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中Ｈ身怖哲学中
“

气设
”

的符号学阐薛 ：

《黄帝内经 》 试解

陈 东

摘 要 ： 气是 中 国 古代哲学 的 重要范畴 ， 对 中 国 的 传统科学具有深远的

影响 ， 至今 ， 中 医 学仍 然 以 气作 为人体生命科 学 的研究 对 象 。

论文从符号 学 的 角 度分析 了
“

气
”

符号 的 生成过程与 无限衍义 ，

以及它在 《黄帝 内 经 》 中 医 学意义域的 形 成机制 ， 厘清 了 《黄

帝 内 经 》 中
“

气
”

概念的理解 困 境 ， 同 时证明 了 中 医 学理论身

心一元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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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气
”

是中 国哲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范畴 。 从先秦诸子至近代章太炎等 ，

对气的研究几乎贯穿整个中 国历史 。

“

气
”

的思想起初被用于阐释宇宙以及生

命的本源 ， 自然与人的形成 、 变化和两者之间 的关系 。 秦汉时期 ， 气的思想

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 ， 广泛地应用于医学 、 气象学 、 堪舆学等领域 ， 《黄帝内

经 》 是以气的思想解释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典范 。

“

气
”

是整个中医学理论的基础 ， 《黄帝内经 》 有近 ３０００ 个
“

气
”

字 ， 约

占全文五十分之一 ，

“

气
”

字 出现的频率 ， 仅次于虚词之 、 者 ， 在所有实词

中 ， 它出现的频率最高 。 （赵洪钧 ， ２ ０ ０ ７ ，ｐ ．２ ５ ） 《黄帝 内经 》 中
“

气
”

的概

念十分复杂 ， 如果要了解其中 的气学理论 ， 就必须追本溯源 ， 厘清医学 中气

思想的发展脉络 。 气论研究一直以朴素唯物论范式对
“

气
”

进行现代化阐释 ，

但是 ， 面对当代物质理论 ，

“

气
”

仍无法 自证其合理性 。

《黄帝内经 》

“

气
”

概念的当代阐释困境是 ： 五行之气 、 阴 阳之气 、 宗气 、

邪气等各种气从何而来 ？ 质料的气与形式 的气如何统一在
“

气
”

概念之中 ？

刘胜利提出现象存在论 ， 为气论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 ， 该范式将

元气作为一种存在的元素 ，

一种
“

现象的存在
”

或
“

存在的现象化
”

。 （ ２ ０ １ １ ）

刘胜利的观点十分新颖 ， 但没能具体展开论述 。 陈来先生就当前气论哲学研

究指出 ：

“

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视野复兴对气论哲学的宏观与微观研

究 。

”

（ ２ ００ ８ ，ｐ ． ４ ） 气论哲学呼唤新的学科理论 ， 以揭示气的本质与发展历

史 。 符号学被认为是文科中 的数学 ， 具有跨学科 、 跨文化特质 ， 是人文科学

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 。 （赵毅衡 ， ２ ０ １ ２
，ｐ ．９ ） 本文从哲学符号学的元符号 、

无限衍义等概念分析
“

气
”

符号哲学意义 的形成与 医学意义的建构 ， 厘清
“

气
”

在中国哲学理论建构中的关键地位 ， 分析了
“

气
”

字成为 《黄帝内经 》

中普遍使用的符号的原因 ， 以及现代西方医学中
“

气
”

的差异 ， 以解决 《黄

帝内经 》 中
“

气
”

概念的认知困境 。

一

、

“

气
”

的符号特征

从
“

气
”

的字义可 以发现 中 国哲学十分重视 自 然 ， 中 国古代 自 然观在科

学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 要了解气论哲学 ， 必须追本溯源 ， 探寻踪迹 ， 才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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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其思想发展脉络 ， 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逻辑特点 。

《说文解字 》 说 ：

“

气 ， 云气也 。 象形 。 凡气之属皆从气 。

”

