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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笔者曾在文献[1]中破解过纳音五行的天文学背景，但有瑕疵，误把火星纳入而忽

视了重要的月球。本文依照天人合一第一规律重新破解纳音五行玄机的天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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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discovered the astronomy background of Nayin Five Elements

in reference [1]. The research had an area for improvement since it included the

Mars by mistake and ignored the important Moon. In this paper, we applied the first

law of Heaven Human Combining into One and re-uncovered the millennium mystery of

Nayin F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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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甲子纳音五行是仿照古乐六十律，将五行藏纳于五音中建立起来的，如表 1所示，

每两个干支年对应一个纳音五行，轮回周期为 60 年，是天人合一、五行理论中一个重要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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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医、易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其背后玄机一直是千古之谜。习近平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笔者曾在文献[1]中破解过纳音五行之天文学背景，但有瑕疵，

误把火星纳入而忽视了重要的月球。本文依照天人合一第一规律，重新破解纳音五行玄机的

天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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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人合一第一规律

靳九成等 2001 年依现代天文物理学、宇宙生物学等提出天人合一三大作用机制（万有

引力、电磁波、高能粒子流）和天人合一模型（二十八宿背景下的日、月、水、金、火、木、

土七曜），发现了天人合一第一规律：日、水、金、火、木、土、近点月+朔望月对地、对

人视运动分别具有 1、10、5、2、12、30、60 年轮回准周期性（图 1），七曜具有共同会合

准周期 60 年，如表 2 所示，施加给地、人体影响的准周期为 60 年[2-3]。

(a) 七曜的 60 周年视运动轨迹 (b)中心放大图 (c)月球轨迹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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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月、水、金、火、木、土七曜的 60 周年视运动轨迹

表 2 日、月、水、金、火、木、土七曜视运动不同运动状态

n状态

（60甲子）

太阳历经

时间(年)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 星 近点月对地 朔望月对地

历经周数 历经周数 历经周数 历经周数 历经周数 历经周数（特征点） 历经周数

甲子 1 4.1 1.6 0.5
1
12

1
30

13.25 (00) 12.367

乙丑 2 8.2 3.2 1.0
2
12

2
30

26.50 (53) 24.733

丙寅 3 12.3 4.8 1.5
3
12

3
30

59.75 (46) 37.100

丁卯 4 16.4 6.4 2.0
4
12

4
30

53.0 (39) 49.467

戊辰 5 20.5 8.0 2.5
5
12

5
30

66.25 (32) 61.833

己巳 6 24.6 9.6 3.0
6
12

6
30

79.50 (25) 74.200

庚午 7 28.7 11.2 3.5
7
12

7
30

92.75 (18) 86.567

辛未 8 32.8 12.8 4.0
8
12

8
30

106.00 (11) 98.933

壬申 9 36.9 14.4 4.5
9
12

9
30

119.25 (04) 111.300

癸酉 10 41.0 16.0 5.0
10
12

10
30

132.50 (57) 123.667

甲戌 11 45.1 17.6 5.5
11
12

11
30

145.75 (50) 136.033

乙亥 12 49.2 19.2 6.0 1.0
12
30

159.00 (43) 148.400

丙子 13 53.3 20.8 6.5
1

1
12

13
30

172.25 (36) 160.767

丁丑 14 57.4 22.4 7.0
2

1
12

14
30

185.50 (29) 173.133

戊寅 15 61.5 24.0 7.5
3

1
12

15
30

198.75 (22) 185.500

己卯 16 65.6 25.6 8.0
4

1
12

16
30

212.00 (15) 197.867

庚辰 17 69.7 27.2 8.5
5

1
12

17
30

225.25 (08) 210.233

辛巳 18 73.8 28.8 9.0
6

1
12

18
30

238.50 (01) 222.600

壬午 19 77.9 30.4 9.5
7

1
12

19
30

251.75 (54) 234.967

癸未 20 82.0 32.0 10.0
8

1
12

20
30

265.00 (47) 247.333

甲申 21 86.1 33.6 10.5
9

1
12

21
30

278.25 (40) 259.700

乙酉 22 90.2 35.2 11.0
10

1
12

22
30

291.50 (33) 272.067

丙戌 23 94.3 36.8 11.5
11

1
12

23
30

304.75 (26) 284.433

丁亥 24 98.4 38.4 12.0 2.0
24
30

318.00 (19) 2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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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 25 102.5 40.0 12.5
1

