的天地人合一的智慧。

因為《黃帝內經》說：「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我把個體初始狀態下這種天地「合

氣」的結果，稱之為「時空基因」，以區別於現代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基因。

由於多年案例的積累，時空基因與體質的相關性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應

用現代大數據的科學理念和方法，不僅可以證明出生時空裡確有先天體質的信息，

同時，運用統計學方法和電腦程序，還可以根據出生時空特徵去預測個人的體質類

型，這為在現代去實踐古中醫「治未病」的理想打開了廣闊的天地。這是去年出版的

《解讀時空基因密碼：疾病有數》的主要內容。

本書是上述工作的繼續。它的主題是：時空基因與疾病的相關性。

它以收集到的七類常見病案（心臟病、腦血管病、肝系病、肺系病、腎系病、胃

病和糖尿病）以及三種癌症病案（肝癌、肺癌、胃癌）為樣本，使用數理統計（模糊

聚類和邏輯回歸）算法和電腦程序，展示了個體出生時空結構與後天多種疾病之間的

相關性。在深入挖掘和描寫各類先天疾病模型特徵的基礎上，實現電腦程序對先天

稟賦之潛在疾病信息的預測工作。接着，將它們與《黃帝內經》五運六氣學說聯繫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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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種先天時空與後天運氣推移的結合，內因條件與動態的外部環境的結合，進

一步完善了作者提出的因時制宜、與時俱進的個性化保健策略。

在時空基因與先天潛在疾病關係的具體探究過程中，作者有不少新的發現。比

如，先天五臟能量分布的偏頗性是後天發生疾病的重要條件；五臟相剋關係是潛在

疾病發生的主要線索；不僅要重視五臟之間的五行生剋的偏頗性，還要更深入地挖

掘五臟內部陰陽關係的偏頗性，許多癌症病案顯露了這樣的特殊性，等等。這為進

一步解讀時空基因密碼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作者認為，時空基因的研究，應該是一個承繼中華優秀文化智慧、並在現代科

學方法和工具的幫助下使之發揚光大、服務於人類健康事業的大項目。它凸顯了東

方生命觀的重要特徵。囿於作者個人有限的資源和學識，不可能獨自去完成這樣的

大項目。作者之所以殫精竭慮，反復實驗，鍥而不捨，完全是出自對中華先哲那種

超越時代的睿智的由衷敬仰。事實上，本書只是為開展這樣的項目提供一個理論分

析模型，提供一個如何實施它的雛形框架，期盼有志於復興中華文化的讀者（或單

位）一起來參加這種探索。目前引用的僅一千多個案例，如果我們有上萬個臨床分類

案例作為分析的基礎，讓數據來說話，那將是怎樣的景象啊！

作者在本書的實驗和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和鼓勵，他們中有：

盧津源、王永成、鮑卿、戴理宏、何重建、莊圓、胡志強、金曉常、吳道平、吳本

榮、徐飛、安廣青、梁知、洪大德、秦瑋、祁漢群、奚頌華等。作者要感謝全美華

裔中醫藥總會會長、紐約中醫學院院長陳業孟博士再次為本書寫了序言；邢斌醫師

閱讀了部分初稿，提了有益的意見；我的學生們為這項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孫曉

龍為本書製圖和校對做了大量工作，他是我的數據與程序的工程師；夏林、張楠（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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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學博士）為本書的統計程序提供了意見，謝平、王建濤、陳安定提供了資料，秦敏

禾則直接在臨床治療方面參與了本書的實踐（見附錄 1）。作者還要感謝妻子魏曉明

的支持。最後，要向本書的責任編輯吳春暉先生，為他一如既往的熱情支持和辛勤

勞動，致以衷心的謝忱。

已近歲暮，窗外的殘雪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此時我想起了英國詩人雪萊的詩

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陸致極

2018 年 12 月 18 日於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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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總統先生，……」

2000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在人類科學發展史上，尤其是現代生命科學研究史

上，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一天，參加人類基因組工程項目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的 6

國科學家共同宣布，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製工作已經完成。

這一天，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向全世界宣布完成了人類基因組圖譜的草圖。

他說：「今日，我們學習了上帝創造生命的語言。在具備這種深奧的新知識後，人類

即將獲得嶄新強大的治療力量。」

話語中充滿了自信、自豪，躊躇滿志。這也是當時活躍在生命科學研究前沿的

科學家們的共同心態。

誠如成功地發現 DNA 是雙螺旋結構的科學家之一——美國生物學家詹姆斯‧

沃森在《DNA：生命的秘密》中說：「如今，DNA 這本『人類說明書』就完整地呈現

在我們眼前。」（1）

什麼是 DNA？對今天的讀者來說，DNA 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化學專用名詞了。