（许慎 ，
２０ １ ６ ，

Ｐ ．８ ） 关于气的思想最初产生于人们 日 常生活实践中观察到的 自然现象 ， 气与

云 、 雾 、 烟有相似特点 。 《说文解字 》 释云 ：

“

云 ， 山川气也 ， 从雨 ， 云象云

回转形 。 凡云之属 皆从云 。

”

云属于气 ， 生于山 间河流 。 《说文解字 》 释雾 ：

“

地气发 ， 天不应 。

”

雾 由 大地之气生发 ， 也属于气 。 《说文解字 》 解释烟 ：

“

火气也 。

”

烟即火气 ， 仍然归属于气 。

作为语言符号的
“

气
”

最初是如何生成与传播的呢 ？ 首先 ， 何谓符号 ？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 。 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 ， 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

（赵毅衡 ， ２ ０ １ ２ ，ｐ ． ｌ ） 根据符号的定义 ， 符号必然承载意义 ， 为 了表达人类

对气的认知 ， 需要借助相应的符号载体 。 向前推进一步 ， 这样的符号究竟如

何锁合意义的 ？

“

气
”

符号的原初获意过程是什么 ？ 要 回答这些问题 ， 必须从

意识 、 意向性 、 事物和对象的意义活动几个要素展开讨论。

任何事物只要被感知 ， 受到人的关照 ， 即进人人的意识 ， 与人形成关联 ，

这是意义生成的第
一步 。 康德认为感性就是感性直观 ， 通过感官和时空 ， 认

ｉ只被给予对象 ， 对于 自在之物 ， 由于没有意识的实践 ， 意义无法形成 。 中 国

古人在 日 常生活 中反复经验气 ， 感知到气的物质性存在 ， 在意识的作用下发

出意向性 ， 对气的不同观相形成不同 的认知 ， 意 向性决定 了物质之气与意义

观相的关联 。 气的形式直观是意识与事物建立契约关系 的基础 ， 没有这种获

意意向性 ， 就没有其符号的生成动力 。

当气被感知时 ， 进人人的意识的是关于气的不同片段 ， 例如 ， 云气是流

动不居的 ， 气能为人体所知觉 （热气上升 、 冷气下降等 ） 。 为了取得气的形式

直观 ， 意识必须将气的形式感知之外的观相予以搁置 ， 存而不论 ， 于是气的

流动观相就成了其符号的主要品质 。 金文的
“

气
”

从视觉上体现了气的

流动性特点 ， 与对象具有相似性关系 。 《说文解字 》 将
“

气
”

６ ） ， 解释为象

形字 。 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成三类 ： 像似符号 、 指示

符号和规约符号 。 （ ２ ０ １ ４
，ｐ ．５ １ ） 由此 ， 可 以肯定

“

气
”

符号就是像似性符

号 ， 像似性符号简单直接 ， 易于被感知 ， 具有再现透明性 。 象形与象声都是

模刻 自然 ， 金文和 《说文解字 》 中的
“

气
”

符号体现出
“

气
”

物质的流动品

格 。

“

气
”

符号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 ， 不仅能够从空间 中去掌握世界 ， 而且能

以时间延续展示外在事物 。

索绪尔认为 ，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 无理据性的 ， 这一论

断是基于拼音文字的特点提出 的 ， 因为记音文字无法表达声音 以外 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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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次化的符号学研究 ■

中文是表意符号 ， 音意交融 ， 能指与所指之间本有联系 ， 是有理据的 。

“

气
”

符号的像似性特点体现 了直觉性思维 ， 是 中 国哲学思维的基本形

式 。

“

气
”

符号指称的是气的物质性存在 ， 其生成源于物质被感知 ， 体现出 中

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 肖峰指 出 ， 人在符号世界和表象世界相交织所构成的
“

符号
一

表象
”

世界中进行着符号操作活动 ， 符号常常在操作活动中消失 ， 而

画面则经常浮现出来 ， 这正是初步的抽象还不能有效地摆脱形象的纠缠和限

制的表现 。 （ １ ９ ８ ９
，ｐ ．１ ７ ７ ） 符号意义与形式的关联携带像似性 ， 无法将意象

从符号中抽离 ，

“

气
”