2
12

25
30

331.25 (12) 309.167

己丑 26 106.6 41.6 13.0
2

2
12

26
30

344.50 (05) 321.533

庚寅 27 110.7 43.2 13.5
3

2
12

27
30

357.75 (58) 333.900

辛卯 28 114.8 44.8 14.0
4

2
12

28
30

371.00 (51) 346.267

壬辰 29 118.9 46.4 14.5
5

2
12

29
30

384.25 (44) 358.633

癸巳 30 123.0 48.0 15.0
6

2
12

1.0 397.50 (37) 371.000

甲午 31 127.1 49.6 15.5
7

2
12

1
1
30

410.75 (30) 383.367

乙未 32 131.2 51.2 16.0
8

2
12

2
1
30

424.00 (23) 395.733

丙申 33 135.3 52.8 16.5
9

2
12

3
1
30

437.25 (16) 408.100

丁酉 34 139.4 54.4 17.0
10

2
12

4
1
30

450.50 (09) 420.467

戊戌 35 143.5 56.0 17.5
11

2
12

5
1
30

463.75 (02) 432.833

己亥 36 147.6 57.6 18.0 3.0
6

1
30

477.00 (55) 445.200

庚子 37 151.7 59.2 18.5
1

3
12

7
1
30

490.25 (48) 457.567

辛丑 38 155.8 60.8 19.0
2

3
12

8
1
30

503.50 (41) 469.933

壬寅 39 159.9 62.4 19.5
3

3
12

9
1
30

516.75 (34) 482.300

癸卯 40 164.0 64.0 20.0
4

3
12

10
1
30

530.00 (27) 494.667

甲辰 41 168.1 65.6 20.5
5

3
12

11
1
30

543.25 (20) 507.033

乙巳 42 172.2 67.2 21.0
6

3
12

12
1
30

556.50 (13) 519.400

丙午 43 176.3 68.8 21.5
7

3
12

13
1
30

569.75 (06) 531.767

丁未 44 180.4 70.4 22.0
8

3
12

14
1
30

583.00 (59) 544.133

戊申 45 184.5 72.0 22.5
9

3
12

15
1
30

596.25 (52) 556.500

己酉 46 188.6 73.6 23.0
10

3
12

16
1
30

609.50 (45) 568.867

庚戌 47 192.7 75.2 23.5
11

3
12

17
1
30

622.75 (38) 581.233

辛亥 48 196.8 76.8 24.0 4.0
18

1
30

636.00 (31) 593.600

壬子 49 200.9 78.4 24.5
1

4
12

19
1
30

649.25 (24) 605.967

癸丑 50 205.0 80.0 25.0
2

4
12

20
1
30

662.50 (17) 618.333

甲寅 51 209.1 81.6 25.5
3

4
12

21
1
30

675.75 (10) 6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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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卯 52 213.2 83.2 26.0
4

4
12

22
1
30

689.00 (03) 643.067

丙辰 53 217.3 84.8 26.5
5

4
12

23
1
30

702.25 (56) 655.433

丁巳 54 221.4 86.4 27.0
6

4
12

24
1
30

715.50 (49) 667.800

戊午 55 225.5 88.0 27.5
7

4
12

25
1
30

728.75 (42) 680.167

己未 56 229.6 89.6 28.0
8

4
12

26
1
30

742.00 (35) 692.533

庚申 57 233.7 91.2 28.5
9

4
12

27
1
30

755.25 (28) 704.900

辛酉 58 237.8 92.8 29.0
10

4
12

28
1
30

768.50 (21) 717.267

壬戌 59 241.9 94.4 29.5
11

4
12

29
1
30

781.75 (14) 729.633

癸亥 60 246.0 96.0 30.0 5.0 2.0 795.00 (07) 742.000

甲子 61 250.1 97.6 30.5
1

5
12

1
2
30

808.25（00） 754.367

2 七曜视运动的纳音五行

2.1 七曜视运动前半甲子 30 年的 15 个独立五行状态的纳音五行

依照天人合一第一规律、表 2，土星视运动周期为 30 年。如图 2 所示，从 A 点出发历

经第 1个 2 年到达 B 点，历经第 2 个 2 年从 B 到达 C 点，……，历经第 14 个 2年从 N 到达

O点，历经第 15 个 2 年，即 30 个甲子年从 O回到 A 点。当土星从 A历经甲子年、乙丑第 1

个 2 年转过 1/15 周角运动到 B 点时，太阳视运动沿黄道周转 2 圈回到原点，火星正好转 1

周，水、金星各转 8.2、3.2 周，即位相各转过 1/5 周，木星转过 1/6 周，近点月转过 26.50

周、朔望月转过 24.733 周（即位相分别转过 0.50、0.733 周），太阳、土、火、水、金、

木、月七曜视运动在这 2年中对人体的综合影响用 A 状态表征。土星从 B 历经丙寅、丁卯、

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年转过 2/15、3/15、4/15、5/15 周经 C、D、E 到 F，