DNA 是脫氧核糖核酸（2），是染色體的主要化學成分。帶有遺傳訊息的 DNA 片段稱

為基因（遺傳因子）。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構造和性能，是控制生物性狀的基本遺

傳單位。

基因的研究歷史並不算久遠。它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 60 年代，遺傳學家孟德爾

（3）提出的生物的性狀是由遺傳因子控制的觀點。但這僅僅是一種邏輯推理。

「基因」（4）這個詞，是 1909 年丹麥遺傳學家約翰遜（5）在《精密遺傳學原理》

一書中正式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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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期，美國遺傳學家摩爾根（6）通過果蠅的遺傳實驗，認識到基因存在於

染色體上，並且在染色體上是呈線性排列，從而得出了染色體是基因載體的結論。

他由此得到了諾貝爾獎（1933 年）。

真正引起生物學一場革命的是確定 DNA 的結構。這個歷史性工作是由美國沃森

和英國克里克在 1953 年春天成功揭開的。他們發現，DNA 具有一種微妙的雙螺旋

結構。在雙螺旋的兩部分之間，由四種化學物質組成的鹼基（G，C，A 和 T）對扁

平環連結着，遺傳物質可能就是通過它來複製的。這就是說，DNA 就是傳承生命的

遺傳模板。（7）這是對人類生命密碼的破譯。

為了探索人類自身的奧秘，1985 年由美國科學家率先提出、於 1990 年正式啟

動了人類基因組計劃（8）。這是一項規模宏大、跨國跨學科的科學探索工程。其宗旨

在於測定組成人類染色體中所包含的 30 億個鹼基對組成的核苷酸序列，從而繪製人

類基因組圖譜，並且辨識其載有的基因及其序列，達到破譯人類遺傳信息的最終目

的。換言之，它要揭開組成人體 2.5 萬個基因的 30 億個鹼基對的秘密。這個計劃預

算高達 30 億美元。人類基因組計劃，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並稱

為 20 世紀偉大的科學工程，被譽為生命科學的「登月計劃」。

這個計劃於 2005 年完成。各國所承擔的工作比例約為美國 54%，英國 33%，

日本 7%，法國 2.8%，德國 2.2%，中國 1%。科學家發現人類基因數目約為 2.5 萬

個，遠少於原先 10 萬個基因的估計。

基因組序列圖首次在分子層面上為人類提供了一份生命「說明書」，不僅奠定了

人類認識自我的基石，推動了生命與醫學科學的革命性進展，而且為全人類的健康

帶來了福音。人類基因組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在此之前，人類基因組草圖已於 2000 年 6 月完成。它向全世界正式宣告，正

是本文開頭所述那個值得紀念的 2000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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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今天科幻電影裡所展示的那樣——時空可以「倒轉」，我，一個中國傳

統文化的愛好者和研究者，可以出現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告人類基因組圖譜的草圖

完成的華盛頓白宮現場的草地上，我會對這位美國總統說：

尊敬的總統先生，誠如您說的，「今天我們學習了上帝創造生命的語

言。」那只是「上帝」創造生命的公開語言。您或許壓根兒就不知道「上

帝」還有另外一套私密的暗語。而我們中華的先哲，早在二千多年前就開

始在解密「上帝」私密的暗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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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詹姆斯‧沃森：《DNA：生命的秘密》，前言。

2	 DNA，為英文 Deoxyribonucleic	Acid 的縮寫。

3	 孟德爾（1822～1884），奧地利修道士，是遺傳學的奠基人，被譽為現代遺傳學之父。

4	 基因：Gene；把它譯成中文「基因」的是生物學家談家禎教授。

5	 維爾赫姆‧路德維希‧約翰遜（1857-1927），丹麥遺傳學家。

6	 托馬斯‧亨特‧摩爾根（1866-1945），美國進化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和胚胎學家。

7	 隨着分子遺傳學的發展，人們進一步認識了基因的本質。自從 RNA 病毒發現之後，基因

的存在方式不僅僅只存在於 DNA 上，還存在於 RNA 上。由於不同基因的脫氧核糖核苷

酸的排列順序（鹼基序列）不同，因此，不同的基因就含有不同的遺傳信息。

8	 英語是：Human	Genome	Project,	H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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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的學習和研究，讓筆者深切地感受到，人具有兩個生命體。