不是纯粹抽象的符号 ， 与西方哲学中的单一概念符号有

着根本的区别 。 西方哲学认为形式与意义的分开是哲学思维的表现 ， 否则逻

辑的明确性和系统性无法实现 。 这种观点 自 有合理因素 ， 但不无片面性 ， 值

得思考和仔细研究 。

西方哲学中 ， 概念是高度抽象的思维符号 ， 思维活动依赖概念运作 ， 其

内涵与外延十分明确 ， 保证了符号的逻辑性和 明确性 。 这种思维有助于将经

验上升为理论 ， 使科学知识不再局限于经验思维 ， 而
“

气
”

符号的像似性却

始终卷入人的思维活动 ， 这种思维活动是经验的 ， 而非理论的 。 经验思维是

人们运用在 日 常生活实践中积累 的知识而进行的思维操作 ， 是运用生活的直

接感受和体验以及社会习俗进行的思维活动 。

“

气
”

符号是经验思维的体现 ，

未分主客关系 。 《说文解字注 》 释
“

气 ， 云气也
”

为
“

象云起之兒
”

（段玉裁 ，

２０ １ ８
，ｐ ．２ ０ ） 。

“

象云起之兒
”

是主体对客体的直接体验 ， 主观 自 我凭借像似

性认知外在世界 ， 由此可见 ，

“

气
”

符号的形成是经验思维的结果 。

像似符号
“

气
”

带有明显的意象思维 ， 无法用概念明确地规定 ， 全靠直

观感悟 （想象 ） 来追寻意义 。 意象之象通常借助类 比 、 隐喻 、 象征 以及具体

符号语境等方式引 申意义 ， 是一种 内隐的辩证逻辑 。 严密的逻辑规范对近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深远 ， 而意象思维逻辑性不明确 ， 逻辑论证欠缺 。 中

国古代的科技发明通常基于经验层面而非高度抽象的概念层面 ， 因而
“

气
”

符号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 的 。 然而 ， 这种缺陷正是
“

气
”

符号的价值所在 ，

它使
“

气
”

的能指与所指之间 的理据性关系避免了机械和僵化的思维操作 ，

促进了主客体的通融与思维的创造性 。 中 国哲学的 阴 阳 、 五行符号与
“

气
”

符号具有相同的思维特点 ， 是中 国思维符号的代表 。

“

气
”

符号最初指向物质 ， 属于中 国先秦时期名与实的范畴 。 名实之辩主

要围绕名是否源于感性经验和客观实在 ， 概念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样的问

题 。

“

气
”

之名与实是相符的 ，

“

气
”

最初就是指物质 。 符号的功能在于将注

意力引 向认知对象 ， 其意义超出认知对象 。 符号是意义的载体 ， 人凭借符号

１４１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认知世界 ， 通过形式向意义过渡 。

“

气
”

最初指物质 ， 后来应实践的要求 ， 人

需要扩大认知对象范围 ，

“

气
”

意义延伸到功能 。

“

气
”

意义随重复而增加 ，

具有累积性 ， 个人和社群的经验在意义的重复实践中形成 。 赵毅衡认为 ， 重

复是意义的符号存在方式 ， 变异也必须靠重复才能辨认 ， 重复与 以它为基础

产生的变异使意义能延续与拓展 ， 成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方式 。 （ ２０ １ ７
，ｐ ．１ ５ １ ）

符号的生命在于重复 ， 意义在重复 中得 以延续 ， 意义 的延伸离不开重复 。

“

气
”

符号的意义在重复中获得了生命力 ， 于是就在其他文本中频繁出现 ， 意

义范畴不断扩大 ， 各种相关之气成为认识世界的重要载体 。

甲骨文 、 金文以及 《 尚 书 》 和 《诗经 》 中均未 出现名词性的
“

气
”

字 ，

只是将其用作副词和动词 。 李存山认为 ：

“

甲骨文 、 金文和现存 《 尚书 》 、 《诗

经 》 没有给我们 留下名词
‘

气
’

字的直接材料 。

”

