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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位”思想在“中医基础理论”
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孔令娟，梁永林，任红艳，李佳蔚，荀敏奇

（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1 关于“位”的释义
位，字从人，从立。《说文解字》中解释：“位，列中庭

之左右谓之位”，本义是指朝廷中臣相们依据官阶高低

站立的位置，引申后指官职和所立、所坐的地点等，现

多指职位、地位、座位、方位、位置等意思。概括地讲，

“位”代表的就是某一特定的空间，每个人、每个部门、

每个城市、每个国家等等都有自己的“位”，“位”代表的

是其存在的特定的空间。也可定义为人们在时空配置

之上自觉呈现出来的方位、朝向、位处的第次顺序，以及

受人们有意识的等级投射而体现于社会生活中的先后

主次排序、贵贱等次区分及上下尊卑界定的伦理秩序[1]。
“位”最初出现在《易经》中，主要是指六十四卦卦

体中每个爻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指宇宙中的每一个事

物现象所应有的序位，有“顺序”和“排位”的意思，并且

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组织也是如此。

《易经》每一卦的六爻都是有阴阳位组成的，卦中的每

个爻代表着不同的位置，阳爻在阳位，阴爻在阴位，称

为“当位”或“得位”，反之为“失位”或“不当位”，一般来

讲“当位”为吉，“不当位”为凶；《易经》中位的另一层含

义是指“人之所立”之“位”，主要反映人类社会中人所

处的环境，比较强调人所行之事要依循所处之位。儒家

思想对“位”的重视多在于社会意义，居于一定之“位”

则必须具有相应之“分”，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秩序的发

展，就意味着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安于自己的“位”，

并承担起与自己的“位”相应的职责以及自己特定的

角色义务，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

在强调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并遵

循相应的制度规范、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以及德性要

求等，否则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的“失位”[2]。
从周易及儒家学说对“位”的解释中不难看出，

“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也是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交往中必须遵循的行为

准则。当代大学生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都比较强，也有

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事物有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思

维活跃，对于网络上对社会热点和国家大事的评论也

比较关注，而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因此他们的

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3]。”

2 “中医基础理论”中“位”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不

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做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中医基础理论”是

摘 要：儒家思想里“位”指职位，身份地位，是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的重要构成要素，直接影
响着人们的传统时间空间观念，以及体现出个体在某个社会关系中结构主体，以及中国文化的性质
特点和延伸方向。儒家非常强调“位”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要求个体从自身地
位出发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中也涉及很多关于“位”的知识内容，
如阴阳之“位”、五行之“位”、脏腑之“位”等，因此在授课中结合专业知识特点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融入其中，既做到了专业知识的传授，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德育，做到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基于
此，本文对“位”思想进行简释，并分析“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位”的体现，以期伟相关人员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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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类专业的基础课，既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同时又涉

及很多传统文化思想，因此在授课时除了专业知识的

学习，更应该从多方面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及正确

的价值观，让同学们有主人翁精神，更明白自己在社会

中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要明白自己的“位”。而“中医基

础理论”其所涉及的阴阳、五行、藏象等内容无不涉及

着“位”的重要性。

2.1 天人之“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问

题，中医理论更是强调整体观念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天

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

通的。《灵枢·经别》曰：“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

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认为人与天的同构性表

现在具体结构上。《灵枢·邪客》曰：“天圆地方，人头圆

足方以应之……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这样就把人体

的形态组织结构与天地万物对应起来。人体的组织结

构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事物或现象，而自然

界中的事物亦可以在人体内找到与其相对应者，人体

就好象是自然界的缩影，自然界就好比是人体的放大，

它们在具体结构上是一致的。但人与天各有其“位”，相

对来讲天地处高“位”，人处低“位”，天地自然的变化可

直接影响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而人体的形神也因天

地自然的变化在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授课过程中紧密联系

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把天—人看作是有机的整体，如老

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自然处高

“位”，那作为处低“位”的人类就必须要有顺应自然的

意识、保护自然的措施，并时刻要有敬畏自然的态度，

在崇尚自然的基础上，将人道和天道统一起来，使人顺

应乃至于屈服于天。更要联系到天与人不同“位”，人虽

源于自然顺应天道，但在提倡敬畏天地的基础上，也要

考虑到人应对自然的基本立足点，是为人类谋取适宜

的生存环境。以人为本，只要不违背自然规律，不破坏

自然界的总体平衡，不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对自然的

改造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只有保护好自然，才能更好的

利用自然，享受自然。在养生防治疾病时更要懂得天地

之常“位”要顺应，天地之变“位”要躲避，有问题要想到

天地自然的变化，想到外在影响身体健康的一切不利

因素。

2.2 阴阳之“位”
阴阳学说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可以阐释人体的

生命运动，分析疾病发生机制。阴阳二气不同的运动，

决定了其所处位置的不同，根据所处位置不同，确定人

体各部分的阴阳属性，如体表属阳，体内属阴；四肢外

侧属阳，内侧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属阴；五脏之中又可

以根据所在部位进一步区分阴阳，心为阳中之阳，肾为

阴中之阴；阴阳之气的位置不同，因而职责亦不同，如

“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者，藏精而

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就是在强调阴阳不同位，

其作用也不一样，阴主内，阳主外，阴在内镇守，阳才能

在外更好的发挥作用，阳守护于外，阴才能在内更好的

发挥效应。阴阳之气在人体“各有其位”，如“故清阳出

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

肢，浊阴归六腑”。阴阳之位在“当位”的情况下，不会使

人致病，否则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如《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瞋胀。此

