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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细子”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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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灵枢》 细子 考释  

 

    《灵枢》中“细子”凡七见，皆是雷公向黄帝请教时的自称。如《经脉第十》：“雷公曰：细子

无以明其然也。”《禁服第四十八》：“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通于九针六十篇……。”“雷

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雷公再拜而起曰：……细子愿以受盟。”对于“细子”，一般笼统地

释为“小子”，那么究竟何谓“小子”，有何蕴意呢？以下略为之考述。 

    

    《易经》之中以“大”称阳、以“小”称阴。如“泰”卦卦象坤外乾内、坤上乾下，卦辞曰：

“小往大来。”而“否”卦卦象正好与“泰”卦正相反，而卦辞曰：“大往小来。”其中所说的

“往”指由内而外，“来”则指由外而内。“坤”为三阴爻，象征至阴；“乾”为三阳爻，象征至

阳。由“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否”卦卦辞“大往小来”可证，《易经》中的“大”就是指

“阳”，而“小”就是指“阴”。 

    

    《老子》一书的思想受到《易经》的影响，其在《易经?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之“道”的基

础上将其升格为宇宙的本体[1]，并且将“道”的本质属性规定为阴性的[2]，同时也以“小”称

“道”。如《老子》第三十二章中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其中的“朴”是

“道”的一种比喻和别称，说“朴小”也就是说“道小”。又如《老子》第十六章中云：“复命曰

常，知常曰明。”其中的“常”就是指“常道”、“道”；五十二章中云：“见小曰明。”参互十六

章、五十二章之义，也不难得出：“小”就是指“道”。《老子》六十七章又说：“天下皆谓我道

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都尊我为

大，这是与“道”不符的。正因为尊大，所以不符合“道”。如果要符合“道”，那永远是细小的东

西。这个“细小”的东西无疑就是“道”。又如《老子》六十三章中云：“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

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真

大。”这其中的“大小”之“大”、“多少”之“多”皆是意动用法，“大小多少”即是“以小为

大，以少为多”的意思。而“小”与“细”同义，皆与“大”为对文，“小”之所指无疑也即“细”

之所指。“小”、“细”同义，“小”指“道”，则“细”也是指“道”。之所以要“大小多少”、

“为大于其细”、“大事必作于细”，是因为“小”、“细”是“大”的根本，“大”根源于

“小”、“细”，犹如“道”是万物的根本，而万物根源于“道”，正如《老子》三十四章中说：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

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如上所考，“细”、“小”同义，皆是“道”的代称。如此，“细子”也就是“道子”、“道

徒”之义。众所公认，《黄帝内经》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灵枢》中雷公自称“细子”也是《内

经》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个例证。“细”、“小”同义，“细子”的确也可以解释为“小子”，只是

笼统地将“细子”释为“小子”者，恐怕并不知其中所蕴含和反映的道家思想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臧守虎  试论《老子》之“道”源于《易经》[A]  见：王新陆.中医文化论丛[C]  济南：齐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推荐文章 

图片广告区域 



鲁出版社，2005：133 

    

    2.臧守虎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30   

 

[上一篇]治心悸当重痰瘀 [下一篇]中医心理健康观刍议

评论 

称  呼:  

内  容:

 

 提交

实用查询： IP地址 手机号码 天气预报 邮编电话 航班 列车时刻 在线翻译 地图 万年历

常用软件： WinRAR RealPlayer 腾讯QQ 迅雷 360安全卫士 紫光拼音 千千静听 网际快车 极品五笔

关于我们 | 协会简介 | 服务项目 | 领导关怀 | 媒体报道 | 技术支持 | 意见反馈 | 法律声明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 
民间疗法研究专业委员会 
京ICP备07034431号 

【版权所有】：『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民间疗法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核准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  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00  

【联系电话】：(010)84015580(网络部) (010)64014411转2355(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