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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黄帝内经》 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基石, 也是中医概念范畴体系延续的载体。 通过对 《黄帝内经》 中的

“精” “气” “神”、 “天地阴阳” 与 “人中阴阳”、 血脉理论与经脉 (络) 理论中概念融合现象的剖析, 表明 《黄帝内

经》 中的概念融合现象与中医理论构建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的跨域映射有关, 而且与医家的过度诠释也有密切关系。
结合出土医学文献、 利用发生学、 诠释学、 具身认知等方法, 正确理解并清晰阐释中医理论构建的过程、 基本概念的

内涵外延、 中医语言的认知发生机制, 有助于我们深层次把握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 进而助推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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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是认识主体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对认识客体

的抽象、 概括, 是科学认识的基本单元。 “它以高度

概括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 是逻辑的起点和构筑科

学理论大厦的基石, 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界对话的最

基本的语言单位。” [1] 概念具有动态演化特征, 常常

会出现消亡、 沿袭、 演绎、 分化、 融合等多种形式。
其中, 概念融合表现为概念内涵的趋同与外延的融

通。
1　 《黄帝内经》 中的概念融合现象

《黄帝内经》 是中华医脉第一巅峰之作, 它从天

文、 历法、 地理、 人文诸多维度解读生命本质, 阐

释维护生命健康、 诊治疾病的方法, 是中医理论发

展的基石, 也是中医概念范畴体系延续的载体。 《黄
帝内经》 非成书于一时一人一地之作, 是不同时期、
不同流派医家观点和著作的汇编。 随着年代的推移,
《黄帝内经》 中的概念有渐趋融合的趋势, 这不仅与

中医理论构建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的跨域映射有关,
而且与医家的过度诠释也有密切关系。
1. 1　 “精” “气” “神” 概念的融合

1. 1. 1　 “精” “气” “神” 概念的本原　 “精” 的

原义是指纯净无杂质的物质, 后来作为哲学概念指

气之精华, 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 如 《管子·内

业》 载: “精也者, 气之精者也”。 《吕氏春秋·下

贤》: “精充天地而不竭, 神覆宇宙而无望”。 “气”
的概念最初当是指风气、 云雾等自然物象, 后来由

此概念引申出哲学的气概念, 用以指客观存在的精

微物质, 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 《庄子·知北游》
载: “通天下一气耳”, 用气的观点阐明物质世界的

统一性。 “神” 的概念最初当是指原始宗教所崇拜的

生灵, 是主管天地自然变化的主宰者。 但是随着中

国古代有关 “天” 的认识从宗教的、 人格的概念向

自然的、 规律的概念的变迁, “神” 的概念亦逐渐转

变为宇宙自然的变化法则[2]。

1. 1. 2　 《黄帝内经》 “精” “气” “神” 概念的交叉

融合　 哲学中的 “精” “气” “神” 概念其内涵有交

叉, 《黄帝内经》 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浸润, 其

“精” “气” “神” 概念之间常常交融互释。 ① “精”
“气” 概念的融合。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有 “精
食气” “精化为气” 等记载, 说明有形之精可以转化

为无形之气, 而气的运动又可以促进精的化生。 《黄
帝内经》 中 “精气” 连用合计 40 处, 其内涵包括宇

宙万物的本原、 自然界之清气、 人体之精、 人体之

气或人体之气的精华部分等。 《黄帝内经》 中 “精”
和 “气” 的概念难以截然分开, 与先秦道家精气理

论一脉相承。 ② “精” “神” 概念的融合。 《黄帝内

经》 有 “精神内守” “精神不散” “传精神” 等记

载, “精” 和 “神” 连用主要指的是 “精”, 是人体

重要的精微物质。 “精” “神” 可以互相转化。 如

《灵枢·本神》 言: “故生之来, 谓之精, 两精相搏

谓之神”。 《灵枢·决气》 又言: “两神相搏, 合而成

形, 常先身生, 是谓精。” 强调男女两 “精” 相搏,
形具而 “神” 生, 阴阳两 “神” 交媾, 化 “精” 而

生形。 ③ “神” “气” 概念的融合。 《黄帝内经》 有

“收敛神气” “神气乃浮” “神气乃得复” 等记载,
“神” 和 “气” 连用主要指的是 “神机”, 是人体生

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依赖五脏 “精气” 的充盈。 《灵
枢·平人绝谷》 载: “神者, 水谷之精气也。” 用

