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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医经典研究

'''以王士雄%暑湿&思想为例!

庞森森!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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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诠释学的阐释方式与中医经典思维特点具有高度一致性"为中医经典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清代医家王士雄基于前人

理论"否定&阴暑'&阳暑'论"提出&暑多兼湿'创新思想"创制王氏清暑益气汤! 王士雄认为"热邪甚者应选用苦寒的凉性药

物"配合宣化气机的药物#湿邪的治疗&宜宣$宜燥$宜利'"且以泄法作为辅助#若湿邪兼并热邪"则应该&清宣疏化'并重! 以

王士雄暑湿思想为例可知"中医经典的训诂与注解$中医自身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中医师承相授等特点"都决定了诠释学在中

医经典研究中必将发挥独特作用!

关键词!王士雄#暑湿#王氏清暑益气汤#诠释学#中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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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是一门来源于西方的新兴学科%%L 世纪

诞生于德国%最早被应用于宗教和法律条文的解释

等' %I 世纪后%受施莱尔马赫等学者的影响%诠释

学开始脱离了神学教义成为普遍理论%用于解释和

理解各学科和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 世纪

以来%诠释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被应用于中医经

+L#I%+



!"!# 年 $ 月 %" 日&第 $ 期

'()$&&%" *+,-+./+0!"!#

&&&&&&&&&

中&医&学&报
1231245'6*6768525'6

&& &&&&&&&&&

第 9$ 卷&总第 9%: 期

;(<)9$& &&'()9%:

典的探讨之中%以阐释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

下中医经典的内涵和临床特色%挖掘隐藏于经典文

本中的内在信息%为研究中医经典提供了全新视角'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王士雄%是集温病学说之大

成者%他以经典为准绳%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客观地

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推动了温病学的发展' 本文

通过研究王士雄$暑多兼湿&思想的发展沿革%以期

探究历代医家在诠释这一思想过程中所体现的创新

思想和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CD诠释学沿革

CECD诠释学概念&诠释学"4+0.+?+B->b#的作用是

$使隐晦的转换为易懂的&

)%*

%在.诠释学辞条/中被

形容为宣示(口译(说明和解释的技艺)!*

' .哲学小

辞典/将诠释学的概念定义为!诠释学相当于古希

腊哲学中的诠释技艺"=+0.+?+B->b+-+G=?+#%在德语

中被理解为解释艺术)9*

%具有明显的以历史的理解

及其前提的特点' 从词源上考察%$诠释&一词最早

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诠释学"4+0.+?+B->b#一词的

英文释名词根为$4+0.+A&%即古希腊诸神信使$赫

耳墨斯&%其职责是向人们传递诸神的讯息' 由于

语言的不同%他的传递并不是将神的指令转告人类%

而是将神的指令转化为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在此

过程中已包含了赫耳墨斯本人的理解与解释%也体

现出诠释学的功能---将另一世界或领域的某种思

想转化到自己所处的时空中'

CEFD从古代诠释学到现代诠释学的发展&诠释学

由最初的古典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最后发展成为

哲学诠释学'

古代诠释学被用于解释.圣经/和法律条文%即

注重文本本身' 在柏拉图的.厄庇诺米斯/中%诠释

与占卜为一类---用于解释神明的旨意' 直到后希

腊时期%才用于表示$有学问的解说&%但仍与宗教

领域相联系'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的解

放%在此时期认为诠释的意义在于$超越历史疏远

化&而阐发文本的真实意义'

随后%宗教改革家提倡宗教与.圣经/的理解应

当$世俗化&%应当以古典文献的研究方法来研究

.圣经/%提出.圣经/$自解原则&%将诠释学与人文

主义相连接%促进了诠释学方法论的觉醒和普遍诠

释学形成%奠定了现代诠释学基础%诠释的重点从经

典文本转移到特定历史时期或文化背景上来' 随后

在贝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学者的推动下%诠释

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开始转向本体论等哲学问

题的探究%即探求不同语境下的诠释者对同一经典

信息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

伽达默尔完成了诠释学本体论的转向%推动了

诠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促进了诠释学的国际

化发展'