太阳依次沿黄道转过 2圈回到原点，火星仍每次 2 年回到原点，水、金星位相各次转过 1/5

周而回到原点，木星转经 2/6、3/6、4/6 到 5/6 周，近点月转过 53.00、79.50、106.00、

132.50（即位相各转过 0.00、0.50、0.00、0.50）周，朔望月转过 49.467、74.200、98.933、

123.667（即位相各转过 0.467、0.200、0.933、0.667）周。七曜视运动这四个状态对人体

的综合影响用 B、C、D、E表征。土星从 F转过下一轮 5个 2 年（甲戌、乙亥、丙子、丁丑、

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即转过 6/15、7/15、8/15、9/15、10/15 周，历

经 G、H、I、J、到 K，太阳依次沿黄道转过 2 圈回到原点，火、水、金星重复上一轮 10 年

五个状态各回到原点，木星转过 1、7/6、8/6、9/6、10/6 周，近点月转过 159.00、185.50、

212.00、238.50、265.00（即位相各转 0.00、0.50、0.00、0.50、0.00）周，朔望月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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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00、173.133、197.867、222.600、247.333（即位相各转 0.400、0.133、0.867、0.600、

0.333）周。七曜这一轮视运动的五个状态对人体的综合影响用 F、G、H、I、J 表征。土星

从 K 转过下一轮 5个 2 年（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

巳），即转过 11/15、12/15、13/15、14/15、1 周，历经 L、M、N、O 回到原点 A，太阳依

次沿黄道转过 2 圈回到原点，火、水、金星又重复上一轮 10 年五个状态各回到原点，木星

历经 11/6、12/6、13/6、14/6、2.5 周转到初始位置的反方向，近点月转过 291.50、318.00、

344.50、371.00、397.50（即位相各转 0.50、0.00、0.50、0.00、0.50）周，朔望月转过

272.067、296.800、321.533、346.267、371.000（即位相各转 0.067、0.800、0.533、0.267、

0.000）周回到原点，如表 3所列。七曜这一轮视运动的五个状态对人体的综合影响用 K、L、

M、N、O 表征。七曜 A、B、C、……M、N、O 这 15 个状态中除太阳、火星影响相同外，其它

水、金、木、土、月五曜的影响彼此是不同的，在医易学中依长期经验揣度取象，把它们对

人体的综合影响分别类比为海中金、炉中火、大林木、路旁土、剑锋金、山头火、涧下水、

城墙土、白蜡金、杨柳木、井泉水、屋上土、霹雳火、松柏木、长流水，其中每行各有 3

个：金行有海中金、剑锋金、白蜡金，火行有炉中火、山头火、霹雳火，木行有大林木、杨

柳木、松柏木，土行有路旁土、城墙土、屋上土，水行有涧下水、井泉水、长流水。

图 2 七曜视运动的 15 对阴阳纳音五行特性

2.2 七曜后半甲子 30 年的 15 个独立五行状态的纳音五行

当太阳沿黄道转过下一轮 30（甲午、乙未、丙申、丁酉、……庚申、辛酉、壬戌、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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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年每年回到原点时，由于（依天人合一第一规律）水、金、火、木、土对地、对人视运

