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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基于“一个方剂是一个邦国”的方剂君臣佐使隐喻分析”

马思思1 贾春华僻 郭瑁2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100029；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君臣佐使理论隐喻的实质。方法 应用隐喻认知的方法，分析君臣佐使理论

形成的认知过程及中医对其的认识和应用。结果 从职官制度讲，君臣佐使为“君一臣一佐”的三

级上下结构，职官制度始源于空间隐喻，因而方剂君臣佐使的核心是君臣关系；方剂君臣佐使的概

念内涵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空间梯度隐喻，一是药物对主证作用的三级梯度隐喻，二是病症重要性

的三级梯度隐喻。医者在对方剂君臣佐使的使用上离不开对病症重要性的分析，用药梯度源于对

症状梯度的认知。结论 君臣佐使隐喻的实质是人类概念类属思维基于空间隐喻从社会制度领域

向方剂领域的映射。隐喻的背后是通道为一，混沌有序。正因如此，基于隐喻构建的中医理论体系

才能指导临床“以通为和”“以平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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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phor analysis of“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oy’’in TCM formul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a prescription
bei ng a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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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aphorical nature of the“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oy”theory in TCM formula．Methods I n this paper。we use the method of metaphoricaI

cognition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monarch，minister，

assistant and envoy”in TCM Formula．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fficiaI sy

stem．“monarch-minister-assistant—envoy”composition iS a three-leve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monarch—minister-assistant”．111e core of the“monarch—minister-assistant—envoy”formula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spatiaI metaphor jn the

concept of“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oy”．Firstly，the effect of medicinals on the

main pattern iS a three-leveI gradient spatial metaphor；Secondly．the importance of disease and

manifestatiOns iS another three-level gradient spatiaI metaphor．There iS no way to apply the

“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 oy”theory without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sease

and its manifestations．MedicinaI gradient iS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symptom gradient．

ConcIu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ssence of“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oy”

metaphor lS the mapping of human conceptual thinking from the field of social system to the field

of formula based on spatial metaphor．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pathway—sharing and chaos—

sorting．Therefore．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based on metaphor can guide the ClinicaI practice

of“taking unblockage as harmony’’and“taking balance as th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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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理论，需要研究中医语言，而中医语言

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1]。使用隐喻认知的方

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可以解决的是中医理论从

何而来的问题。中医方剂的疗效来源于药物之间的

相互配合，具有规律性。君臣佐使是方剂配伍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其理论来源，我们才能更