一個是父母給的遺傳生命體，也就是這個有血有肉的「有形」身體；另一個是

天地給的「自然」遺傳生命體，就是《黃帝內經》所說的「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

法成……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這是一種「無形」的生命體。它的構成是

「氣」。它運行狀態的標識是陰陽和五行。

有形體的肉身和這無形體的「氣」乃至於「神」的結合，一陰一陽，才構成了真

實的生命。所以，《易經》說「一陰一陽謂之道」（1），道就是生命。換句話說，「有形」

和「無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形神俱備，才構成了人的真實的生命活動。

筆者以為，這個生命體——與天地相通的生命體，它的生、長、旺、衰過程，

正是具有千年傳統的中華術數和中醫學研究的核心內容。

方法論

現代科學，這裡指的是哥白尼、牛頓以來的近現代科學體系，尤其是在此科學

體系思想指導下的現代醫學，在短短的三、四百年內，對這個「有形」生命體做出了

深刻的探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豐碩成果。

但是，包括醫學在內的、現代科學之偉大的成就，使一些受過現代教育的人的

心理膨脹起來，自大起來、狂妄起來。於是，凡是不同於這個體系的觀念、方法和

研究，都被斥之為「不科學」、甚至是「偽科學」。大概到上世紀中葉，這種「機械

唯物論」的思潮走到了它的巔峰。

然而，隨着科學的進步，人們觀察到了一系列新的現象，比如量子糾纏等，這

讓今日的科學家們捫心自問，到底你對這個世界認識的程度到了哪個地步了？

他們終於發現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從原來那種自以為對這個世界的框架已

經基本刻畫完畢、只需要填補一些細節就可以了，又重新回到了三百多年前牛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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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只是在知識的大海邊上拾幾個貝殼便引以為豪的地步。也就是說，從自大、

目空一切，回到了謹慎、謙遜。這本該是研究科學應有的基本態度啊！這次，他們

真心承認，現代科學對這個廣袤的世界的認知還十分有限。（2）於是，真正有眼光、

有抱負的科學家，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東方，投向了已經被冷落了很久的東方智慧

的寶庫。

這是我們東方文化復興的歷史機緣呵！

在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上，按筆者粗淺的看法，從大方面來講，可以歸為兩大類：

一類是追求因果關係。這是近現代科學所遵循的、也是竭力做到的。它的思想

來源是古希臘的哲學，尤其是原子論。它是一種以形式邏輯、數學表述以及實驗室

條件可以重複性為基礎的科學探究，從現象中尋找其背後的抽象的規律。

另一類，筆者稱之為是追求相關關係。它把世界上的各種現象，根據其相關性

聯繫起來，從而在經驗的基礎上尋找出藏在現象背後的某種規律性來。

我們東方傳統的探究就具有這樣的特徵。因此，它直接以現象，或稱「象」為紐

帶，從不同事物的相關關係中挖掘規律。它可以把天、地、人聯繫起來，去認識生

命的真諦。我們古代「六經之首」的易經，我們歷史悠久的中醫學，都是沿着這樣的

探究途徑走過來的。

事實上，今天科學界提出的大數據時代，正是在向這種研究傳統靠攏。平心

而論，這種研究方法，有它的長處，也有它的短處。它的長處是可以把看來不相關

的東西相互聯繫起來，探尋個究竟。它可以讓思想的觸角延伸到廣袤的宇宙，天、

地、人都是它探秘的目標。它不僅可以用於微觀，而且擅長於用在宏觀上。它可以

避免現代科學帶有的「原子論」的局限。現代科學為了有效地尋找因果關係，必

然把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不斷地排除在外，其結果常常把科學的成果僅限於實驗室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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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它的短處呢？它需要依靠探究者的領悟或悟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