动分别具有 10、5、2、12、30 年轮回准周期性，依表 2，近点月对地、对人视运动具有 4

年周期性，朔望月对地、对人视运动具有 30 年的周期性，对比甲子周期前、后 30 年各 15

个独立状态时，日、水、金、火、土五曜及朔望月的位相是相同的，各重复前一轮 30 年 15

个状态；差异在木星、近点月，它们后一轮的起始位相与前一轮起始位相差半周 ，其后

一轮的 15 个状态的阴阳属性相反，致使七曜这一轮 15 个状态与前一轮 15 个状态具有阴阳

之别。因而医、易学家在拟合这 15 个状态对人体的综合影响时，保留其纳音五行特性不变，

在比拟上又要体现木星、近点月影响的阴阳之别，分别对应为：海中金—沙中金、炉中火—

山下火、大林木—平地木、路旁土—壁上土、剑锋金—金箔金、山头火—覆灯火、涧下水—

天河水、城墙土—大驿土、白蜡金—钏釵金、杨柳木—桑拓木、井泉水—大溪水、屋上土—

沙中土、霹雳火—天上火、松柏木—石榴木、长流水—大海水（表 3)。1 个六十甲子年这

30 个状态五行每行各有 3 对：金行有海中金—-沙中金、剑锋金—金箔金、白蜡金—钏釵金，

火行有炉中火—山下火、山头火—覆灯火、霹雳火—天上火，木行有大林木—平地木、杨柳

木—桑拓木、松柏木—石榴木，土行有路旁土—壁上土、城墙土—大驿土、屋上土—沙中土，

水行有涧下水—天河水、井泉水—大溪水，长流水—大海水，每对互为阴阳，医易学上称为

纳音五行，是描述七曜准周 60 年视运动水、金、木、土、月五曜每 2 年加在人体五行上的

调制。

表 3 七曜视运动的 15 对阴阳纳音五行特性

历经甲子年 状 态 前 30 年七曜位相转过周数 纳音五行

前 30 年 后 30 年 日 火 土 水 金 木 近点月 朔望月 前 30 年 后30年

甲子乙丑 甲午乙未 A→A’ 2 1 1/15 8.2 3.2 1/6 26.50 24.733 海中金 沙中金

丙寅丁卯 丙申丁酉 B→B’ 4 2 2/15 16.4 6.4 2/6 53.00 49.467 炉中火 山下火

戊辰己巳 戊戌己亥 C→C’ 6 3 3/15 24.6 9.6 3/6 79.50 74.200 大林木 平地木

庚午辛未 庚子辛丑 D→D’ 8 4 4/15 32.8 12.8 4/6 106.00 98.933 路旁土 壁上土

壬申癸酉 壬寅癸卯 E→E’ 10 5 5/15 41.0 16.0 5/6 132.50 123.667 剑锋金 金箔金

甲戌乙亥 甲辰乙巳 F→F’ 12 6 6/15 49.2 19.2 1.0 159.00 148.400 山头火 覆灯火

丙子丁丑 丙午丁未 G→G’ 14 7 7/15 57.4 22.4 7/6 185.50 173.133 涧下水 天河水

戊寅己卯 戊申己酉 H→H’ 16 8 8/15 65.6 25.6 8/6 212.00 197.867 城墙土 大驿土

庚辰辛巳 庚戌辛亥 I→I’ 18 9 9/15 73.8 28.8 9/6 238.50 222.600 白腊金 钏釵金

壬午癸未 壬子癸丑 J→J’ 20 10 10/15 82.0 32.0 10/6 265.00 247.333 杨柳木 桑拓木

甲申乙酉 甲寅乙卯 K→K’ 22 11 11/15 90.2 35.2 11/6 291.50 272.067 泉中水 大溪水

丙戌丁亥 丙辰丁巳 L→L’ 24 12 12/15 95.4 38.4 2.0 318.00 296.800 屋上土 沙中土

戊子己丑 戊午己未 M→M’ 26 13 13/15 106.6 41.6 13/6 344.50 321.533 霹雳火 天上火

庚寅辛卯 庚申辛酉 N→N’ 28 14 14/15 114.8 44.8 14/6 371.00 346.267 松柏木 石榴木

壬辰癸巳 壬戌癸亥 O→O’ 30 15 1 123.0 48.0 2.5 397.50 371.000 长流水 大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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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音五行引入中医学的必要性

依照天人合一的要求，中医学理论必须顾及到七曜及二十八宿，每一曜的影响都不可或

缺。然而现行中医学“天时”理论中的五季五行、干支阴阳、天干正五行、天干天五行（五

运）、地支正五行、地支天五行（六气）等分别只顾及到日、火、水、金、木、二十八宿[3-4]，

缺月、土两曜，这样的“天时”理论是不完整的。月、土两曜的影响唯一在纳音五行中反映

出来，因而中医学的“天时”只有纳入纳音五行，才能全面反映七曜及二十八宿对人体的影

响，理论构架才是完整的。

4 纳音五行的应用

纳音五行在易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依个体人的出生四柱干支纳音五行，易家依此能

预测其性格、健康等。凡纳音五行与其生日天干的正五行相生者，则是有益于健康的因素。

依纳音五行的生克关系也可预测其与家人（特别是婚配）、其他人（家族或团队）相处关系

是否和谐等。也可依年纳音五行与相应年干支五行的生克关系，预测自然灾害等。如 1988

年纳音五行为大林木，其年干支戊辰属土，出现年命行自相克，果真该年上海流行甲型肝炎，

国家水灾多，粮食歉收，各种天灾不断[6]。

自古医易同源会通，易学是中医学的先导。纳音五行在易学中的应用自可移植到中医学

中，有待医家进一步开发创新。

5 结论

⑴纳音五行描述水、金、木、土、月五曜每 2 年加在人体五行上的调制，有着广泛应用。

⑵中医学“天时”理论必须顾及到七曜和二十八宿，每一曜的影响都不可或缺。五季五行、

干支阴阳、天干正五行、天干天五行（五运）、地支正五行、地支天五行（六气）等只顾及

到日、水、金、火、木、二十八宿，缺月、土两曜。月、土两曜的影响唯一在纳音五行中反

映出来，因而“纳音五行”有必要补缺纳入现行中医学“天时”理论构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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