（ １ ９ ９ ０
，ｐ ．２ ２ ） 尽管早期文

献 《 尚书 》 《诗经 》 中没有名词性
“

气
”

字 ， 但是 《左传 》 《 国语 》 中作为明

确的哲学范畴的
“

气
”

思想 已经产生 。

“

气
”

原初指物质 。 张岱年指 出 ， 中 国哲学中所谓气 ， 可 以说是最细微 、

最流动的物质 ， 以气解说宇宙 ， 即 以最细微 、 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 。

（ ２ ０ １ ７
，ｐ ．８ ７ ） 中 国哲学以气的物质性阐释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 这与西方哲

学所持的气由微小固体形成的原子论有明显差异 。 皮尔斯把符号载体命名为

再现体 ， 即索绪尔说的能指 ； 关于索绪尔的所指 ， 皮尔斯从逻辑上分解成两

部分 ，

一部分是符号代替的对象 ， 另一部分是符号引 发的思想 ， 被称为解释

项 。 （ ２０ １ ４
，ｐ ．３ １ ） 皮尔斯的符号意指三分式 （对象 、 再现体 、 解释项 ） 可以

解释中 国哲学中
“

气
”

符号意义的复数性 ： 气的物世界是唯一 ， 但是意识的

作用使意义世界变得多维 。 解释项需要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 ， 而新的符号表

意又会形成新的解释项 ， 由此产生无限衍义 。

根据 《 国语 ？ 周语上 》 记载 ，

“

土气震发
” “

阳气俱蒸
”

， 虢文公谏言周宣

王 ， 用阴 阳之气阐释农事 。 另记载伯 阳父云 ：

“

阳伏而不能 出 ， 阴迫而不能

蒸 ， 于是有地震 。

”

这朴素地解释了气的运动变化与地震的 因果关系 。 又引用

了伯 阳父对幽王的话 ：

“

夫天地之气 ， 不失其序 ； 若过其序 ， 民乱之也 。

”

认

为天地之气的变化是民事失序的原因 。 《左传 ？ 昭公元年 》 载医和之言 ：

“

天

有六气 ， 降生五味 ， 发为五色 ， 徵为五声 ， 淫生六疾 。 六气 曰 阴 、 阳 、 风 、

雨 、 晦 、 明也 。 分为四时 ， 序 为五节 ， 过则 为灾
”

。 （郭丹 ，
２ ０ １ ８ ，ｐ

．１ ５ ７ ５ ）

谈及气的物质性 、 运动性以及多样性 ， 阴 阳等六气与 四时 、 五行相匹配 ， 蕴

含着时空的统一性特点 。

战国时期 ， 关于气的认识逐步深化 。 《管子 》 最先提出气宇宙观 ， 认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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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物之本源 ， 自然界一切事物均生于天地之气 。 《管子 ？ 七法 》 说 ：

“

根天

地之气 。

”

自然界万物的出现以天地之气为基础 。 《荀子 ？ 王制 》 说 ：

“

天地合

而万物生 ， 阴 阳接而变化起 。

”

天地交感产生万物 ， 阴 阳运动 出现变化 。 又

说 ：

“

水火有气而无生 ， 人有气 、 有生 、 有知亦且有义
”

。 水火有气但是没有

生命 ， 人有气 、 有生命 、 有智也有义 ， 强调气的生命特征 。 以上经典文本均

暗含了
“

气是宇宙的根本
”

的意义 。

符号的无限衍义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 。 语言符号
“

气
”

从生成起 ， 在不

同时期文本中运用 ， 其意义在历史中获得链接式延展并得以积累 。 祝东指 出 ，

语言是最大的符号系统 ， 自然是最广阔的客体对象 。 （ ２ ０ １ ８ ） 语言符号
“

气
”

源于人类在 日 常生活中对 自然世界的感知 ， 为 了表达意义而具有 了人类交际

功能 。 符号是意义产生的途径 ， 更是意义传播的方式 。 符号的 出现表明人的

客观行为转化为主观思维 ， 能通过编码生成意义并传达意义 ， 实现人的 目 的 。

美国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指出 ， 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 。 （ １ ９ ８ ５
，ｐ ．４ ３ ）