以，現代科學的發展可以日積月累，與時俱進，短短幾百年，涓滴之水已經匯成了

萬頃碧波；而傳統智慧下的探索，往往是一個高峰以後，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再

看到另一座高峰。

然而，如果我們結合大數據時代所提供的科學調查手段、數理統計方法以及電

腦工具，這種模糊性是可以被逐漸克服的。新時代的科學思維，包括大數據的思想

和工具，為傳統的探究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所以說，我們不僅趕上了

歷史的機緣，同時還趕上了方法論、研究工具成熟的年代，使我們不僅有了繼承我

們祖先東方智慧的歷史機遇，而且還具有了進一步在現代開拓這種智慧的思想方法

和物質條件。

讓我們珍惜這樣的歷史機緣和當代先進的工具條件吧。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

是十分幸運的。

時空基因

無論是現代科學，包括生物學、生理學和醫學，還是東方的生命科學，都關注

着人體生命的基本構成和它的初始狀態。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是現代「混沌理論」的重

要內容。大家熟悉的所謂「蝴蝶效應」正是對初始條件作用的形象性描述。（3）。

在今天科學的眼光下，支持着有形生命體的基本構造和性能的是基因（遺傳因

子）。它是具有遺傳效應的 DNA 片段，儲存着生命的種族、血型、孕育、生長、衰

亡等過程的全部信息。

人們對基因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自 19 世紀 60 年代，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

提出生物的性狀是由遺傳因子控制的觀點；到 20 世紀初，美國遺傳學家摩爾根通過

果蠅的遺傳實驗，得出了染色體是基因載體的結論；再到 20 世紀 50 年代，沃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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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提出雙螺旋結構，基因的本質已經顯露在人們的眼前，於是有了一場 DNA 革

命。接着是 1990 年正式啟動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六國科學家參加的「人類基因組計

劃」。到本世紀初，這個計劃下的人類基因組草圖繪製工程圓滿完成，它標誌了現代

生命科學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製成功，不僅讓人們初步瞭解了人類的基因信息，還讓生

命科學變成了數據密集型學科，從而便利了隨後的研究工作。從目前的趨勢來看，

科技界正努力將相關學科變成數據密集型學科，然後再推動這個學科相關知識的商

業化。人類健康不僅與基因相關，還與基因所處的微觀環境相關聯，提倡在分子水

平上進行研究的「精準醫療」也由此問世。

這是現代科學已經做的。基因工程已是現代生命科學技術的重要領域。

那麼，對於無形生命體呢？

我們中華的先哲早就開始研究了。這可以追溯到中醫學產生和形成的古老年

代。中醫典籍《黃帝內經》成書於先秦至西漢時期，距今也有兩千多年了。誠如筆者

在《解讀時空基因密碼：疾病有數》（以下簡稱《解讀時空基因密碼》）一書中已

經指出，這個無形生命體來自天地，來自自然，來自宇宙時空場。它是自然遺傳生

命體。

這裡，讓我們再次重溫《黃帝內經》中的這段名言：

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

成……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

天地為之父母……（4）

它說明：

（1）除了有血緣關係的親生父母之外，自然或天地，也是人的「父母」，故「人

以天地之氣生」；「天地為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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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裡有天、地、人三者。請注意：它不僅不是西方哲學中的天人絕然二分；

而是認為自然界上有天，下有地，人活動於天地之間：「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

居也」；（5）而且，人本身就是天地「合氣」作用的結果，所以「天地合氣，命之曰人」。

（3）天地的本原是什麼？是「氣」。

「氣」是中國古代自然哲學中標示物質存在的基本範疇。進入中醫學後，它也成

了中醫學理論的基石。在我們古人的眼裡，自然和人，都是由同一種運動着的基本

材料化生而成。這個基本材料就是「氣」。正是它的流蕩不息，才有自然界的一切。

人之所以為人，並不是因為它是天地間的普通一物，而是因為它是天地神化機會的

一種傑作。人是宇宙自然的縮影、副本，他與天地是相類共通的。

顯然，由於「氣」，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體，氣機相互呼應，息息相通。而且，

宇宙是一個大天地，人身是一個小天地。人與自然之間存在着共通的規律。這個共

通的規律，正是氣機活動的規律。

根據《黃帝內經》這段經典文字，我們可以體會到：當新生兒從母親肚裡生出

來，剪斷臍帶、哇的一聲打開口門和肺門之時，他開始直接感受到外部環境的天地

自然之氣。此時，自然時空的狀態就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記，形成了一個人的

自然遺傳生命體，即所謂「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的個體自然人。

正是這個自然（天地或宇宙時空場）賦予新生兒的這個生命初始結構，筆者稱之

為「時空基因」。

時空基因的表述

如何表述這個「時空基因」呢？

在中醫學和傳統術數研究史上，對於自然「氣」運動的表述曾經出現過兩種不同

系統的表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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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五運六氣學說。

