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符号的双重分节及意义
——

以 《黄帝 内 经 》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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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符号 的 双 重分 节 是人 的 基本 思 维 方 式 ， 文 化 的 形 成是

符号双重分节表 意 的 必然 。 中 医 是 中 国 社会文 化 的 符 号 意 义域 ， 是

人体 的 符号表 意体裁 。 中 医 符 号 分 节 具有 意 向 性 的 意 义行 为 ， 给对

象世界 以秩序和 意义 ， 指 导人们 探 究人体 生命 、 健康 、 疾病 的 规律 。

中 医 符 号 的 分节 与 西 医 不 同 ， 产 生 的 意 义 也 有 差 异 ， 形 成 了 中 国 医

学 文化 的 重 要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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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分节 （ ａ ｒ ｔ ｉ ｃ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 是符号学的重要命题 。 索绪尔认为符

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 。 能指是符号 的可感知部分 ， 但是 ， 何谓所指

学界却有许多争议 。 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最基本

的双重分节在
“

表达
”

与
“

内容
”

这两个层面之间 ①
， 因此 ， 双重分

节就从语言扩大到所有的符号 。 他认为表达层 的单元是纯粹形式 ，

称为空符 ； 相对应 的 内容层面是具体 的意义 ， 是实符 。 两者对应 ，

但不完全重合 ，

一个能指的所指 ， 可以是一个复杂的系列 。

符号对象本没有分节 ， 只有通过符号形式切分符号对象才能产

生秩序和意义 。 双重分节的方式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

意义 。 例如女性政治地位的分节 ：

“

天子之妃 曰后 ， 诸侯曰夫人 ， 大

夫曰孺人 ， 士 曰妇人 ， 庶人曰妻 。

”

（ 《 礼记 ？ 曲礼上 》 ） 甚至连
“

死

亡
”

也会有分节 ：

“

天子死曰崩 ， 诸侯 曰薨 ， 大夫 曰卒 ， 士 曰不禄 ，

庶人曰死 。

”

（ 《礼记 ？ 曲礼上 》 ） 这一系列分节说明 中 国古代政治 的

等级森严 、 尊卑有序 。 符号形式的分节是形成特质文化的重要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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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０ ）

因此 ， 双重分节成为符号学的基本命题 ， 巴尔特曾建议符号学叫作
“

分

节学
”

（ ａｒ ｔ ｈ ｒｏ ｌｏｇ ｉ ｅ ） 。

？ 艾柯认为分节问题极其重要 ：

“

任何符号学课题都是

对世界进行切分的历史和社会的结果 。

”？ 任何一种分节都是一种社会文化行

为 。 中医是人体的符号表意体裁 ， 它与 中 国古代哲学 、 天文 、 地理有着十分

重要的联系 。 中医符号的分节可以建构对象意义域的秩序与方向 ， 指导医学

实践 ， 探究人体生命 、 健康 、 疾病等规律 ， 同时 ， 对于当今社会认知传统医

学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

本文以我国现存最早 的 医学典籍 《黄帝 内经 》 为例 ， 探究双重分节原理

的普遍性和实践意义 。 《黄帝内经 》 之名最早出现在 《汉书 ？ 艺文志 》 ， 该书

大概形成于西汉前中期 。 西汉初年 ， 经过长期 的战乱 ， 经济萧条 ， 国库亏空 ，

民生凋敝 ， 需要一个休养生息 的调整时期 ， 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适应当时的

社会之需 。 同时 ， 汉朝 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文帝 、 窦后及景帝尊重黄老之术 ，

《黄帝 内经 》 这部不朽的 医学理论巨著才得 以 问世 。 《黄帝 内 经 》 简称 《 内

经 》 ， 以黄帝与臣子岐伯 、 鬼臾区 、 少师等的对话阐述中医基础理论 ， 广泛涉

及古代哲学 、 天文 、 地理 、 气象 、 音律等知识 ， 大约 ２０ 万字 。 它 由 《 素问 》

和 《灵枢 》 两部分组成 ， 共 １ ８ 卷 ， 每卷 ８ １ 篇 。 《素问 》 主要探究人体这一物

质形体的生命和疾病的原理 ， 《灵枢 》 则描述气在人体内 的运行规律及针灸治

疗的客观依据 。 为了 阐释人体生命 、 生理 、 病理以及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 ， 《 内

经 》 引入阴 阳 、 五行的符号思想 ， 将阴 阳 的对立统一看成宇宙万物的普遍规

律 ， 认为保持体内 阴 阳平衡是治疗疾病的重要原则 ， 而五行学说则用 以 阐释

人体局部与局部 、 局部与整体 、 体表与 内脏的有机联系 ， 以及人体与外部环

境的统一 。 通过阴 阳 、 五行的双重分节 ， 《黄帝内经 》 实现了 医学意义的清晰

表述 。

—

、 阴 阳之义

“

夫阴阳者 ， 有名而无形 。

”