“

气
”

符号的 出现必然引 向其使用 ， 这是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 ， 是人在知觉意

象基础上形成的带有社会性和一般性的意象 ， 具有范畴化的特征 。

“

气
”

符号

是皮尔斯所说的
“

型符
”

， 其意义指向一个类型 。

“

气
”

符号虽然可 以指称某

一系列对象 ， 但表意仍然十分模糊 ， 这时就需要符号的双重分节 。 叶尔慕斯

列夫认为双重分节表达层的单元是纯粹形式 ， 是空洞的 ， 他称之为空符 ； 与

之对应 的 内 容层面是具体 的 意义 ， 是实符 ； 两 者对应 ， 却 不
一 定重合 。

（Ｈ
ｊ
ｅ ｌｍ ｓ ｌｅｖ ，

１ ９ ７ ５
，ｐ ． ５ ６ ）

“

气
”

符号的能指只是形式 ， 与其匹配的 内容是具

体的意义 ， 即关于气的物质与功能的一切 。 气的意义域的构成必须在能指分

节中进行 ， 否则无法体现复杂的全貌 。 可以说 ， 符号切分是思维活动从无序

向有序转变的关键 。

二 、 《黄帝 内经 》 中
“

气
”

符号的意义域

气是如何与身体建立联系并渗透医学的呢 ？ 《盂子 ？ 公孙丑上 》 说 ：

“

夫

志 ， 气之帅也 ； 气 ， 体之充也 。

”

（万丽华 ， 蓝旭 ，
２ ００ ６

，ｐ ．５ ７ ） 人的意志是

感情意气的统帅 ， 感情意气是充满体内 的力量 。 孟子用气来描述身体与心志

的相互影响 ， 体现了气的身体哲学 。 《管子 ？ 枢言 》 说 ：

“

有气则生 ， 无气则

死 ， 生者以其气 。

”

（李山 ，
２００ ９

，ｐ ．８ ５ ） 气是人的生命之本 ， 气决定人的生

死 。 将气作为生命的本质 ， 突显气对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 。 符号是意义的载

体 ， 先民对身体的理解和解释必须依靠符号进行 ， 而气是万物之本 ， 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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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元语言 ， 这种气宇宙观影响 了先民的身体观 ， 气进而与身体产生关联 。

祝东指 出 ：

“

人类社会活动其实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 ， 规范意义 ， 而又受意义

规范的过程 。

”

（ ２０ １ ４ ） 身体之气的意义生成是一元论衍义的结果 ， 这是先民

对气的认知的深化与发展 ， 在此基础上 ， 气的意义不断得到延伸和更新 。

关于气的流动性特征 ， 《庄子 ？ 知北游 》 说 ：

“

人之生 ， 气之聚也 ； 聚则

为生 ， 散则为死 ， 故通天下一气耳 。

”

（陈鼓应 ，
２０ １ ８ ，ｐ ．５ ６ ５ ） 人的出生 ， 是

气的聚积 ， 气聚便成生命 ， 气散便是死亡 ， 气是整个宇宙的主宰 。 庄子不仅

强调气是人体生命的本源 ， 还指 出气的变动不居是生命活动的本质 。 虽然庄

子通过
“

气
”

符号呈现对身体的理解和 阐释 ， 但是
“

气
”

符号仍然是一个模

糊的概念 。 意识构造
“

气
”

符号的意义世界 ， 是先民意义活动的关键 。 《黄帝

内经 》 是气论思想在医学领域 中 的具体实践 ， 用气的双重分节表征身体的病

理诊断 、 治疗和摄生规律变化 ， 建构起 了 以气为根本的 医学符号的意义域 ，

使原本模糊的身体认知通过符号得以再现。 气贯穿 《黄帝内经 》 整个理论体

系的始终 ， 《黄帝 内经 》 在 中 国哲学
“

气
”

范畴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 《黄帝内经 》 的
“

气
”

符号分为 自然之气 、 生理之气 、 病理之气等 ， 多种

意义域的形成以
“

气
”

