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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和循环运动，主要在于其本身客观存在

着两种自我调节机制和途径。一种是正常情况下的相生相克

，即“制化”调节；一种则是在反常情况下的“胜复”调节

。 1. 五行的制化调节 五行的制化调节：所谓制化调节，主要

是指五行系统结构在正常状态下，通过其相生和相克的相互

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调节作用，又称之为“五行制化”。 调节

形式：从五行的整体作用可以明显看出，任何两行之间的关

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表现为调节路线与反馈机制

相似的形式，而反馈则是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 以火为

例，在正常情况下，火受到水的制约，火虽然没有直接作用

于水，但是火能生土，而土有克制水的作用，从而使水对火

的克制不致过分而造成火的偏衰。同时，火还受到木的资助

，因此，火又通过生土，以加强土对水的克制，削弱水对木

的资生，从而使木对火的促进不会过分，以保证火不会发生

偏亢，其他四行，依次类推。 所谓“制则生化”，即是说木

能制土，火才能生化；火能制金，土才能生化；土能制水，

金才能生化；金能制木，水才能生化；水能制火，木才能生

化。也就是说，母气能制己所胜，则子气方能得母气之滋养

而起生化作用。故《素问五脏生成篇》说：“心⋯⋯其主肾

也”：“肺⋯⋯其主心也”：“脾⋯⋯其主肝也”：“肝⋯

⋯其主肺也”：“肾⋯⋯其主脾也”。这里所说的“主”，

即指生化之主，实际上即是相克制约之意，因其“克中有生



”，“制则生化”，所以称其为“主”。正如《黄帝内经素

问集注》所说：“心主火，而制于肾水，是肾乃心脏生化之

主。” 调节效应：五行学说认为，正是这种制化调节的自我

调控效应，才保证了五行系统结构在正常情况下的生化运动

，并保持着整体的协调与平衡。对于自然界来说，则是维持

其生态平衡；对于人体来说，则是维持着生理上的动态平衡

，从而保证着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应当说明，相生相克的

过程，也就是事物相互消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常出现

的不平衡的消长情况，其本身就是再一次相生、相克的调节

，这样就会重复出现再一次的协调平衡。正是这样在不平衡

之中求得平衡，而平衡又立刻被新的不平衡所替代的循环运

动，推动着事物不断地发展。对人体来说，即是推动着机体

气化活动的正常运行。 2. 五行的胜复调节 五行的胜复调节：

所谓胜复调节，主要是指五行系统结构在反常的情况下，即

在局部出现较大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相克关系而产生的一

种大循环的调节作用。可使一时性偏盛偏衰的五行系统结构

，经过调节，由不平衡而再次恢复其平衡。 调节形式：《素

问至真要大论》说：“胜至则复，⋯⋯。百考试题网站医师,

整理复已而胜，不复则害。”所谓“胜”，即指“胜气”，

即是指因为某行之气太过所引起的对“己所胜”的过度克制

。而“胜气”的一旦出现，则势必招致一种相反的力量将其

压抑下去，此种力量即所谓“复气”。故《至真要大论》又

说：“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而且胜气重，复气也重，

胜气轻，复气也轻。可以看出，在五行胜复调节的过程中，

亦包含着反作用的复气与作用的胜气，在数量上对等。 仍以

火为例：如火气太过，作为胜气则过分克金，而使金气偏衰



，金衰不能制木，则木气偏胜而加剧克土，土气受制则减弱

克水之力，于是水便旺盛起来，从而把太过的火气克伐下去

，使其恢复正常。若火气不足，则将受到水的过分克制，使

火衰不能制金，引发金气偏胜，金气胜则加强抑木，使木衰

无以制土，则必将引发土气胜以制水，从而使水衰则制火力

量减弱，即可使不足之火气相应得到逐渐恢复，以维持其正

常。 调节效应：是指通过胜复调节，从而使五行系统结构在

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即使在局部出现较大不平衡的状态，

则亦可通过自我调控，继续维持其整体的相对平衡。就自然

界来说，即是寒热温凉较大气候变化的自我调整，这与日月

的运行及宇宙规律有关。就人体来说，则是指感受外界气候

变化或喜怒哀乐刺激所引起的脏腑一时性偏盛偏衰，经过自

我调节而恢复其生理的正常。 但是，如果单纯有“胜”而无

“复”，也就是说，当五行之中的任何一行出现有余（太过

），而无另一行的相应制约时，则五行系统结构的协调关系

就被破坏，而且盛者愈盛，衰者愈衰，就会出现紊乱的反常

状态。《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的“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即是指某一行之气亢盛无制而为损害之因，则可使生化之

机紊乱败坏，从而产生严重疾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五

行相互关系看作是阴阳相互关系的逻辑展开和补充，受作用

者通过某些中间环节，反作用于作用者，产生反馈调节的效

应，从而使系统保持相对平衡。这种反馈机制在自然界事物

中是普遍存在的。从研究对象来说，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的

区别，正是在于阴阳只是为了说明物质世界最一般、最普遍

的联系，而五行则试图刻画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活动形式，而

且五行学说所研究的正是一种特殊的联系和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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