（ 《灵枢 ？ 阴阳系 日 月 篇 》 ）

为何说阴 阳是有名而无形 ？ 谭戒甫先生认为 ：

“

因为凡物必有形 ， 再由形

给它一个名 ， 就叫
‘

形名 形名 家只认有物的形 ， 不认有物的
‘

实
’

。 他以

为
‘

形
’

即是物的标识 ，

‘

名
’

即是形的表达 ， 物有此形 ， 即有此名 。 若人 由

① 罗兰 ？ 巴尔特 ： 《符号学原理 》 ， 见赵毅衡编 ，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 ， 百花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２ ９ ７ ２ ９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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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ｉ符号学思想发微 ７１

名求物 ， 由物求形 ， 是易见的 。

”① 物事先存在 ，

“

名
”

后 出现 ， 但是对于无形

的存在 ， 则难以表达 ， 难以捉摸 。 邱鸿钟认为 ：

“

名称的指称和含义可以 出现

不一致的情况 ， 有指称的必然有含义 ， 但有含义的名称未必一定有指称 ， 如
‘

鬼
’

这个名称就只有含义而没有指称 。

”② 笔者尝试从符号学 中 的双重分节理

论阐述这 句话 中 的
“

有 名 无 形
”

。 艾 柯认 为 能 指 ／所 指 是
“

前 件／后 件
”

（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 ｔ ） ， 后件依赖前件的存在而存在 。

③ 没有符号的能指 ，

任何一种所指都不可能存在 。 胡塞尔说存在是纯粹意识的意 向性存在 ， 是被

构造的意义世界 ： 思必有所思 。

？ 赵毅衡认为 ， 所指就是能指所指 出 的东西 。

⑤

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气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原 ， 是宇宙中不断

运动而且无形可见的细微物质 。 出于表意的需要 ， 古代先贤用阴 阳将其分节 ，

以 阴 阳为性质相反相成的二气体 ， 即作为构成万物的二元素 ， 进而对宇宙产

生过程及万物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有机体进行说明 。

《说文解字ｈ
“

阴 ， 暗也 。 水之南 、 山之北也 。

” “

阳 ， 高明也 。

”

阴 阳 的

含义很朴素 ， 跟太阳 的 向背有密切关系 。 春秋时代阴 阳观念发生变化 ， 将阴

阳观念用于医学理论 ， 以 阴 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的二气 。

“

天有六气 ， 降生五味 ， 发为五色 ， 征为五声 ， 淫生六疾 。 六气 ， 曰 阴 阳

风雨晦暝也 。 分为 四时 ， 序为五节 ， 过则为灾 。 阴淫寒疾 ， 阳淫热疾 ， 风淫

末疾 ， 雨淫腹疾 ， 晖淫感疾 ， 明淫心疾 。 女 阳物而晦时 ， 淫则生 内热惑蛊之

疾 。

”

（ 《左传 ？ 昭公元年 》 ）

“

幽王三年 ， 西周三川 皆震 。 伯 阳父 曰 ， 周将亡矣 。 夫天地之气 ， 不失其

序 。 若过其序 ， 民之乱也 。 阳 伏而不能 出 ， 阴遁而不能蒸 ， 于是有地震 。

”

（ 《 国语 ？ 周语上 》 ） 自此 ， 我们开始将阴 阳认为是天地之气 ， 阴与 阳逐渐成为

天文学的研究对象 。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产生宇宙的根本 ， 无形无象 。

“

道生一 ，

一生

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万物负 阴而抱阳 ， 冲气 以为和 。

”

（ 《道德经 》 ）

一生

二 ， 即阴 阳二气 ， 阴 阳交错产生万物 。 因此 ， 自 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包含阴 阳

两个对立方面 ， 阴 阳在气的冲和作用下达成统一 。

庄子也以 阴 阳论气 ：

“

阴 阳者 ， 气之大者也 。

”

（ 《庄子 ？ 则 阳 》 ） 宇宙中 的

①谭戒甫 ： 《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 ， 中华书局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１

—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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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０ ）

气可以分成两大类 ， 即阴气和阳气 。

荀子认为万物变化由 阴阳二气交感产生 ：

“

天地合而万物生 ， 阴 阳接而变

化起 。

”

（ 《荀子 ？ 礼论 》 ） 天为 阳 ， 地为 阴 ， 阴 阳相互交触 ， 变化产生各种

事物 。

《黄帝内经 》 认为一切事物都是阴 阳相互作用 的结果 ， 是万事万物的根本

规律 。 如 《素问 ？ 四气调神 》 说 ：

“

夫四时阴 阳者 ， 万物之根本也 。

”

阳主热 ，

主燥 ， 运动 ， 上升 ， 飘扬空 中形成天 ， 阴主寒 ， 主湿 ， 沉静 ， 下降 ， 凝聚成

有形的地 。 四季更迭 ， 天地阴 阳交感产生多样的世界 。 文本发 出者用阴 阳符

号创造对象 ， 将气的运动变化 阐述为万物形成的根基 。 正如 Ｋ ｉｍＷａｇｅｒ 指

出 ： 阴 阳理论是一种模型 ， 可 以 帮助我们理解周遭世界 。 阴与 阳不是物质 ，

本不存在 。 阴 阳 只是用于意义的表达并 以词汇的形式存在而 已 。

”？ 在古代 ，

受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 ， 气的概念是古人通过观察与体悟而得 出 的 ， 对气的