符号的分节为前提 ， 在意识的意 向性压力下 向不 同 的

方向衍义 ， 形成以气为核心的医学符号网络 。

（
一

） 自 然之气

人生活于 自然环境中 ， 人体的发展变化必然受到 自 然界的影响 。 正是基

于这种人与 自然的关系 ， 《黄帝内经 》 认为气指宇宙 ， 涵括天地 、 阴 阳五行 、

四时等 ， 分为天气 、 地气 、 人气 。 气的 内涵与外延逐渐确定 ， 因而可 以用来

宏观地阐释天地变化的 自 然规律 以及对人产生的作用 。 人类通过符号
“

气
”

的媒介作用呈现出对 自然的认知 ， 并通过符号分类表达人化的 自 然世界 。

《素问 ？ 阴 阳应象大论 》 说 ：

“

故清阳者为天 ， 浊阴者为地 。 地气上为云 ，

天气下为雨 ， 雨出地气 ， 云 出天气 。

”

（ ２ ０ １ ６ ａ ，ｐ
．３ ９ ） 清阳之气化作天 ， 浊阴

之气化为地 。 地气上升形成云 ， 天气下降形成雨 。 雨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天气

的下降 ， 但实质是由地气所化生 ； 云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地气的上升 ， 但根源

是天气的下降 。 这里通过符号的双重分节 ， 用能指切分所指 ， 用天气与地气

阐释宇宙之气的升降变化以及云雨的成因 。 符号的分节使得原本一团模糊之

气变得越来越清晰 ， 这也表明人类的思维逐渐走向逻辑化 。

《素问 ？ 四时刺逆从论 》 说 ：

“

春气在经脉 ， 夏气在孙络 ， 长夏气在肌肉 ，

秋气在皮肤 ， 冬气在骨髓中 。 春者 ， 天气始开 ， 地气始泄 ， 冻解冰释 ， 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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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 ， 故人气在脉。

”

（ ２０ １ ６ ｂ
， Ｐ ．４８ ０ ） 意思是春气 、 夏气 、 长夏气 、 秋气和

冬气处于人体的不同部位 ， 气根据季节划分 ， 强调 自 然之气对人体经络的影

响 ， 这是针灸治疗的理论基础 。 自然之气根据时间和功能划分 ， 意在突显人

体健康受外部气候的影响 。

一年中不同时节的气候对人体的作用不同 ， 这是

运用气的时间性模塑人体生命的 自然观 ， 体现了顺应 自 然规律的养生思想 。

（二 ） 生理之气

生理之气由先天之精 、 水谷食物之精化生 ， 辅以及吸人的 自 然之气 ， 通

过脏腑而充塞于人体 。 为 了解释生理之气 ， 古人根据所处部位 ， 将气分为真

气 、 宗气 、 营气和卫气 ， 进而使对气的来源 、 分布及功能的表述条理化 。

《灵枢 ？ 刺节真邪 》 说 ：

“

真气者 ， 所受于天 ， 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 。

”

（ ２０ １ ６
，ｐ ．４ ５ ７ ） 真气 ， 是人体最根本的气 ， 人体生命的全部依赖真气而存在 ，

真气属于先天之气 ， 是人体的气结构的最高层次 。

《灵枢 ？ 邪客 》 说 ：

“

宗气积于胸 中 ， 出于喉咙 ， 以贯心脉 ， 而行呼吸 。

”

（ ｐ ．４ １ ４ ） 宗气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人体心跳 、 脉搏与呼吸 ， 人的生命依赖宗气

的推动 。

《灵枢 ？ 营卫生会 》 说 ：

“

此所受气者 ， 泌糟粕 ， 蒸津液 ， 化其精微 ， 上

注于肺脉 ， 乃化而为血 ， 以奉生身 ， 莫贵于此 ， 故独得行于经隧 ， 命 曰 营

气 。

”

（ Ｐ ．１ ７ ５ ） 营气经 由血脉进人人体的各个生理组织 ， 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前