運氣學說導源於《黃帝內經》中的「運氣七篇」（6），佔了現今《內經》的三分

之一篇幅，它被譽為「中醫的最高核心理論」。

運氣學說認為，每一年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象特點。這種年度之間的氣候差異，

以 60 年為一個週期。根據運氣學說，天地之間存在着兩大氣象要素系統：一個是

「五運」系統，由木、火、土、金、水五氣構成，按五行結構法則組織起來，稱為

「五運」；另一個是「三陰三陽」系統，由風、熱、暑、濕、燥、寒等六氣構成，按

三陰三陽（即少陰、太陰、厥陰、少陽、太陽、陽明）的結構法則組織起來，稱為

「六氣」。

在五運內部，又分大運、主運和客運。大運主管每年全歲的五運之氣。五行之

氣處於天地升降之中，故又稱「中運」；以其一運統治一歲，因此也稱為「歲運」。

大運一個週期為 5 年。主運則主宰一年之中五個時令季節的一般常規氣候變化。也

就是自大寒日起，每運各主 73 日零 5 刻。客運指每年五個時令季節中的特殊變化。

在六氣內部，也分主氣和客氣。主氣和主運的基本意義相同，但它將一年分為 6

步或 6 個節段（時間段）。主氣反映每年各個節段氣候的一般常規變化；客氣是它們

的異常變化。

於是，根據五運和六氣這兩大系統之間、以及它們內部發生的相生相勝、相吸

相斥的交互作用，在許多因素的自然綜合過程中，形成了 60 種年氣象類型，正好是

一個甲子的 60 年循環週期。而這不同的 60 年氣象類型，按照《內經》提供的方法，

可以根據天干地支符號所標記的陰陽五行內容一一演算出來。

天干地支是運氣學說的推演符號，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以及「十干化運」的情

況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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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天 干 ：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干化運：	甲己——土運

	 乙庚——金運

	 丙辛——水運

	 丁壬——木運

	 戊癸——火運

「十干化運」是根源於日月星球運動對地球的影響，具體說，是由二十八宿位於

天體上的方位來決定的。

根據前文所述的「人與天地相應」的共通律，這自然氣候的變化會影響到人體

的健康和疾病。在正常情況下，人體能按照運氣規律加以調節，跟年度氣象類型同

步，並與之適應。但是，如果不適應年度氣候出現的異常變化，人體就會出現跟氣

候變化特點相關的外感病、流行病。

五運六氣學說，作為祖國醫學基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古人長期認真觀察

自然界氣候變化現象，以及氣候對人體生理、病理方面所產生的影響，逐漸總結出

來的一套醫學氣象理論。自然界存在着的氣候變化，以及生物（包括人體在內）對這

些變化所產生的相應反應，是運氣學說得以形成的物質基礎。

運氣學說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瑰寶。《素問 ‧ 六節藏象論》說：「不知年之所

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這是告誡為醫者，若不知年歲運氣之

盛衰變化，則不可以言醫。——「不知運氣而為醫，欲其無失者鮮矣。」

關於五運六氣學說的應用，筆者在《解讀時空基因密碼》中曾做過較深入的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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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四柱干支哲學。

這是唐宋時代形成的一種術數體系。它用干支符號組成的四柱結構，來表述時

間軸上前後相續的「氣」的運動狀態。同樣是干支，這裡的干支符號系統的內涵跟運

氣學說應用的干支內涵有差異。以下是干支符號模型（其中 +代表陽，- 代表陰）：

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陰陽 ＋ － ＋ － ＋ － ＋ － ＋ －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方位 東 南 中 西 北

地支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陰陽 ＋ － ＋ － ＋ － ＋ － ＋ － ＋ －

五行 木 土 火 土 金 土 水 土

方位 東 南 西 北

四時 春 夏 秋 冬

月份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表 1.1 干支符號模型

由 10 個天干與 12 個地支按序組合，便構成了 60 個干支，稱為「六十甲子」。

由於干支符號既有表述時間的功能，又具有陰陽五行的內涵，它可以成為刻畫自然

「氣」運動的良好工具。每一個相對獨立的氣運動片段，都可以用一個四柱結構來

表述。比如，筆者此時寫作的當下時間是：2018 年 11 月 3 日下午 4 點。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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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為：