认识无法达到当前精微的水平 ， 古人为 了表述气之规律变化而用阴 阳来描绘

整个宇宙世界。 符号创造对象 ， 任何解释意义都是以符号的 出现为前提而产

生的 。 例如 ：

“

龙
”

是创造对象 ， 对象需要根据解释建构 。 思维世界产生的符

号有部分是用以创造对象的 ： 思维造出符号及意义 。

？ 诸葛达维指 出 ， 符号化

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 ， 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 。

？ 有了 阴 阳的双重分节 ， 关

于人体生命世界的活动变化的规律才得以 阐述。 因此 ，

“

夫阴 阳者 ， 有名而无

形
”

， 阴 阳是能指分节 （不同 的名 ） 带 出所指 （不同 的气的作用 ） ， 形成意义

表达的前提 。

二 、 阴 阳复分阴 阳

二次双重分节是指在原有分节的基础上再次切分所指 。 例如 ： 教师分成

助教 、 讲师 、 副教授和教授 ， 教授又再分为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四级 。 能指

切分所指 ， 阴阳符号分割宇宙之无形的元气 。 为了表意 ， 《黄帝内经 》 的文本

发送者进行了 阴 阳符号的二次双重分节 ， 即根据所属部位及功能特点再分为

相互对立的阴 阳两部分 ， 故 《黄帝内经 ？ 素问 》 说 ：

“

人生有形 ， 不离阴阳 。

”

经络系统分阴 阳 ， 其中十二正经中有手足三阴三阳经 。 如 《素 问 ？ 天元

①Ｋ ｉｍＷａｇｅ ｒ ，Ａｕｒｉｃｕ ｌａ ｒ Ａ ｃｕｐｕｎ ｃ ｔｕｒｅ＆■Ａｄｄ ｉ ｃ ｔ 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 ｌ ｌＬｉｖ ｉｎｇｓ ｔｏｎｅ
，２ ００ ８ ？ｐ ．

１ ７ ３ ．

② 赵毅衡 ？

． 《哲学符号学 ： 意义世界的形成 》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 ， 第 ３ １ 页 。

③ 诸葛达维 ： 《传播符号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 ： 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 ， 见曹顺庆 、 赵毅衡主编 ，

《符号与传媒 》 （第 １ ４ 辑 ）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 ， 第 ６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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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大论 》 云 ：

“

阴 阳之气 ， 各有多少 ， 故 曰三 阴三 阳也 。

”

属脏而行于肢体内

侧的为阴经 ，

一

阴化三阴 ， 把阴分为太阴 、 少阴 、 厥阴 ， 属腑而行于肢体外

侧的为阳经 ，

一

阳化三阳 ， 把阳分为太阳 、 少阳 、 阳 明 。 三阴三 阳是根据每

一方面数量的多少进行的形式上的切分 ， 各含阴 阳成分依次递减 。 其表意 目

的有二 ：

一则表述阴 阳转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
二则表述阴极阳生 、 阳极阴

生的道理 。 《素问 ？ 阴 阳离合论 》 说 ：

“

三阳之离合也 ： 太阳为开 ， 阳 明为阖 ，

少阳为枢 。 三阴之离合也 ： 太阴为开 ， 厥阴为阖 ， 少阴为枢， 通过三阴三阳

的分节描述了它们 的定义及功能联系 ， 建构了三阴三 阳 的开 、 阖 、 枢的 中医

经络理论表述 。 三阴三阳理论对阴 、 阳进行数量上和等级上的划分 ， 反映了

阴 阳消长 、 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 。

再如 《素问 ？ 金匮真言 》 说 ：

“

阴 中有阴 ， 阳 中有阳 。 平旦至 日 中 ， 天之

阳 ， 阳 中之阳也 ； 日 中至黄昏 ， 天之阳 ， 阳 中之阴也 ； 合夜至鸡鸣 ， 天之阴 ，

阴 中之阴也 ； 鸡鸣至平旦 ， 天之阴 ， 阴 中之阳也 。

”

白 天为阳 ， 黑夜为阴 。 白

天 以 日 中为界 ， 日 出 到 中午 ， 阳光逐渐增多 ， 则为 阳 中之阳 ； 午后到黄 昏 日

光衰减 ， 虽属 白天 ， 谓 阳 ， 但为阳 中之阴 。

“

天
”

时间层面的连续体 ， 叙述者

为 了表述一天之中 阴 阳消长的变化规律 ， 对其进行切割分节 ， 能指分节清晰 ，

相互不重叠 ， 拼合起来覆盖
“

天
”