提 ， 对人体有关键作用 。

《素问 ？ 痹论 》 说 ：

“

卫者 ， 水谷之悍气也 。 其气慄疾滑利 ， 不能入于脉

也 。 故循皮肤之中 ， 分肉之间 ， 熏于肓膜 ， 散于胸腹 。

”

（ ２ ０ １ ６ｂ ，ｐ ．３ ３ ２ ） 卫

气生于水谷之精微物质 ， 活动于脉外 ， 主要分布于人体的皮肤 、 肌肉和胸腹

中 。 这阐释的是卫气的形成与分布 。

气对生理发挥主导作用 。 根据气的聚散分布而对
“

气
”

符号做的分节建

构了气的生理学意义 。

（三 ） 病理之气

病理之气分正气 、 邪气 、 水气 、 寒气 、 暑气等 。 《黄帝内经 》 不仅认为气

是人体形成之本源 ， 还用气解释病理现象 。 两千多年前 ， 受科技水平的制约 ，

人们无法利用现代的科学仪器从细菌病毒的角度去分析病因 。 中 国古代医家

只是用
“

邪气
”

概括性地表征所有致病因素 ， 用
“

正气
”

指称人抵御疾病的

能力 ， 正气无法抵御邪气则生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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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 ？ 刺节真邪 》 说 ：

“

正气者 ， 正风也 ， 从一方来 ， 邪气者 ， 虚风之

贼伤人也 。

”

（ ２ ０ １ ６
，ｐ ．４ ５ ８ ） 气分正和邪 ， 正气使人健康 ， 邪气伤害人体 ， 二

者可以解释疾病的发生机理 。 正邪之气的分类是阴 阳二元对立思维推演的结

果 ， 阴 阳思想贯穿整部 《黄帝内经 》 。

《素问 ？ 阴 阳应象大论 》 说 ：

“

冬伤于寒 ， 春必温病 ； 春伤于风 ， 夏生飧

泄 ； 夏伤于暑 ， 秋必痃疟 ； 秋伤于湿 ， 冬生咳嗽 。

”

（ ２０ １ ６ ａ ， ｐ ．４４ ） 冬天感受

寒气过多 ； 春天容易发生热病 ， 春天感受风气过多 ， 夏天容易引发飧泄 ； 夏

天感受暑气过多 ， 秋天容易 出现疟疾 ； 秋天感受湿气过多 ， 冬天容易产生咳

嗽 。 这一符号分节对指导人类认识气候变化对身体的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人体由天地之气而生 ， 人的疾病也源于 自 然之气的变化 。 仅用 自 然之气表达

疾病成因 ， 表意仍然模糊 ， 而将其分为正气 、 邪气 、 寒气则可模塑人们对病

理的认知 ， 这种筹划成为医学诊断的关键 。

生命由气凝聚而成 。 《黄帝内经 》 对气进行双重分节 ， 原动力何在 ？
“

气
”

符号不能单独表意 ， 任何单独的符号都需要语境的帮助才能表达意义 。 人栖

居于意义的世界 ， 任何社群中的人都无法脱离符号系统 。 （苏智 ， ２ ０ １ ８ ） 单独

的气无法表征 自然 、 生理 、 病理规律 ， 解释者更不可能从中解读出气对人体

的医学意义 。 区隔 ， 是意义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７

，ｐ ．１ １ １ ）

区隔是在意向性的压力下分割 出意识予以关照 的部分 ， 是意义生成的基本操

作方式 。 《黄帝 内经 》 中气的医学意义是区隔的结果 。 意识对人体生命的诸多

观相进行区隔 ， 建构起人体生命规律的
“

气
”

符号意义域 ， 人身之气获得秩

序 ， 由此形成 《黄帝 内经 》

“

气
”

符号的文本组合 。

三 、 中医的身心哲学

作为物质的气在意向性压力下 由人的意识变为
“

气
”

符号 ； 单个符号无

法表达意义 ， 区隔是意义活动的前提 ， 符号通过能指分节分割所指 ， 形成人

体生命活动机制的气的医学意义域 。 分析 《黄帝 内经 》 对气的划分 ， 可 以发

现中 医的诸多特点 。

第一 ， 中医的唯物主义观 。

“

气
”

