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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说— 中国古代的符号体系
’

胡 化 凯

引 言

语言是表意和思维的工具
。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

语言也在不断发展
。

十七世纪
,

西方

几位科学家 (如笛卡尔
、

莱布尼兹等 ) 鉴于科学发展的需要
,

倡议人类应当利用数学方法建

立一种
“
通用的符号语言

” ,

这种语言由满足一定运算规则的抽象符号所组成
,

人类的各种

认识和思维活动都可用它予以描述
。

由此导致现代符号逻辑的产生
。

符号逻辑是一种
“
通用

语言
” 。

任何语言本质上都是一种符号系统
。

符号有形式及内容两方面
,

符号本身 (形体
,

发音等 ) 是形式
,

所表征的事物是内容
。

就语言文字符号而言
,

字形及语音是其形式
,

语义

是其内容
。

日常语言 (就一种文字来说 ) 是形式和内容均相 对固 定的 符号体系 , “
通用语

言
”
是形式固定

,

内容可变的符号体系
,

也即前者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一对应关系
;
后者的形

式与内容则是一多对应关系
。

因此
,

日常语言是语义相对不变的具体 表 意 符 号
, “

通用语

言
” 则是语义可变的抽象表意符号

。 “ 通用语言
”
的运用是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史中的一种重

要现象
,

它标志着人类理性认识水平已达到高级阶段
。

其实
,

早在古代
,

少数文明先进的民

族就已不 自觉地运用一些非标准化的
“
准通用语言

” 了
。

中国汉代的五行说即是典型一例
。

以前
,

学术界多只把五行说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看待
,

就此去探讨其含义和影响
。

这种研

究是必需的
,

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

从五行说的发展过程及应用情况看
,

我们认为它在汉代

实质上已成为一个语义多变的抽象符号体系
。 “

木
” 、 “

火
” 、 “

土
” 、 “

金
” 、 “

水
”
是

_

五个抽象表意符号
, “

生
”
与

“
克

”
是两种作用关系符号

,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满足一定规则

的特殊符号语言体系
。

当然
,

作为一种古代十分流行的理论
,

五行说本来就有 日常语言的性质
。

木火土金水代

表五种 自然物质
,

遵守一定的关系
,

这正是其 日常语义所表达的内容
。

但当我们以广阔悠久
,

的历史时空为背景
,

深人考察五行说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时
,

便不仅要看到其日常语言

性质
,

更要认真发掘其符号语言模式的合理价值
。

正是后者拓展 了五行说的适用范围
,

赋予
一

其长久的生命力
。

五行说是中国古代的特殊符号体系
,

它作为一种符号语言模式而被古人广为运用
。

以这

种认识为指导来分析中国古代许多与五行说有关的科学文化现象
,

将会得出一些较为合理的

结论
。

一
、

五行说的符号模式化

五行观念起源于商周之际
,

及至战国末期己发展成一套逻辑完备的理论体系
,

成为时人

本文得到李志超教授和张秉伦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

谨此深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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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事说理的重要工具
。

秦汉时期
,

古人习惯于以五行框架规范各种事物
,

即把事物作五元化
;

分类
,

并与五行说联系起来
,

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形式— 五行配伍理论①
。

五行配

伍理论是五行说演化成符号语言模式的重要基础
。

分析五行配伍体系可以看出
,

纵向上
,

这

个体系是个无所不包的开放系统
,

其内容涉及数
、

理
、

化
、

天
、

地
、

生
、

农
、

医
、

音律
、

历

法
、

度量等各个方面
。

古人以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的形象
、

色彩
、

属 性 或 引 申意义为基

堆
,

把具有某种相同
,

相似或相近性质的事物
,

分别纳人五行模式
。

横向上
,

古人把五行的

生克关系推演到被纳人五行配伍体系的各种事物中
,

认为它们也依照 这 种 关系发生相互作

用
。

如古人认为五味循环相生
,

五音依次演变
,

五脏相互克制等
。

经过这种纵向联结与横向

推演
,

五行说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万事万物所共有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方式
,

木火土金水已不再
-

专指五种元素或自然物
,

而是具有特走属性和功能的某类事物的代称或符号
,
相

“
生

”
和相

;

“
克

”
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派生和制胜关系

,

而是扩展成事物之间的辅助衍化关系和抗衡制

约关系
。

这实质上已把五行说从一种时髦的理论
,

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 抽 象 化 符号语言模

式
。

人们已有意或无意地把五行说作为一种符号语言运用了
。

对于抽象符号语言体系来说
,

尽管各符号之间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
,

但其本身并无确定的

内容
,

其具体含义由使用者根据需要而加以规定
。

从语言和认识的进化史看
,

符号语言是在
.