時空結構

戊 壬 己 壬

戌 戌 亥 申

陰陽五行結構

＋ 土 ＋ 水 － 土 ＋ 水

＋ 土 ＋ 土 － 水 ＋ 金

表 1.2 四柱時空結構（+ 表示陽；- 表示陰）

左側是 2018 年 11 月 3 日下午 3-5 點這個時段的四柱時空結構，根據干支符號

模型，它又可以「翻譯」成右側的一個具有「陰陽五行」內涵的結構，它刻畫了這個

時空片段的氣運動的狀態。

這裡可以看到，在運氣學說的框架下，它所刻畫的氣運動的最小時間片段是年

內的 6 步節段（六氣），時間跨度約兩個月或 60 天；而四柱干支哲學所能刻畫的最

小時間片段是 2 個小時。因此，聯繫到新生兒的時空基因結構的表述，應用運氣學

說的表述，兩個月內出生的新生兒將共享同一個時相框架；但若應用干支哲學，則

每 2 個小時就有一個獨立的時空結構。再看總體情況，運氣學說每 30 年一次循環，

共有 180 個不同的時相框架；四柱干支是每 60 年一個循環，共有 561,600 個不同

的時空結構。顯而易見，在描寫的「精細」方面，兩者簡直不能同日而語。

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個體人出生時間的氣運動狀態的描述則選擇干支哲學的表

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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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做這樣的比較和選擇，並沒有絲毫貶低運氣學說價值的意思。因為運氣

學說所刻畫的是自然界的氣象和物候的變遷。這種變遷的刻畫不可能使用兩小時的

時間跨距。《素問‧六節臟象論》說：「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

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顯然，古人以五日為一個最小氣候變化節律，四季

七十二候為一年，周而復始。這是其一。

其二，誠如《解讀時空基因密碼》所做的，在研究了個體的「時空基因」信息以

後，我們仍然要回到五運六氣，來觀察作為外部環境的氣象、物候變化對個體人的

影響，由此尋找因時制宜、與時俱進的個體人養生防病的保健策略。

總之，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寶庫中，筆者找到了「時空基因」的表述：

時空基因 =出生時的四柱結構

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時空基因就是他出生時反映自然氣運動狀態的四柱時空結

構。這個時空基因聯繫着這個個體人的先天稟賦。

在《解讀時空基因密碼》一書中，我們探討了個體人時空基因與先天體質之間的

相關性。作為它的續篇，本書所要探討的主要課題是：個體時空基因與先天潛在的

疾病傾向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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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易經》「繫辭上」。

2	 按照施一公教授 2016 年 1 月 17 日在「未來論壇」年會上的講話：「科學發展到今天，

我們看到的世界，僅僅是整個世界的 5%。這和 1000 年前人類不知道有空氣，不知道

有電場、磁場，不認識元素，認為天圓地方相比，我們的未知世界還要多得多，多到難

以想像。」（《生命科學認知的極限》）

3	 作為數學的一個分支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研究對初始狀態高度敏感的動

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初始狀態的微小不同，比如數值計算中數字捨入的差別，計算

的結果會有巨大的差異。即使一個系統是決定的，也就是未來的行為完全取決於初始狀

態，沒有任何隨機成分在內，由於初始條件的細微差別，也不能保證系統的可預測性。

	 	 	 1961 年，氣象學家 Edward	Lorenz（1917-2008）開發了一個預報天氣的程序。

有一次他在電腦上用那個程序進行第二次計算時，為了使運算快一點，Lorenz 沒有讓電

腦從頭開始運算，而是從中途開始，把上次的輸出結果直接輸入作為計算的初值。一小

時後，他發現了出乎意料的事：天氣變化從第一次的模式迅速偏離，在短時間內，天氣

的模型變得完全不一樣了。Lorenz 後來檢查計算過程發現，原因是出在輸入的數據是

0.506，精準度只有小數點後 3 位，但該數據正確的值為 0.506127，到小數點後 6 位。

	 	 	 輸入的細微差異會導致輸出數值的巨大差別，這種現象就被稱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

性。1963 年，Lorenz 發表論文「決定性的非週期流」分析了這個效應。後來他有一個

比喻說：「一隻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一個月後會在美國德州引起龍捲風。」因此這種初

始條件不同引起的連鎖巨大變化，又被稱為「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s）。

4	 《素問‧寶命全形論》。

5	 《素問‧六微旨大論》。

6	 它們是《天元紀大論》、《五行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

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後世稱為「運氣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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