好地使用以及评价。

方剂君臣佐使理论首次记载于《黄帝内经素

问·至真要大论篇》：“大要日：君一臣二，奇之制也；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

六，偶之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

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主病之谓

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探讨方剂组成之君臣佐使理论的认知来源，需从君

臣佐使制度谈起。

1 君臣佐使制度初探

“君”字甲骨文写为“当”，从“君”字的构件选择、

构形模式、创字意图和本义设定出发，“君”所指代的

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或持杖操朴，或执斧举钺，或

掌握权柄。或操控政务，或手持他物，其主要功能通过

口来发挥，其基本属性是发号施令的尊者[2]。关于

“君”字的含义，代表性的观点有《说文解字》：“尊也。

从尹，裴虢，故从口。”《广雅·释言》：“君，群也。”《白

虎通》：“君者，荤也，军下蹄心也。”《尔雅》：“林、燕、

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作为称号，

除用来代指国君，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

杼专权，杀死齐庄公“崔杼弑其君”；还可以用来指代

受人尊重的掌权臣，如战国时春申君、平原君等。此

外，《称谓录》中记载：《汉·孑L耽碑》“其子手自注石，

称耽为君。⋯⋯是人子自称其父为君。”可知“君”在

团体中的地位等级当为上，作为君的人必定在团体

中社会权力大，受人尊崇。

“臣”字的甲骨文为“自”“＆”，从其字形上，发展

出两种学说，一种为许慎的束缚说，《说文三下·臣

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

之属皆从臣。”另一种为郭沫若的竖目说：“人首俯

则目竖，所以像屈服之形者。”“臣”作为一个屈服的

阶级，早在商朝便作为一个职官而存在，如商代王室

内廷政务官，主要有“宰”“臣”[3]6。陈梦家的《殷墟

卜辞综述》记载商王的僚属分为3类，其一便为“臣

正”包括臣正、臣、小臣、多臣等官。可知，作为臣的

人，地位次于君，拥有的社会权利小于君，并且为君

做事。

“佐，助也”，帮助之意；“佐”也可以作为职官的

称谓，其职能通常承袭其意而为属官。春秋战国时，

主司工程建筑的县司空的属官有司空佐史；秦国在

王室私有和宫室的地方设都，都官的属官有佐史、啬

夫之类[3]51；《汉书·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

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可见佐史作为一个辅助臣

官的职官也是很早存在。作为佐史的人，拥有一定

职能，但在臣之下，佐史主要职能是辅助臣办事。

“使”，《说文解字》：“使，伶也。从人吏声。”《尔

雅·释诂》：“俾、拼、抨、使，从也。”在甲骨文和金文

中“使”“吏”“事”同为一字。按照文字发展的规律，

“使”作为一个成熟的形声字，乃为“史”“吏”“事”的

后起字，其本意即所谓的“使者”，奉君王之命使于四

方，后引申出派遣、命令、行使、使唤等义[4]。《春秋》

用“使”字特指天子向诸侯或诸侯向诸侯派遣大

夫嘲。《战国策·齐策》载：“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

不往也。”从职官体系来讲，内经时代的“使”主要为

奉王命的使者，并非固定的官位。使官作为皇帝特

派出去负责某种政务的专官，多为唐及其以后才出

现[6]。从“使”的用法来讲，主要有“役使”“致使”两

种用法[7]。

由上述分析，从职官体系来看，在邦国中君为尊

者，臣次于君，佐为臣的属官，使为临时设置的称号，

并不入职官体系。因此当有君一臣一佐三级结构，

倘若将使加进去，则当与臣并列而语。而《黄帝内经

素问》中“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

说法，印证了这一三级上下结构，即佐使同一：君一

臣一佐使。从字的用法来看，君为尊，臣屈服，佐为

助上，使为受役使的一方，君臣佐使除君不被役使

外，臣、佐、使皆为助人行事之意，因而君臣佐使，核

心是君臣关系。

2 由邦国君臣佐使到方剂君臣佐使

方剂君臣佐使的概念显然来源于邦国制度。邦

国中，人群需要遵循一定的组织制度——君臣佐使，

才能和合；方剂中，药群也需要按照一定的组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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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才能和合。只有已知前提：方剂与邦国是一对隐

喻的概念匹配，即方剂是邦国；人群与药群也是一对

隐喻的概念匹配，即药群是人群；已知邦国的和合机

制，才能得出“方剂中的组织方式是邦国中的君臣佐

使”这样的结论，即未知的药物组织方式与邦国君臣

佐使是一对隐喻的概念匹配。可知方剂的君臣佐使

配伍原则是基于“一个方剂是一个邦国”的概念隐喻

而形成。

2．1 方剂君臣佐使概念内涵的隐喻分析

从君臣佐使的概念内涵来看。一个稳定而和谐

的邦国，成员必须在其位、谋其政。君主作为最高统

治者，可代表国家做事，如代表国家祭天祭祖；同时

权力应当最大，可管理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将这

一概念映射到方剂中：君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方剂

的代表，如麻黄汤中麻黄为君药，桂枝汤中桂枝为君

药；君药所表现的力量在整个方剂中应当是最大的，

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的职责

在于掌管自己的一个行政区域，或者辅佐君主，如诸

侯掌一方之政，尹、相、三公等臣子直接辅助天子治

理国家。映射到方剂中，则认为臣药一可针对兼病

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一可辅助君药治疗主病或

主证。方剂君臣佐使主要隐喻分析见表1。

表1 基于“一个方剂是一个邦国”的君臣佐使主要隐喻分析

Table 1 The main metaphor analysis of“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oy”in TCM formul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a formula being a state”