“神” 来形容水谷中的精微物质。
1. 2　 天地阴阳与人中阴阳概念的融合　 阴阳学说是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之一, 蕴含着丰富的辨证法思想,
但也存在着概念的整体模糊、 泛化空疏、 循环论证

等弊端。 《黄帝内经》 中的阴阳概念可分为一阴一

阳、 太少阴阳和三阴三阳 3 个范畴。 其中, 三阴三

阳范畴的阴阳概念可根据其内涵与外延的差异又分

为 “天地阴阳” 和 “人中阴阳” 两大类。 如 《素

问·五运行大论》: “夫数之可数者, 人中之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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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天地阴阳者, 不以数推, 以象之谓也。” “天
地阴阳” 范畴的三阴三阳主要用来分析自然界的周

期性变化、 揭示与时间相关的现象及其变化规律。
“人中阴阳” 范畴的三阴三阳主要用于分析人体脏腑

经络等组织结构的阴阳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黄帝内

经》 中天地阴阳与人中阴阳的构建方法、 适用范畴

有本质区别, 在理论构建之初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但由于使用了共同的语汇, 并且两个范畴所规定的

阴阳配属关系逐渐走向形式上的统一, 导致 《黄帝

内经》 中常常出现以 “天地阴阳” 解释 “人中阴

阳”, 也有以 “人中阴阳” 类比 “天地阴阳” 的篇

章或段落。 如 《灵枢·阴阳系日月篇》 的作者生搬

硬套汉代易学家提出的卦气理论, 穿凿附会天干地

支, 以十二地支配十二月比附足经, 以十天干比附

手经, 漏洞百出, 与客观实际不符。 该篇欲将三阴

三阳理论融会贯通, 殊不知手足十二经属于 “人中

阴阳” 范畴, 一年十二月属于 “天地阴阳” 范畴,
概念的跨域诠释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极大困难[3]。 又

如 《素问·热论》 三阴三阳六经各经证候与该经循

行部位及络属脏腑的病理特点相一致, 隶属于 “人
中阴阳” 范畴, 而六经传变次序与运气学说中客气

的运行规律正好相反, 隶属于 “天地阴阳” 范畴,
与 “人中阴阳” 范畴的经脉循行次序大相径庭。 《素
问·热论》 六经传变次序是作者基于天人合一、 同

气相感的理念, 将两个范畴的三阴三阳概念融合后

的理论推导, 而并非客观的临床观察, 导致后世医

家聚讼不休, 争论不断。 张志聪、 陈修园等六经气

化学派医家运用六气标本中气理论分析六经证治规

律, 解释六经病的生理与病理变化, 其本质是用

“天地阴阳” 范畴的三阴三阳六气诠释 “人中阴阳”
范畴的三阴三阳六经, 其理论自洽的基础在于两个

不同范畴的三阴三阳概念已经在事实上走向了深度

融合。
1. 3　 血脉概念与经脉 (络) 概念的融合　 “脉学”
在汉代 “医经家” 著作中居于核心地位。 《黄帝内

经》 中的 “脉学” 主要包括脉诊理论、 血脉理论和

经脉 (络) 理论 3 个范畴。 血脉理论和经脉 (络)
理论与中医脉诊都有关系, 甚至可以说这两种理论

都起源于早期的诊脉实践。 血脉理论和经脉 (络)
理论中的不少概念、 原则、 诊治方法都与脉诊有关。
《黄帝内经》 记载的标本诊法、 三部九候诊法、 尺肤

诊法等几乎都出自早期的血脉理论。 标本诊法又孕

育了经脉 (络) 理论, 三部九候诊法等遍诊法是发

现十二经脉 (络) 的基础。 血脉理论与经脉 (络)
理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 血脉理论起源于