符号的出现源于人的意识在意向性压力

下对气的感知 ， 气本是物质性的存在 。 为 了表意 的需要 ， 气的意义被延伸 ，

物质之气逐渐转向功能之气 。 中 医之气既指物质 ， 也指功能 ， 体现了 中 医的

唯物主义观 。 中医之气不同于西方知识体系 中 的气 ， 西方的气只指作为物质

的气 ， 其范畴远没有中医之气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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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中医的直觉性思维 。 直觉性思维是指以感官对事物形象进行直接

感知的思维活动 。

“

气
”

符号的形成是人对于云 、 雾的感知的结果 。 《黄帝内

经 》 运用 自然之气阐释人体的生理与病理 ， 是在体验 自然之气后形成的具象

认知 。 药食之气的温 、 热 、 寒 、 凉以及酸 、 苦 、 甜 、 辛 、 咸的 四性五味均在

人品尝等直接感知活动中得到认识 。 直觉性思维在 中 医学的基础理论中并不

少见 ， 成为 中医学的主要的思维方式 。

第三 ， 中医的整体论思想 。 《黄帝 内经 》 宇宙之气 、 人体之气 、 生理之

气 、 病理之气 ， 均通过原初
“

气
”

符号的双重分节建构气的医学符号域 ， 阐

释 自然之气对人体的影响 ， 充分说明 了人与 自 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 体现 了
“

天人合一
”

整体论思想 。 人体的生理之气的分割也表明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

的整体 。

第四 ， 中医的辩证思维 。 人的意识感知气的存在 ， 像似符号
“

气
”

由此

生成 ， 《黄帝内经 》 对气进行区隔和分节 ， 并分析不同的气的形成 、 分布及功

能 ， 不同的气相辅相成 ， 对立统一 ， 经察类 、 求故 、 明理 ， 才能诊断 ， 这体

现了 中医的辩证思维 。

气是万物之本 ， 这是先民对 自 然世界的原初认识 。 先民运用
“

气
”

符号

从天人同构和天人同质的视域阐释人的身体 、 疾病和养生思想 ， 形成一种特

殊的认知结构 ， 表现 出对身体世界的特定理解 。 人体健康与 自 然密切关联 ，

“

气
”

符号既指 自然之气 ， 也指人体之气 ， 实现了人与 自然的统一 。 中医认为

人源于 自 然 ， 是 自然之中的存在 。

“

在世界之中存在 ， 实质上说的是人源 自世

界 ， 居寓世界之中 ， 依赖于世界 ， 融人世界之中 。

”

（海德格尔 ，
１ ９ ８ ７ ，Ｐ．６ ５ ）

西方哲学将 自然之气当作一个外在于主体的独立对象 ，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身

心二元论主张身体与心灵各 自是独立的实体 ， 身体是一个广延性的实体 ， 心

灵是一个不 占据空间的实体 ， 身体与心灵相互平行 ， 这种观点 区别于中医哲

学的整体思维 。

结 语

综上所述 ， 对 《黄帝 内经 》 中气的符号学分析 ， 阐释了
“

气
”

符号的生

成过程与无限衍义 ， 以及它在 《黄帝 内经 》 中 医学意义域的形成机制 ， 厘清

了
“

气
”

符号的语义
——

气 由最初 的指代物质逐渐地转 向指代功能 ， 既指 自

然之气 ， 也指人体之气 ， 同时强调 了人体与 自 然环境 、 人体 内各器官之间 的

有机统一 ， 最终指 向
“

天人合一
”

思想 。

“

气
”

符号研究为 当今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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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

“

气
”

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价值提供了指导 ， 也证明 了 中医理论的身心一元思

维 。 被称为
“

文科中的数学
”

的符号学具有跨学科特征 ， 为 《黄帝内经 》 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 有利于揭示中 国医学的本质 。 《黄帝内经 》 中
“

五

运六气
” “

形气转化
”

的说法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 从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也许

会有新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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