FD中医经典诠释概况

FECD诠释学在中国的发展&诠释学具有双重过程%

即认为某一现象"部分#须从整体中获得其存在的

意义%而其又必然赋予了整体的意义' 发现这些意

义%然后从意义中阐释或理解这些现象存在的必然

性%这种双重性又称为诠释学循环' 这种理解方式

的循环结构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与汉语$诠释圆环&的文字特点分不开)#*

%为诠释

学阐释中国传统经典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 !" 世纪 L" 年代%随着海外学子的回归和中

外交流的频繁开展%诠释学进入中国%国内开展西方

哲学研究的学者率先投入对诠释学的研究之中' 面

对涌入的新体系%部分学者以诠释学作为基础%通过

诠释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教育(文化'

海内外学者试图构建起符合中国经典特色(有别于

西方诠释学的中国诠释学理论' 汤一介教授建立中

医经典文本体系$创立中国诠释学&的设想)P*

%傅伟

勋先生在.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

法构建试论之一/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创造

的诠释学&以探究中国传统哲学与经学典籍):*

' 成

中英先生基于西方诠释学与.易经/内容提出了$本

体论诠释学&'

FEFD中医经典的诠释探索&我国自古以来便有

$读书训诂&的说法%$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 中

医经典文本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朴素哲学思维之

下%传承过程中也存在大量的校注(补注和医理阐

发' 近年来%诸多学者探讨了将诠释学方法运用于

中医文献(临床的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法%并取

得了一定成果' 杨学鹏初步探讨了中医的研究需要

借助诠释学的必要性)L*

' 邢玉瑞认为%中医学科的

分化源于.黄帝内经/%历代医家围绕该书进行了大

量的训诂与发挥%从而形成了.黄帝内经/乃至中医

学术发展史' 因此%对.黄帝内经/的诠释学研究也

是其学术史研究)I*

%并提出构建$中医诠释学&体

系)$*

' 一些学者探讨了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经典

研究中的意义和可行性' 郭蕾等)%"*探讨了诠释学

在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杨峰等)%%*

认为%历代医家的注解和中医文献的实践特性使得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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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中医文献研究具有强烈的诠释学向度' 另有一

些学者研究了诠释学在中医经典研究中的应用方

法' 常富业(王永炎等以玄府为例%探索如何将诠释

学方法运用于中医学中)%! M%9*

' 近年来%不少学者运

用诠释学方法研究.伤寒论/ .温疫论/等经典中的

病证(方药等%也有对六经实质(具体名词术语的研

究' 足见诠释学在中医经典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受

到重视'

GD王士雄暑湿思想研究

GECD反对%阴暑阳暑&命名#提出%暑多兼湿&观&

清代以前%医家常把$暑湿&归于暑的兼证' 明代医

家张景岳认为暑有阴阳之分!阴暑是由于暑月感受

寒邪%其实质与伤寒相似%$惟宜温散为主%当以伤

寒法治之也&,阳暑是夏天感受热邪引起的病证%虽

然二者的病因不同%但归根结底均源于$暑&

)%#*

' 尚

没有明确论述暑与湿邪的关系'

直到清代%$暑湿&成为一个独立的病名)%P*

' 清

代医家汪昂在.医方集解/ $消暑丸&条下首次提出

$暑必兼湿&的观点%认为长夏天气炎热%湿气蒸腾%

$故暑必兼湿)%:*

&' 汪昂在另一部著作.本草备要+

草部/中进一步强调!$暑必兼湿%治暑必兼利湿%若

无湿%但为干热%非暑也)%L*

'&认为凡中暑邪一定会

兼夹湿邪%治疗时在祛暑的同时必须利湿,如果没有

湿邪则只能称为热邪%不能称暑邪' 可见%汪昂依据

是否兼夹湿邪来区分暑邪与湿邪' 此后%不少医家

支持汪昂的$暑必兼湿&学说' 叶天士宗其学说并

补充了$暑湿&的证候和用药禁忌%认为$暑邪必挟

湿%状如外感风寒%忌用柴葛羌防&$暑热必挟湿%吸

气而受%先伤于上&

)%I*

' 吴鞠通继承汪昂$暑必兼

湿&论%进一步提出$热与湿搏而为暑也&

)%$*的论

断%把暑定义为湿热邪气相合而成的病邪'