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另外人体之所以感受不同邪

气，也是因为邪气的阴阳位序相应于身体的阴阳位序，

而更具有亲和力。《素问·太阴阳明论》：“阳病者，上行

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

伤于湿者，下先受之。”说明阴阳各司其“位”才能使人

体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反之则变生他病。

2.3 五行之“位”
木、火、土、金、水的生克制化是宇宙间各种事物普

遍联系、协调平衡的基本规律，中医学用五行学说的内

容说明人体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用系统的观点阐释

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木曰曲直，把具有生长、升发、调

达、舒畅等特点的事物现象都归木“位”，火曰炎上，凡

具有炎热、升腾、光明等特点的事物现象都归火“位”，

土爰稼穑，凡具有承载、收纳、生化等特点的事物现象

都归土“位”，金曰从革，凡具有沉降、肃杀、收敛、变革

等特点的事物现象都归金“位”，水曰润下，凡具有滋

润、下行、寒冷、闭藏等特点的事物现象都归水“位”。五

行配属不同的方位，季节、脏腑等，五行之间存在着母

子相生的关系，如水生木，对自然界来讲水之“位”正常

则能生木，水之“位”太过或不及都会影响木的生长，相

对来讲木生长旺盛的地方水也足。同时五行之间又存

在着相克关系，如木克土，也就是木能固土、疏土，木之

“位”正常则能聚土不散，水土不流失；土太凝固又能疏

松土。木在固土、疏土的同时也在吸取土中的营养物

质。而木之“位”太过或不及则出现“木不疏土”的现象。

五行中的每一行既可以生他行，也可以被他行所生；既

可以克他行，也可以被他行所克，始终在自己所处的位

置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如木能生火，水又能生木，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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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土，金又能克木，五行各安其位在生克制化作用下始

终保持着中和平衡的状态。反之，五行不安其位，就会

发病，如木气太过旺盛就会“越位”，而发生木旺侮金和

木旺乘土，土气不足就会“失位”，而发生土虚木乘和土

虚水侮。

2.4 脏腑之“位”
脏腑之位不同，生理功能亦不同，总的来讲五脏须

藏精气，六腑须传化物；《内经》将十二脏腑以官职命

名，可知脏腑所居位置不同又各有分工，心为“君主之

官”，为阳脏，既主全身血脉，又主宰着人体的整个生命

活动和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心包为“臣使之

官”，代心受邪，起保护心脏的作用；肺为“相傅之官”，

为娇脏，治理调节机体的呼吸和气、血、津液的功能；脾

胃为“仓廪之官”，气血生化之源，维持人体后天生命的

根本；肝为“将军之官”，为刚脏，能疏通和畅达全身气

机，进一步调节精血津液的输布、脾胃的升降及胆汁的

分泌；肾为“作强之官”，为封藏之本，主司人体的生长

发育和生殖；胆为“中正之官”，能对事物进行判断并做

出决定；小肠为“受盛之官”，能进一步食糜分清别浊；

大肠为“传导之官”，将食物残渣形成的粪便排出体外；

膀胱为“州都之官”，可将代谢的津液，在肾气的作用下

变为尿液排出体外；三焦为“决渎之官”，是全身之气和

津液上下输布运行的通道，三焦又因部位不同而发挥

不同的生理作用如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正

是因为十二脏腑在各自的“位”上，发挥着各自的生理

作用，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在各自功能正常的情况

下，十二各脏腑又相互合作，共同协调维持人体的生理

功能，然而十二脏腑中又有主次关系，心为君主之官，

五脏六腑之大主，可调节各脏腑的活动，所谓“主明则

下安”，若“主不明则十二官位”；同时也比较强调居于

中间位置的脾胃，脾胃位于人体的中间部位，对脏腑气

机有升降协调的作用，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因此脾胃之

“位”正常，则能为脏腑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也能保证

气的上下交通，“四季脾旺不受邪”，反之因各种原因使

脾胃“失位”则“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除以上所举外，“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还有很多

关于“位”的内容，如气的运行来讲营气在脉中，卫气在

脉外；经络的分布上阳经在四肢外侧，阴经在四肢内

侧；从发病上更是强调了“正气存内”在“其位”的重要

性等等。因此在授课过程中结合以上的理论知识教学

内容，将“位”思想的重要性引入，强调凡物必有其位，

凡物必在其位，在其位就必尽其责，更能让同学们认识

到自己的重要性，明白人生活在自然界中，与自然万物

及社会各群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家是集体，我

们是个体，社会的安定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所处的

“位”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现今社会，也许不必

有高低之分的“位”，但每个人在其“位”上的所作所为

却关系着整体，关系着自己与他人的命运。对于医学类

大学生来讲，他们目前处在子女、学生、朋友、未来的医

生等“位”的角色中，是子女，就要懂得感恩，孝敬、理

解、父母；是学生，就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虚度光

阴；是朋友，就要真诚待人；是医生，就要救死扶伤；当

然更是国家的主人翁，那么一切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3 结语
儒家思想非常强调“位”的观念，并强调“位”是“圣

人之大宝”，可见位的作用何其重要，在其位就必尽其

责[4]，从“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脏腑之“位”的学习
进一步联系儒家“位”思想进行课程思政，而课程思政

是时代发展的选择，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理念的有力

措施[5]。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高校教育不仅是为了
教授专业知识，更应注意高知人才的道德素质培养。

“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课程思政的内

容，在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利用课程思政，为培养专业技

术精湛，思想道德高尚的中医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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