2．2君臣佐使数目的设定及其隐喻分析

《黄帝内经素问》中“君一臣二”“君二臣三”等说

法也可从邦国官制中寻找其始源域。战国时期，社

会发展，官僚机构也开始文武分列，产生文官的首

长——相，以及武官的统领——将[3]45。《汉书·百

官公卿表》记载汉朝孝惠帝及汉高后置左右丞相；楚

国设官时常在一官之下设左右两个助手，如楚国令

尹的辅助即为左尹、右尹[3]36，这些都可作为方剂中

“一君二臣”或者“君二臣四”的始源域。以三为数的

官制，商朝已见端倪，如武丁、文丁时代的卜辞有“王

作三屯：右、中、左”，春秋时发展为三军，秦朝的三

公，都可成为方剂配伍中“臣三”的始源域。以五为

数的官制，如西周地方政府的组织，曾有“五服”“五

等”的说法。《国语·周语》：“夫先王之制，邦内甸

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西周分封诸侯的爵位，因封地大小而为公、侯、伯、

子、男五等。以六为数的等级划分，《周礼·仪礼》即

有六官的记载——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西周时即有六卿说。

以九为数的官制，如秦朝时九卿制。可见方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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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五”“臣六”“佐九”并非空穴来风。最典型的即秦

朝已形成完整而成熟的三公九卿制，反映到方剂中

君臣佐使的数量，即为“君一臣三佐九”。

3君臣佐使制度的空间隐喻特性及对药物认知

影响

3．1君臣佐使制度的空间隐喻特性分析

空间隐喻(spatial metaphors)在《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Lakeoff＆Johnson，1980)中有详细论

述。空间隐喻大多跟空间方位有关，比如上一下、

内一外、前一后、开一关、深一浅、中心一外周。这些空

间方向来自于我们的身体以及它们在物理环境中所

发挥的作用。书中进一步论述了，人类思维中“拥有

控制力为上，被控制为下”“更多为上，更少为下”“社

会地位高为上，社会地位低为下”“好为上，坏为下”

“道德为上，不道德为下”[8]。空间概念隐喻影响广

泛，如蓝纯以汉语为语料研究汉语中基于“上”“下”

空间隐喻的抽象概念嘲；Schubert则通过心理学实

验证明权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垂直方位的知觉

表征‘川。

邦国中的“君一臣佐使”是根据政府中成员所

处的地位所划分的不同阶层，这种上、中、下的纵向

层级分类体系显然与空间方位的上、中、下相匹配。

即“君一臣佐使”是群体中，依据不同分工及其权

利大小而划分的三级职能体系。根据“地位高为上”