的时间全域 ， 这样表意才会明晰 。

三 、 同
一

事物的不 同分节体系

不同分节系统 ， 将同一事物按不同方式分节 ， 意义指 向也就发生改变 。

（
一

） 五脏与 五行

人体的心 、 肝 、 脾 、 肺 、 肾在阴 阳符号分节 中表述人体五脏包含着阴 阳

的对立统一 ， 五行符号分节则用来表述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生克制化 。

“

故背为 阳 ， 阳 中之阳 ， 心也 ； 背为 阳 ， 阳 中之阴 ， 肺也 ； 腹为阴 ， 阴 中

之阴 ， 肾也 ； 腹为阴 ， 阴 中之阳 ， 肝也 ； 腹为阴 ， 阴 中之至阴 ， 脾也 。

”

（ 《素

问 ？ 金匮真言论 》 ） 《灵枢经 》 认为心为 阳藏 ， 处于三焦之上焦 ， 上焦为阳 ，

则是以 阳居 阳 ， 所 以称其为 阳 中之阳 ； 肺为 阴藏 ， 处于上焦 ， 则 以 阴居 阳 ，

所以称其为阳 中之阴 ； 肾为阴藏 ， 位于下焦 ， 下焦为 阴 ， 则是以 阴居 阴 ， 所

以称其为阴 中之阴 ； 肝为阳藏 ， 位于中焦 ， 中焦为阴 ， 所以称其为 阴 中之阳 ；

脾为阴藏 ， 处于中焦 ， 中焦为 阴 ， 以太阴居阴 ， 所以称其为 阴 中之至阴 。 意

向性是意义活动的动力 ， 符号发送者采取 了 阴 阳复分阴 阳 的分节方法 ， 实现

了根据四季疾病所处阴 阳位置而施行针石治疗的意义传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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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 （ ４〇 ）

五行符号分节用于构建天人
一体的五脏系统 。 五行是指木 、 火 、 土 、 金 、

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 ， 最初是宇宙 中的五种基本物质 。 从方法论的角度

思考 ， 五行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存在 ， 而作为符号来阐释宇宙的变化规律 。

“

东方生风 ， 风生木 ， 木生酸 ， 酸生肝 ， 肝生筋 ， 筋生心 ， 肝主 目 。

”

阳

气升腾形成春风 ， 春风化雨 ， 木得以生长 ， 酸味与木同类 ， 对应人体的肝脏 ，

肝与人体的筋相互联系 。 根据五行生克关系 ， 木生火 ， 所 以肝的健康直接影

响人的心脏功能和视力水平 。

“

东方青色 ， 人通于肝 ， 开窍于 目 ， 藏精于肝 ， 其病惊骇 ， 其唪酸 ， 其类

本草… ？ ”是以知病在筋也 。

”

（ 《素问 ． 金匮真言论 》 ） 这里 以方位配五行 ： 日

出于东方 ， 与木的升发特征类似 ， 故东方生木 ， 与色之青色相类同 ， 与 自 然

的五气之风相似 ， 人通于肝藏 ， 以养肝藏之精 。 肝之精气 ， 开窍于 目 而通禾

气 ， 疾病如春 ；ｔ阳气震发而捧动 。 符号发送者把 自 然界的东方 、 春季 、 青色 、

风气等归人五行 中 的木 ， 与人体的肝 、 目 、 筋联系 ， 建立 了人体 内外 的肝木

系统 。 没有五行＃号 ， 则难以说明
“

天人相应
”

的 中医理念 ， 无法将千姿百

态的生命世界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医学文化意义域 。

（二 ）

“

年
，，

的三种分节方式

时间是
一个连续体 ， 用不 同切分方式切割时间 ， 延伸 出 的意义也随之

变化 。

例如 《 内经 ？ 四季调神大论 》 ：

“

春三月 ， 此谓发陈 。 天地俱生 ， 万物 以

荣 ， 夜卧早起 ， 广步于庭 ， 被发缓形 ， 以使志生 ； 朱而勿杀 ， 予而勿夺 ， 赏

而勿罚 ， 此春气之应 ， 养生之道也 。 逆之则伤肝 ， 覃为寒变 ， 奉长者少 。

”

春

季 ， 阳气升发 ， 生育万物 。 天气温暖 ， 埤气发散 ， 为适应这种环境 ， 宜夜卧

早起 ， 散步活动 ， 披发舒缓身体 ， 使神志舒畅 ， 这是春季的养生规律 。

“

夏三月 ， 此谓蕃秀 。 天地气交 ， 万物华实 ， 夜卧早起 ， 无厌于 日 ， 使志

无怒 ， 使华英成秀 ， 使气得泄 ， 若所爱在外 ， 此夏气之应 ， 养长之道也 。 逆

之则伤心 ， 秋为痃疟 ， 奉收者少 ， 冬至重病 。

”