清代温病学家王士雄$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

叶薛诸家之辨为纬&

)!"*

%并在临床实践中积极探索%

提出诸多创新观点' 他反对张景岳$阴暑(阳暑&的

命名%认为$其实彼所谓阴暑者%即夏月之伤于寒湿

者尔&%并非暑邪%而是寒湿病证%以寒湿论治%并完

善了夏月伤寒的辨证' 虽然治法上与张景岳$夏月

暑湿实则按照伤寒论治&相似%实在有认识上的区

别'

.黄帝内经/首论暑邪%认为病生于暑者为阳'

.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南方生热%热生火00其

性为暑)!%*

'&指出暑性本热%为火热之气所化)!!*

'

.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

春之暖%为夏之暑&

)!"*

%阐明暑邪为热邪的一部分%

常发于夏季' 据此%王士雄认为暑性火热$纯阳无

阴&%并引用.黄帝内经/之论进一步阐明暑本质上

是火的观点!$所谓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也'

分其阴阳%则.素问/云%寒暑六入%暑统风(火%阳

也,寒统燥(湿%阴也&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

)!"*

'

王士雄在其.温热经纬/中多次提出%暑邪性质为

阳%暑与湿分属于阴阳%两者在分类上无关%不可同

论%如果暑中包含湿%那暑为阳便不成立'

针对前人$暑必兼湿&的论述%王士雄则提出了

$暑多兼湿&的观点%并以.黄帝内经/等有关论述结

合临证实践予以论证' 他在.温热经纬+仲景外感

热病/中指出!$暑字从日%日为天气,湿字从土%土

为地气' 霄壤不同%虽可合而为病%究不可谓暑中原

有湿也)!"*

'&通过文字解析并运用相关知识分析了

暑与湿邪发病机理!暑为天之气%暑性纯阳,湿从属

于地气%地气为阴%二者不同,两者相兼可能是由于

夏时天暑向下%沉于土地%而土之湿在炎热环境中向

上蒸腾%此时发病可能出现二邪相兼的情况%且$惟

夏季之土为独盛%故热湿多于寒湿& $若谓暑必兼

湿%则亢早之年%湿必难得&

)!"*

'

至于夏季发病是否兼湿%王士雄认为取决于长

夏的气候状况!当长夏季节多雨水%地气水湿较重%

可能在发病时出现暑挟湿,若长夏季节干旱%人多感

暑气之火热而并%则不携湿邪' $长夏湿旺之令%暑

以蒸之%所谓土润溽暑%故暑湿易于兼病%犹之冬月

风寒%每相兼感)!"*

'&强调暑性纯阳%与湿邪并非同

类%暑可以单独致病%也可以兼挟湿邪%并非热与湿

相合而成暑' 反对$暑必兼湿&说%确立$暑多兼湿&

的观点'

GEFD创制王氏清暑益气汤&针对暑与湿邪的治疗%

王士雄创制了王氏清暑益气汤' 他认为%金元医家

李东垣方创制的清暑益气汤$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

暑之实&

)!"*

%是从补中益气汤加味而来%其原因在于

东垣方并非为暑湿专创%而是广泛用于元气虚弱又

感受暑湿引起的病证%所以其方偏重于健脾燥湿'

湿邪来源于土%而胃为土腑%更容易为湿邪所困%因

此湿邪多发于中焦%治疗上就应侧重于祛脾胃湿热%

调畅气机%这是李东垣清暑益气汤立方之基'

王士雄认为%热邪甚应选用苦寒的凉性药物%配

合宣化气机的药物,湿邪的治疗 $宜宣(宜燥(宜

利)!9*

&%并以泄法作为辅助,若湿邪兼并热邪%则应

该$清宣疏化&并重' 他借鉴.伤寒论/中病时暑

热伤津的治法%将白虎汤运用于改善无表证的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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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燥%创制王氏清暑益气汤%采用具有清暑热(补气

养阴作用的黄连(竹叶(荷秆(知母(西瓜翠衣(西洋

参(石斛(麦冬(甘草(粳米等)!"*

%认为用黄连(竹叶

等药物代替石膏可更好地清热解暑,而西洋参(麦冬

较人参有更好的益气作用%从而弥补了李东垣清暑

益气汤治疗暑邪的不足'

HD诠释学视域下%暑湿&观念分析

HECD%与时俱进&思想促使暑湿观念的再创造&中

医学发展以实践为导向%医家实践所获得的经验用

于补充说明遗忘的空缺或不足%从而形成了$创造

性诠释&' 从$暑邪&论治的发展沿革来看%王士雄

是在前人学说基础上的再创造' 虽.黄帝内经/早

有关于$暑&$湿&的概念%但在后世医家的实践过程

中提出了新的见解' 王士雄对暑湿的认识更进一

步%所提出的说法更加客观%更加符合临床'