的空间概念隐喻，最终形成君为上、臣为中、佐使为

下的概念系统。

3．2君臣佐使空间隐喻对药物认知影响

对邦国“君臣”任命的认识也直接映射到对方剂

中药物“君臣”的任命。空间“上下”是相对的，邦国

“君臣”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诸侯对天子称臣，

对家臣而言则为君。方剂“君臣”亦如此，如《庄子·

徐无鬼》：“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瘫也，豕零也，

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药物根据不同的时机或

所主病症，都可以为帝。

“国不可一日无君”，《黄帝内经素问》云：“主病

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此处的君臣佐使

是基于“药病相对”而得出的，认知程序为：病症有上

中下层级(主症一兼症一次要兼症；病因一症状；

本一末)，主药针对主症或病因或病本，主药为君。

由君药的确定可以得出君臣佐使的制度体系：

君药为针对主症或病因或病本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

物，臣药是辅助君药以加强君药功效之药，佐药配合

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我们称之为“药物对主症

作用的三级梯度隐喻”；或者是，君药为针对主症或

病因或病本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针对兼

症或症状(相对于病因)起主要治疗作用之药，佐药

为直接治疗次要兼症之药，称之为“病症重要性的三

级梯度隐喻”。

4方剂君臣佐使空间隐喻理论的应用

4．1 君臣佐使空间隐喻下的方论诠释——以桂枝

汤为例 ．

桂枝汤为《伤寒论》的经方，由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

枚(擘)组成。原文为：“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

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

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吴昆的《医方考》对此方进行诠释：“桂枝味辛

甘，辛则能解肌，甘则能实表，《经》日：辛甘发散为

阳，故用之以治风；然恐其走泄阴气，故用芍药之酸

以收之；佐以甘草、生姜、大枣，此发表而兼和里

之意。”

吴昆认为桂枝汤的病因为太阳中风，即使用量

上桂枝与芍药相同，但是依然认为桂枝为君；芍药的

作用在于桂枝，并不直接针对病症。其方论体现了

药物对主症作用三级梯度，表示如图1。

图1 药物对主症作用的三级梯度示意图

Fig．1 A three’level gradient diagram of the effect of

medicinals on the main symptoms

吴谦等的《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

方论为：“名日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辛

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

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芍药臣桂枝，

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表；

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

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

药。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

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

相和也。”

吴谦等的诠释至少存在3个层次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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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为君，安内为臣；病因为君，症状为臣；力大为

君，力小为臣。可以说“药物对主症作用的三级梯度

隐喻”与“病症重要性的三级梯度隐喻”都有体现，也

反映了基于上下空间隐喻的君臣关系为方剂君臣佐

使的核心思维。示意如图2。

4．2 方剂君臣佐使空间隐喻的临床应用分析

《孙文垣医案》记载：“臧六老，上吐血下泻血，胸

膈背心皆胀，原从怒触，又犬肉所伤，故发热而渴

⋯⋯予诊之，两关俱洪滑有力。谓日：‘此肝脾二经

有余症也，作阴虚治，左矣!《内经》日：怒伤肝。甚

则呕血并下泄。胸背胀痛，瘀血使然。脾为犬肉所

伤，故不能统血⋯⋯唯调气健脾兼之消导，则万全

矣’⋯⋯即与山楂、香附、枳实，调气消导为君；丹

参、丹皮、桃仁、滑石、茅根化瘀血为臣；黄连、芦根，

解犬肉之热为佐。四帖，胸背宽，血吐止，唯腹中不

舒，仍以前药同丹溪保和丸与之，四帖，大便下极臭

黑粪半桶，寝食俱安矣。”

图2 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君臣佐使思维示意图

Fig．2 Thought skema of“monarch，minister，assistant

and envoy”centared on“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

分析医者处方思路，医者首先对症状有一个三

级梯度认识，根据症状的梯度延伸到病机梯度、治法

梯度，最后得出用药梯度，对每味药赋予其君臣佐的

地位。由临床症状得出君臣佐使的认知程序如图3。

山檀、

番附、
枳实

丹参、丹皮、

图3临床由症状梯度推导用药梯度示意图

Fig．3 Diagram from symptom gradient to medicinal gradient for clinical practice

5 小结

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抽象概念是隐喻的，那么

基于隐喻认知的概念目标域是始源域，实质是一种

概念赋予，中医中存在大量这样的隐喻映射，如五

行[11-训、病因病机、治则治法[131等。本文以《黄帝内

经素问》中对君臣佐使的描述为语料，通过隐喻分

析，得出中医方剂的君臣佐使概念是基于“一个方剂

是一个邦国”被赋予的理论，职官体系的君臣佐使根

源于空间隐喻，其映射到方剂，表现为“君一臣一佐

使”的三级梯度隐喻，并且三级梯度的核心是君臣关

系。方剂君臣佐使的概念内涵中存在不同层次的空

间梯度隐喻。君臣佐使隐喻的实质是人类概念类属

思维基于空间隐喻从社会制度领域向方剂领域的映

射。隐喻的背后是通道为一，混沌有序。正因如此，

基于隐喻构建的中医理论体系才能指导临床“以通

为和”“以平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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