夏季 ， 阳气充足 ， 草木茂盛 。

夏至阳气到达至盛的状态 ， 阳极阴生 ， 阴气微上 ， 阳气微下 ， 阴 阳两气开始

交触 ， 草木开花结果 ， 为适应这种环境变化 ， 宜夜卧早起 ， 不抱怨 白 天的时

间过长 ， 避免产生怒气 ， 这是夏季的养生之道 。

“

秋三月 ， 此谓容平 。 天气以急 ， 地气以 明 ， 早卧早起 ， 与鸡俱兴 ， 使志

安宁 ， 以缓秋刑 ， 收敛神气 ， 使秋气平 ， 无外其志 ， 使肺气清 ， 此秋气之应 ，

养收之道也 。 逆之则伤肺 ， 冬为飧泄 ， 奉藏者少 。

”

秋天 ， 万物 自 然成熟 。 寒

气开始上升 ， 阳气开始下沉 ， 为适应环境变化 ， 宜早睡早起 ， 心神安宁 ，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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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均匀 ， 这是秋季的养身之道 。

“

冬三月 ， 此谓闭藏 。 水冰地坼 ， 无扰乎阳 ， 早卧晚起 ， 必待 日 光 ， 使志

若伏若匿 ， 若有私意 ， 若已有得 ， 去寒就温 ， 无泄皮肤 ， 使气亟夺 ， 此冬气

之应 ， 养藏之道也 。 逆之则伤肾 ， 春为痿厥 ， 奉生者少 。

”

寒冷的冬季 ， 万物

开始收藏 。 阳气 向 内收缩 ， 人不再适合剧烈运动 ， 所以需要早卧晚起 ， 避寒

就温 ， 不耗损阳气 ， 顺应冬季藏气之道 。

一年分四时 ， 即春 、 夏 、 秋 、 冬各三月 ， 旨在表达 四时变化的生长收藏

规律 。 人体应顺四时变化 ， 调养情志精神 ， 违逆则百病灾害生 ， 这表达的是

春夏养阳 ， 秋冬养阴的
“

治未病
”

养生思想 。

《 内经 》 中提及脏象时 ， 将
“

岁
”

分节为 日 、 候 、 气 、 时 。

“

岐伯 曰
； 五

日谓之候 ， 三候谓之气 ， 六气谓之时 ， 四时谓之岁 ， 而各从其主治焉 。 五运

相袭而皆治之 ， 终期之 日 ， 周而复始 ， 时立气布 ， 如环无端 ， 候亦同法 。 故

曰不知年之所加 ， 气之盛衰 ， 虚实之所起 ， 不可以为工矣 。

”

（ 《 内经 ？ 六节脏

象论 》 第九 ） 五天为一候 ， 三五十五 日 为
一节气 ， 六个节气九十天为

一

时 ，

四时三百六十 日 为一岁 。 此段文字为 了表述治病应顺从其当旺之气 ， 将所指
“

岁
”

按照另外一种分节方式切分 ， 形成新的表意 内容 。 医生应该知道一年 中

当旺之气的加临 、 节气的盛衰 、 虚实的根源 ， 否则不能成为 良医 。

又如 ：

正 月 、

二 月 ， 天 气始 方 ， 地 气始发 ，
人气在肝 ；

三 月 、 四 月 ， 天 气

正方 ， 地气定发 ，
人气在脾 ；

五 月 、 六 月 ， 天 气盛 ， 地 气 高 ，
人气在 头 Ｉ

七 月 、
八 月 ， 阴 气始杀 ，

人气在肺 ； 九 月 、 十 月 ， 阴 气始冰 ， 地 气始 闭 ，

人气在心 ； 十一 月 、 十Ａ 月 ， 冰复 ， 地气合 ，
人气在 肾 。

故春刺散俞 ， 及与 分理 ，
血 出 而上 ， 甚者传 气 ， 间 者环也 。 夏刺 络

俞 ， 见血而來 ， 尽气 闭 环 ， 痛 病必 下 。 秋刺 皮肤 ， 循理 ， 上 下 同 法 ， 神

变而止 。 冬刺俞窍 于分理 ， 甚者直下 ， 间 者散下 。 春夏秋冬 ， 各有所刺 ，

法其所在 。 （ 《 内 经 ？ 诊要经终论 》 第 十六 ）

此段为了表述诊病的要领 ， 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 。

一年 中人气所处的人

体部位不同 ， 时间 的切分 ， 将人体气的变化与
一年中十二个月 的变化结合 ，

医者据此探究诊病规律 ， 确定针灸部位 。

以上例子将同一所指
“

年
”

用三种不同方式分节 ， 即春夏秋冬 ， 日 候气

时 ， 十二个月 ， 实现了三种不同的符号表意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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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双重分节理论在中医中 的作用

中医的符号双重分节理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 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 也是

中医理论区别于西医理论的关键因素 。 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 的阴 阳学说是宏观

观察与体悟的结果 。 古人在对人体结构 、 生理功能 以及病理变化方面进行直

观观察 、 推测和体悟的 同时 ， 对人的生活世界 ， 如天文 、 地理 、 气象以及社

会变动等情况进行观察 、 思考 ， 并将分析结果与人体生命变化规律结合 ， 运

用阴 阳符号分节表达人体生命世界的医学意义 。

符号的双重分节 目 的是给模糊 的对象以秩序和意义 。 根据皮尔斯的无限

衍义理论 ， 任何解释项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符号 ， 新的符号又产生新的意义 ，