气候的变迁和地区的差异是学说发展的重要因

素%温暖期促使医学继承%寒冷期促进中医创新与改

革)!#*

' 明清时期汪昂等医家身处 $明清小冰河

期&

)!P*

%气候的寒冷导致降雨南移%南方地区降雨量

增加%引发各类自然灾害%致使疫病爆发%促进医家

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汪昂为浙江丽水人%叶

桂为江苏吴县人 "今苏州#% $吾吴湿邪害人最

广)!:*

&%两人深处江南一带%夏季的高温多雨造就地

区暑湿易兼感%忽视了降水量较少的西北地区'

.温热经纬/成书于 %IP! 年"咸丰二年#%在此前后

正值战乱%社会动荡%人口流动频繁%气候异常' 只

有摆脱自身的原有关于疾病的$人(地(天(时&判

断%更加灵活地看待各类病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才能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与方案' 王士雄在临床实践

中认识到前人的局限性%突破所处地域限制%认识到

干旱气候或地区暑邪并不兼湿邪%为修正$暑必兼

湿&的观点%提出了$暑多兼湿&论治%认为如果所谓

的暑邪一定兼并湿邪%那么在干旱之年降水量减少%

暑是一定不兼并湿邪的' 并补充道!$兼湿者何独

暑&

)!"*

'

HEFD%理解&与%前见&促使暑湿治法的完善&李建

民)!L*提到%中医的$经验&即诠释%是以历史传统为

中介的$经验&%依赖于传统典籍' 古代师徒关系的

确立多通过教授典籍%在这一过程中%经典文本扮演

着重要媒介%而典籍传授者(拥有者则起到诠释文本

与传递经验的作用' 中医多依赖于文本与口述的传

承%演化成$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 即中医经典来

自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文本为诠释提供了摹本%

医学的诠释受到个人经验"文本(临床实践等#的影

响' 伽达默尔提出$视阈融合&%认为$理解按其本

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 $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

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I*

&' 中医经典

的诠释是在传承基础之上的再创造%对原本文义的

理解总是与时俱进的' 王士雄不拘泥于前人说法%

结合临床经验对.黄帝内经/理论进行再创造%中医

自身所具备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特点决定了

中医的概念是在事实中更迭的)!$*

%王士雄通过实践

活动完善了$暑邪&的论治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见&是任何理解的前提%理论的阐述是个人

新见解的表现%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中医是一门

实践应用型学科%注解和理论的发展反映的是医家

自身的经验' 中医习业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包含

了自身实践的$前见&%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前

人的理解有一定偏差' 医学诠释实践多以问题为导

向%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无法解决问题时便立足

于实践情况创立新说%起到指导新实践的作用' 面

对暑湿的治疗%王士雄依据自身对病情的把握和对

药性的理解%提出东垣方的不足之处%并将原方中的

石膏(人参替换成黄连(竹叶(西洋参%创立新说%丰

富和完善了暑湿的治疗方法和思路'

ID讨论

师承是中国古代中医传承的重要形式%包含口

头传授与经典传授%对传授者(接受者而言%$理解&

是关键所在'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

的一种%理解从属于理解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诠释者受制于自身的历史性%在诠释其他客观事物

时往往带着自身的历史色彩' 历史性与客观事物交

互影响%客观事物受不同的历史影响在不同时代焕

发出生机与活力%而诠释者可以在此过程中收获新

的经验' 在一切的理解中效果历史都在发挥作用%

效果历史是理解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预先规定了

什么值得研究(研究的对象(追求的意义与价值%诠

释者的一系列创造性理解实际上是诠释过程的重要

环节'

汪昂所提出的$暑必兼湿&(张景岳所提出的

$阴暑&命名以及王士雄$暑多兼湿&的论治均是以

诠释经典(临床治疗为目的%受制于历史环境影响下

对经典的再解读与创新%是包含了自身理解的见解'

中医本身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基于诠释学的视野%在

经典文本阅读的过程中%立足于文本原意(注家体

会%结合自身的理解进行详细的分辨与取舍%对于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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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医术语源流(概念辨析和中医发展史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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