早期 “以砭启脉” 的诊疗经验的描写, 后来引入了

营卫理论, 其解释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几乎可以

解释中医学与 “气血” 有关的所有病证。 经脉 (络)
理论的雏形是连接上下相应的 “标” “本” 部位而构

成的联系之脉[4], 后来经过三阴三阳概念的规范和古

代哲学思想的浸润, 到 《灵枢·经脉》 完成了基本

定型, 成为后世针灸诊疗的指导理论。 血脉理论中

“经络” 的功能是 “行血气而营阴阳, 濡筋骨而利关

节”。 经脉 (络) 理论中 “经络” 的功能是 “决死

生, 处百病, 调虚实”; 血脉理论中的络脉是指血

络, 经脉 (络) 理论中络脉的本质是联系之脉; 血

脉理论中, 气血生于中焦, 出于上焦。 经脉 (络)
理论中十二脉及相应的十二络皆出于四末; 血脉理

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隶属于 “天地阴阳” 范畴, 而

经脉理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隶属于 “人中阴阳” 范

畴; 血脉理论经过了 “经脉化” 的过程, 在血脉理

论基础上产生的营卫循行的概念, 其路径借助了经

脉理论中的十二经脉途径。 经脉 (络) 理论也有被

“血脉化” 的历史, 经脉 (络) 的本质是联系之脉,
但受到血脉理论气血循环说的影响, 其经脉 (络)
走向完成了从 “向心性” 到 “如环无端” 的转变。

《黄帝内经》 记载了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 不同

流派的有关血脉理论和经脉 (络) 理论的内容, 两

种不同的理论互相交织, 不同范畴的概念渐趋融合。
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曾意识到 《黄帝内经》 中尚存在

着一个披着经脉 (络) 理论 “外衣” 的血脉理论。
2　 《黄帝内经》 概念融合的原因

2. 1　 意象思维为主导的理论构建模式　 中医药理论

体系的框架是在意象思维的指导下构建的。 意象思

维 “援物比类, 化之冥冥” 的理论构建方式, 不可

避免地造成了认识的模糊性。 这种模糊性一方面使

医者的思维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但客观上

也容易遮蔽中医概念的本质内涵。 意象思维的理论

推演机制, 把现象、 物象、 意象、 法象等不同范畴

概念置于一个具有强大统摄力的理论框架之下, 客

观上导致中医概念普遍的直观性、 经验性、 功能性、
表象性特征。 意象思维在认知本质上是隐喻的, 而

概念融合是隐喻认知中意义构建和信息整合的普遍

模式。 在隐喻认知机制下产生的中医概念在演进过

程中更容易产生交叉融合。
2. 2　 概念形成阶段的跨域移植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

基本概念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受当

时科学技术水平及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 不得不借

助古代自然哲学作为认识论工具。 哲学概念在医学

领域的跨域移植甚至直接替代限制了中医学对具体

事物清晰、 准确、 实在的把握[5], 也在客观上造成中

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具有内涵一词多义、 外延视域

融合的特点。 不同学科领域之间、 不同概念范畴之

间的跨域移植, 弥补了科学理论语言概念词汇的空

缺, 为人们创造了一种可理解性相对较强的表述方

式, 但也留下了多源映射的空间。 导致同一目标域

可以有不同的始源域, 以目标域为媒介, 不同始源

域的概念可能产生交叉融合。
2. 3　 医家的过度诠释 　 中医概念的的发展方式为

“叠层累积”, 历代医家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传承中

医概念范畴体系是中医学术发展的特点之一, 但限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思维方式的影响, 难免有一些

非理性的推想和机械的照搬。 《黄帝内经》 的许多篇

章本身是对更早的古医籍的阐发诠释, 诠释者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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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自身历史语境和知识背景的影响, 借助格义

式的分析和注释, 在 “旧文本” 中填入 “新观念”,
努力发现原始文本未被发掘的意义[6], 这就有可能在

“理解-解释-应用” 的诠释学循环中不断赋予概念新

的内涵, 进而产生概念的融合。
3　 《黄帝内经》 概念融合的对策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建设总是通过一个个基本