绵延无穷 。 符号的发出者根据 自 己 的意图意义 ， 试图设置语境 ， 努力让符号

接受者的解释落在发出者的理想暂止点上 ， 这个暂止点被称为
“

意图定点
”

。

《黄帝内经 》 的符号发送者究竟要将意义引 向何处呢 ？ 阴 阳 同归于太极 ， 太极

是阴 阳未分时的混沌状态 。 《 内经 》 有 了 阴 阳这两个基本的观念符号 ， 才具备

表达人体生命世界多样性的可能 ， 也才能表达人体阴 阳之间的各种辩证关系 。

（ １ ） 阴 阳的对立统一关系 。

阴 阳是指对立统一的两种事物 ， 或者 同一事物的对立统一 的两个方面 。

自然界的一切均存在相互对立的阴 阳两个方面 ， 如天与地 、 动与静 、 升与降 、

明与暗 、 寒与热 、 水与火等 ， 阴 阳双方处于对立状态 ， 又相互统一 ， 构成整

体 。 阴 阳的对立主要表现在阴与 阳 的相互排斥 、 相互制约 ， 以维持动态平衡 ，

因而促进事物的产生 、 发展与变化 ， 如一年 四季中春温 、 夏热 、 秋凉 、 冬寒

的变化 ， 就是阴阳相互制约的结果 。

人体处于健康状态时 ， 人体的 阴 阳对立的两方面也就在相互制约与排斥

的状态中达到动态平衡 。 《素问 ？ 阴 阳应象大论 》 云 ：

“

故积阳为天 ， 积阴为

地 。 阴静阳燥 ， 阳生 阴长 ， 阳杀 阴藏 。 阳化气 ， 阴成形 。

”

阴 阳体象大小不

同 ， 积阳至大而为天 ， 积阴至厚而为地 ； 独 阳不生 ， 独阴不成 。 这说明 阴 阳

与相反相成 、 对立统一 。

（ ２ ） 阴 阳 的互根互用关系 。

阴 阳互根 ， 指一切事物中相互对立的 阴 阳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 互为根本 。

阴 以 阳为根本而存在 ， 阳 以 阴为根本而存在 ， 如左为 阳 ， 右为阴 ， 没有左就

无所谓右 ， 没有右就无所谓左 。 简言之 ， 阴 阳的相互依赖关系即为
“

互根
”

。

阴 阳互用 ， 指 阴 阳双方相互促进的关系 。 《素 问 ？ 阴 阳应象大论 》 说 ：

“

阴在内 ， 阳之守也 ； 阳在外 ， 阴之使也 。

”

指 出 阳 以 阴为基 ， 阴 以 阳为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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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静 ， 故为阳之守 ； 阳性动 ， 故为 阴之使 。 守者守于 中 ， 使者运于外 。 阴

阳互用 ， 不可分离 。 如张介宾注 《素问 ？ 四气调神论 》 说 ：

“

夫阴根于阳 ， 阳

根于阴 ， 阴 以 阳生 ， 阳 以阴长 。

”

如果人体的 阴 阳互根互用关系失调 ， 则
“

孤阴不生 ， 独 阳不长
”

， 甚至
“

阴阳离决 ， 精气乃绝
”

（ 《素问 ？ 生气通天论 》 ） ， 进而死亡 。

（ ３ ） 阴 阳的交感互藏关系 。

阴 阳交感 ， 指阴 阳两方面在运动 中相互作用 ， 是宇宙万物生成和变化的

动力来源 。 人类男女构精 ， 生命个体产生 ， 生生不息 。 阴 阳互藏 ， 指一方包

含另一方 ， 即阴 中有 阳 ， 阳 中有 阴 。 如 《素 问 ？ 天元纪大论 》 说 ：

“

天有 阴

阳 ， 地亦有阴 阳 。 故 阳 中有 阴 ， 阴 中有 阳 。

”

天地动静相互影响 ， 阴 阳交错 ，

运气的变化就产生了 。 再如
“

动静相召 ， 上下相临 ， 阴 阳相错 ， 而变 由生也
”

（ 《素问 ？ 天元纪大论 》

“

地气上为云 ， 天气下为雨 。 雨出地气 ， 云 出天气
”

（ 《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 》 ） 。 说明阴 阳互藏是阴 阳交感相错的 内在动力 ， 将阴

阳交感互藏设定为意义的理想暂止点 ， 目 的是为 中 医的诊断阴 阳观埋下伏笔 。

（ ４ ） 阴 阳的消长平衡关系 。

阴 阳消长 ， 指阴 阳双方不是一直等量不变 的 ， 而是处于不断增长与消减

的动态变化之中 。 如 《素问 ？ 脉要精微论 》 云 ：

“

是故冬至四十五 日 ， 阳气微

上 ， 阴气微下 ； 夏至四十五 日 ， 阴气微上 ， 阳气微下， 这里冬至 四十五 日 指

冬至到立春 ， 冬至阳气萌发 ， 阴气开始下降 ， 直到夏至 阳气至极 ， 阴气潜藏 。

夏至四十五 日 是指夏至到立秋 ， 夏至阴气萌发 ， 阳气开始下降 ， 直到冬至阴

气至盛 ， 阳气伏藏 。 阴 阳符号的分节方法将天文历法与人体生理的变化结合

在一起 ， 阐述中医理论 中 的
“

天人合一
”

思想 ， 以表述人体应 四时而变化 ，

春夏养阳 、 秋冬养阴的 中医学理念 。

阴阳平衡 ， 指阴阳双方在不断的相互斗争 、 相互作用中维持相对平衡的

结构关系 。 这种平衡是在一定 阈值范围 内 的动态平衡 ， 阴 阳双方的 比例随 自

然界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 故 《素问 ？ 调经论 》 云 ：

“

阴 阳匀平 ， 以充其形 。 九

候若一 ， 命曰平人 。

”

意思是说阴 阳相和 ， 称气匀平 ， 血气相通 ， 充其形体 ，

三部九候之脉上下若一 ， 是为平人 。 符号发送者设置了 阴 阳平衡的意图定点 ，

提出 了人体
“

阴 阳贵和
”

思想 ， 为 中 医诊治疾病提供了指导原则 。

双重分节不仅实现 了人体阴 阳辩证关系 的表达 ， 同时 ， 阴 阳符号分节系

统使中 医学理论中 的生理 、 病理 、 诊治和养生等意义的表达成为可能 。 用 阴

阳 阐释人体组织结构者 ， 如 《素问 ？ 金匮真言论 》 说 ：

“

夫言人之阴 阳 ， 则外

为阳 ， 内为 阴 。 言人身之阴 阳 ， 则背为 阳 ， 腹为 阴 。 言人身之脏腑 中 阴 阳 ，

则脏为阴 ， 腑为 阳 。 肝心脾肺肾五脏为 阴 ， 胆 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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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

”

人之形体外为 阳 ， 内为阴 ， 背为 阳 ， 腹为阴 ， 五脏为 阳 ， 六腑为 阴 。 以

阴 阳 阐释人体生理特性者 ， 如 《素问 ？ 生气通天论 》 说 ：

“

阴平阳秘 ， 精神乃

治 ； 阴 阳离决 ， 精气乃绝 。

”

如果阳气偏盛 ， 不能密闭 ， 阴气则会受到耗损 ，

阴阳无法相生 ， 则精气枯竭 ； 若阴气平和 ， 阳气密闭 ， 则精神旺盛 。 以 阴 阳

阐释病理者 ， 如 《素 问 ？ 调经论 》 说 ：

“

夫邪之生也 ， 或生于阴 ， 或生于 阳 。

其生于阳者 ， 得之风雨寒暑 ； 其生于阴者 ， 得之饮食居处 ， 阴 阳喜怒 。

”

这是

说疾病的发生有阴 阳虚实之分 ， 外因于风雨寒暑 ， 内 因于饮食情志 ， 外为 阳 ，

内为阴 ， 多阳者多喜 ， 多阴者多怒 。 以 阴 阳 阐释疾病诊治者 ， 如 《素 问 ？ 阴

阳应象大论 》 说 ：

“

善诊者 ， 察色按脉 ， 先别阴 阳 。

”

善于治病的 医生 ， 观察

面色 ， 诊查脉象 ， 首先得辨别阴 阳 。 又如 《素问 ？ 至真要大论 》 说 ：

“

谨察阴

阳所在 ， 而调之 ， 以平为期 。

”

认真审查 阴 阳病变所在 ， 以实现平和为 目 标 。

以 阴 阳 阐释养生者 ， 如 《素问 ？ 四气调神大论 》 说 ：

“

夫四时阴 阳者 ， 万物之

根本也 ，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 秋冬养阴 ， 以从其根 ， 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

门 。 逆其根 ， 则伐其本 ， 坏其真矣 。

”

四时阴 阳之气 ， 万物之本 ， 春夏 阳气上

升 ， 盛于外 ， 秋冬阴气上升 ， 盛于外 ， 顺时而变 ， 故春夏培植 阳气 ， 秋冬养

育阴气 ， 这是养生的根本 。 阴 阳符号思想贯穿整部 《黄帝 内经 》 ， 是理解我 国

医学理论体系 的关键 。 《灵枢 ？ 病传 》 云 ：

“

何谓 日 醒 ？ 曰 ： 明于阴 阳 ， 如惑

之解 ， 如醉之醒 。

”

意思是说理解了 阴 阳 的变化规律 ， 困惑得以解决 ， 像醉酒

醒过来一样 ， 不再昏乱 。

中医学用五行对应人体五脏 ， 表述相生相克的功能联系 。 人体的生命活

动十分复杂 ， 人体形态结构解剖有助于使我们认识简单的生命活动规律 ， 但

对于复杂活动 ， 就需要功能联系 的思维方法来认识其规律 。 中 医学采木 、 金 、

水 、 火 、 土的五行分节系统 ， 将与
“

木
”