概念的揭示来总结这门学科的科学认识成果, 并在

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确定事物的本质、 规定理论

的范畴、 反应事物的规律、 作出相应的结论, 从而

建立理论体系大厦[7]。 正确理解并清晰阐释中医理论

构建的过程、 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 中医语言的认

知发生机制, 是关乎中医学守正传承发展的重要一

环。
3. 1　 利用新材料补缺概念的融合演变过程　 秦汉时

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 《黄帝内经》 的大部

分篇章都成书于这一时期, 呈现出理论碰撞、 观点

集成、 概念交融等特点。 囿于材料不足及研究视角

的局限, 《黄帝内经》 理论构建及基本概念形成的过

程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近年来, 大量简帛医学文献

的出土为我们了解 《黄帝内经》 理论结构、 概念范

畴的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能。 通过马王堆汉墓帛书、
张家山汉简、 天回医简等出土简帛医学文献与 《黄
帝内经》 做横向的对比研究, 将同语词概念置于整

个中医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体系下进行辨析, 找出

概念在概念结构中的位置差异, 探究概念形成的原

委, 展现概念融合演变的过程。 如马王堆汉墓帛书

《阴阳脉死候》 载: “凡三阳, 天气也……凡三阴,
地气也。” 说明早期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按照天地阴阳

对立的观念, 将天气和地气各自分为三节三气, 与

传世文献 《素问·脉解篇》 六气时序划分的原则相

统一, 而与晚后形成了的 《素问·至真要大论》 中

按照 “天地合气” 模式, 将一年之气区分为三阴三

阳六节六气有显著差异。 通过对出土医学文献中有

关内容的对比考量,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黄帝内经》
不同篇章同一语词概念演化的过程。
3. 2　 利用新方法阐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新的认知、 新的知识不断产生, 用

旧概念来解释新知识, 是人类认知发展的普遍方式。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古人运用意

象思维方式, 构建了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 使中医

理论超越了感官经验, 并脱离了神仙巫祝的影响,
但也因此造成中医语言的整体性、 模糊性、 表象性、
隐喻性等特征, 从而导致中医概念内涵与外延难以

清晰界定,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利于中医学的继承

与进一步发展。 《黄帝内经》 概念融合分析难在辨析

同语词概念所表达的多维内涵。 传统的训诂学、 文

献学等研究方法, 更注重在不同语境中对语词表象

进行描述性分析, 而忽视了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动

态演进过程, 更缺乏对概念词义演变机制的深入研

究[8]。 我们今天不应该因循守旧, 拘泥于传统的文献

学的研究方法, 更不应该固步自封, 而应当以客观

求实的态度、 多元包容的眼光, 充分借鉴多学科交

叉知识, 对中医理论中不同层次的凝固融合的概念

进行抽丝剥茧式地分析研究, 使其内涵明确、 表述

规范、 层次清楚、 结构合理。 首先, 运用逻辑学和

发生学方法, 将 《黄帝内经》 核心概念回置于其发

生、 发展的特定的哲学、 文化乃至宗教、 伦理道德

等背景下加以动态地考察。 其次, 借鉴傅伟勋 “创
造的诠释学” 方法, 从实谓、 意谓、 蕴谓、 当谓、
创谓 5 个层次, 系统开展 《黄帝内经》 核心概念的

现代诠释, 阐发其科学内涵。 第三, 紧密结合临床

实际, 在临床实践中重新认识 《黄帝内经》 的概念

范畴。 例如吴以岭院士[9] 深研 《黄帝内经》 血脉理

论, 系统构建中医络病学, 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

中发挥了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 推动了中医血脉理

论体系的完善。
3. 3　 借鉴新视角探索概念的认知发生机制　 身体现

象充当了抽象的哲学原则形式化时的模型, 而与身

体相连的意象内隐在阐述身体的语汇中。 具身认知

是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焦点, 将认知主体

视为自然的、 生物的、 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

的主体。 古人正是依据身性的身体感知经验为基础,
通过 “隐喻” 的思维对自身的感知经验展开更深层

次的加工, 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扩充、 修正, 总结其

认知内容, 形成了中医理论概念体系[10]。 从认知科

学的角度, 以具身认知科学方法研究 《黄帝内经》
中核心概念形成的动力机制, 寻求语言背后中医概

念的建构方式和意义本质, 从而得到相互融合的概

念的明见性认识。
4　 小　 结

概念融合是隐喻认知中意义构建和信息整合的普

遍模式。 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具有内涵一词多义、
外延视域融合的特点。 正确理解中医基本概念的内涵