同类的脏腑及功能活动归属 于肝 ，

与
“

水
”

同类的脏腑及功能活动归属于 肾 ， 同理
“

火
”

对应心 ，

“

土
”

对应

脾 ，

“

金
”

对应肺 ， 依次形成了人体的肝系统 、 肾系统 、 心系统 、 脾系统和肺

系统共五大生理系统 ， 探究 了各个脏腑系统的机能及相互关系 ， 阐释了人体

生命的生长壮老死的活动规律 ， 建构 了 以
“

内外相应 ， 同类相从
”

为基本原

则的中 医藏象理论 。

五 、 结论 ： 作为身体哲学基础的阴 阳理论

人类用符号分节给予世界以秩序和意义 ， 否则 ， 人类的意义世界将陷入

一片混沌 。 赵毅衡先生认为世界可 以分成三大块 ： 处于意义世界之外 的
“

自

在物世界
”

， 物世界与意识互动形成的
“

实践意义世界
”

， 以及纯粹意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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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思维意义世界
”

； 除
“

自 在物世界
”

之外的世界 ， 都是意义世界 。

？ 意义

世界具有人的品格 ， 需要用符号再现 。 意义世界受符号发送主体所处的文化

社群的影响 ， 不同 的解释元语言使得意义世界丰富多彩 ， 因此人体的意义世

界也变得复杂 ， 表现层次多样 ， 人类难以理清思绪 。 为 了清晰表述人体的意

义世界 ， 《 内经 》 采用双重分节 ， 用阴 阳符号分割所指 ， 赋予原本无序的世界

以秩序及意义 ， 阐述人体生命活动 的变化 ， 如 阴 阳互根 、 消长平衡 、 对立统

一等 。 阴阳 以元符号的形式而存在 。 符号的意义本身是无限衍义的 ， 没有衍

义 ， 就无法阐述意义 。 唐小林强调 ， 人是意识的动物 ， 意识的本性是寻找意

义 ， 所以人又是意义的动物 ， 人凭靠意义而存在 。

？ 皮尔斯认为无限衍义是人

的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 。 符号表意 ， 人的意识具有意向性的特点 ， 实现了意

义对象的非匀质化 。 出于不同 的表意 目 的 ， 作为元符号的阴 阳再次用 阴 阳符

号分割阴 阳 ， 这是 《 内经 》 的又一特征 ， 如人体部位对应 四时变化 ， 切分为

二阴二阳 ： 太阳 、 少阳 ， 太阴 、 少阴 ； 经络学说中 的三阴三 阳 ： 太阳 、 阳 明 、

少阳 ， 太阴 、 厥阴 、 少阴 。 同一事物可 以有不同的分节体系 ， 如 阴 阳 、 五行

分节系统 ， 时间连续体
“

年
”

的 三种切分方式 ， 由 此 ， 意义 向 不 同 的方 向

延伸 。

值得注意的是 ， 崇 尚实证的西医通过人体解剖并未发现 《 内经 》 涉及的

人体器官
“

命门
”“

三焦
”

的物质存在 ， 由 此得 出
“

中 医是伪科学
”

的论断 。

事实上 ， 我们的脏腑概念中的
“

三焦
”

与
“

命 门
”

与解剖学概念不同 。 以名

带形 ， 即能指带出所指 ， 阴 阳符号创造对象 ， 阴 阳并不是物质的存在 ， 而是

以词汇的形式表达的对象意义 ， 中 医理论通过思维制造符号和意义来 阐述人

体生理功能变化机制 ， 这是中 医文化的重要特质 。 由 于元语言的不 同 ， 同
一

生理 、 病理事实在不同文化 中存在多元的表述 ， 逻辑上是可行的 。 《黄帝 内

经 》 中的双重分节方式注重宏观把握 、 动态功能联系 、 直观类 比的思维 ， 这

与重形质研究 、 定量研究的西医有着 明显 的 区别 。 中 医坚持天地人相统一 ，

认为人是 自然与社会的产物 ， 人的生命过程受天文 、 地理 、 气象与心理的深

刻影响 。 同时 ， 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 强调人体局部与局部 、 局部与

整体 、 内部与外部相统一的系统论思维 。 中 医 的有机论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
“

过程哲学
”

有相似的观点 ， 怀特海认为 ：

“

机体论的 出发点是事物处在互相

关联的共域中 的体现过程 。

”？ 怀特海提出 了能动的 、 开放的 、 思辨的宇宙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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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阐释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时注重事物之间 的功能联系 ， 避免了西医过分

注重微观 、 局部诊治的不足 。 以解剖 、 化验等分析方法见长的西医理论忽略

了人与环境 、 人体内部器官之间 的联系 。 中华民族依靠 自有的符号分节系统

形成了独特的疾病观和健康观 。 把握了 《 内经 》 中符号双重分节 的特征 ， 就

能更加接近古代中医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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