外延, 并还原融合概念的沿袭、 演绎、 分化、 融合过

程, 清晰阐释中医语言的认知发生机制, 有助于我们

深层次把握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 提高运用中医思维

防病、 治病的能力, 从而助推典籍文献知识的深度挖

掘和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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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医学启源》 探讨易水学派张元素时空
脏腑观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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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前, 有关 “易水学派” 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因此对其开山祖师张元素学术思想的挖掘

与研究尤为迫切。 本研究立足张元素代表著作 《医学启源》, 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 对张元素的学术思想进行进一

步的挖掘与阐述。 在张元素以 “脏腑辨证” 与 “药类法象” 为学术特色的现有认识基础上, 提炼出以脏腑为中心, 以

时空次序变化为着眼点的时空脏腑观, 并从其观点的理论源流、 内涵与运用进行了阐述。 本研究以 “回到易水学派”
为宗旨, 为深入理解张元素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文献依据, 对于全面认识 “易水学派” 的学术思想具有积极的学

术价值。
　 　 关键词: 易水学派; 张元素; 学术思想; 时空脏腑观; 《医学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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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学派” 以金代河北省易水名医张元素为

开山祖师而得名, 自金元至明清, 以师承授受为主,
代有薪传。 作为本学派创始人, 学界普遍认为张元

素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集历代先贤有关脏腑辨证成

就之大成, 其对病机与随证用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

究与探讨[1]。 本研究团队在既往有关 “易水学派”
学术思想研究的基础上[2~5], 本着 “回到易水学派”
的宗旨, 以张元素代表著作 《医学启源》 为依据,
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 进一步深入挖掘其学术思

想的理论源流与内涵, 以期为深入、 全面认识张元

素与 “易水学派” 的学术思想特色提供有力文献依

据。
1　 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形成的理论溯源

张元素的时空脏腑观并非无源之水, 而是源自

《黄帝内经》 《华氏中藏经》 等医学著作, 这在 《医
学启源》 一书中多有提及, 例如 《医学启源·序》
所载 “其夜梦人柯斧长凿, 凿心开窍, 纳书数卷于

其中, 见其题曰 《内经主治备要》 ” [6], 可见其对

《黄帝内经》 的研究探颐索隐, 以致梦寐以求; 再如

《医学启源·卷之上·三才治法》 一篇明引 “华氏

《石函经》 ” 之语, 可见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亦受到

《华氏中藏经》 的影响。

1. 1　 《黄帝内经》 为张元素时空脏腑观奠定了理论

基础 　 先秦至秦汉的各类典籍文献中, 都十分重视

时空的观念, 并用 “天文” “地理” 等加以描述, 如

《周易·系辞上》: “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 再如 《淮南子·要略》 载: “天
文者, 所以和阴阳之气, 理日月之光, 节开之时,
列星辰之行, 知逆顺之变, 避忌讳之殃, 顺时运之

应, 法五神之常……地形者, 所以穷南北之修, 极

东西之广, 经山陵之形, 区川谷之居, 明万物之主,
知生类之众, 列山渊之数, 规远近之路” [7], 由此可

见, 时空观即是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
这种时空观念亦影响着医学[8~9], 并在 《黄帝内

经》 中有充分的体现[10~11]。 如 《黄帝内经素问·天

元纪大论》 引 《太始天元册》 之语, 以 “太虚廖廓,
肇基化元, 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 布气真灵, 摠统

坤元, 九星悬朗, 七曜周旋, 曰阴曰阳, 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 寒暑弛张, 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 [12], 体

现出中国古人对时空的认识; 此外, 在 “五运行大

论” “六微旨大论” “气交变大论” “六元正纪大论”
等篇中以升降出入对自然时空变化进行了深入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时空观在人体生理、 病理、 诊

断与治疗等方面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 《黄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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