日常语言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
。

抽象符号语言冲破了日常语言语义的固定性
,

它用语义可变

性解决了语言表述的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
,

赋予使用者更大的自由度
。

我们所谓
“
五行说

的符号模式化
” ,

即指五行说具有抽象表意符号语言的特征
。

由于五行说兼有 日常语言的性

质
,

其抽象符号特性远不如数学公式中 x
、

Y
、

z 之类的符号性那样显而易见
,

也不如现代

符号逻辑程式那样规整
,

因而需要经过对众多实例的仔细分析才能予以揭示
。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理论发展最为完备的学科
,

其对五行说的运用也最为充分和有
-

效
。

以 《
黄帝内经

》
为例

,

其中五行说的运用极为普 遍
。

书 中 指 出
: “

火者
,

心也 “
一水

者
,

肾也 “
一木者

,

肝也 “
·

…金者
,

肺也 “ .

…上者
,

脾也
。 ” ②木火土金水分指五脏

,

这是

五行词语在医学中最基本的含义
。 《

内经
》
在总结古代医疗实践基础上提出治病

“
五法

” :

“
木郁达之

,

火郁发之
,

土郁夺之
,

金郁泄之
,

水郁折之
。 ” ③此处木火土金水又代表与五

_

脏相关的五种病症
。

运气学是中医的基础理论
,

它用五运六气描述 气候 对 人体 的作用
。

如 ;

《
素问

·

气交变大论
》 云 “ 岁木太过

,

风气流行
,

脾土受邪
,

民病殖泄食减
· ·

一岁火太过
,

炎暑流行
,

金肺受邪
,

民病疟
,

少气咳嗽… … 岁土太过
,

雨湿流行
,

肾水受邪
,

民病腹痛
· “ · “

岁金太过
,

燥气流行
,

肝木受邪
,

民病两肋下少腹痛…… 岁水太过
,

寒气流行
,

邪害心火
,

民病身热烦心
。 ”

这里木火土金水则代表影响人体健康 的五 种 气 候
,

称为
“
五运

” 。 《
内

经 》
中出现

一

的五行词语
,

几乎没有一例是指 自然物质或元素
。

这种运用五行的方法被后世医

家所广泛采用
。

在中药学中
,

古人也用五行生克关系阐述药性与疾病之间的克制关系及配伍施治原则
。

维持人体五行平衡是医家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

中医认为
,

五行平衡是人体 健 康 的 重要条

件
,

只要土得其养
, “

水火既济
,

木金交合
” ,

就能
“
诸邪自去

,

百病不生
。 ” ④若五行失

调
,

便导致疾病
,

这时要针对不同情况予以调治
。

临床上应用五行生克规律制订的治疗原则落

① 胡化凯
, “

五行配伍理论的科学价值初探
” , 《 大自然探索

》 ,

1 9 94 年第二期
。

② t
灵枢

·

热病
》

③ 《
素问

·

六元正纪大论
》

④ 《
本草纲目

·

草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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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

如
“
春用辛凉以伐木

,

夏用咸寒以抑火
,

秋用苦温以泄金
,

冬用甘热以涸水
” ①等是

一般原则
。

常见的具体原则有
,

滋水涵木
,

益火补土
,

培土生金
,

助金生水
,

抑木扶土
,

培

土制水
,

佐金平木等
。

这里的木火土金水显然也不是指自然物质或元素
,

而是代表影响人体

健康的各种因素和生理病理现象等
。

炼丹术是中国古人追求生命超越的一种特殊实践
,

其理论隐晦玄奥
,

十分难懂
。

不少丹

家在论述炼丹机理时也大量运用了五行语言
。

如东汉魏伯阳
《

周易参同契
》 即云

: “ 丹砂木

精
,

得金乃并
,

金水合处
,

木火为侣
。

四者混沌
,

列为龙虎
。

龙阳数奇
,

虎阴数偶
。

肝青为

父
,

肺白为母
,

肾黑为子
,

脾黄为祖
,

三物一家
,

都归戊己
。 ”

其中龙
、

肝
、

青为木
、

虎
、

气

肺
、

白为金
,

肾
、

黑为水
,

脾
、

黄
、

戊已为土
。

这是借用五行语言说明炼丹过程 中的复杂变
,

化和反应
。

再如晋葛洪在说明丹药的服食对象时云
: “

若本命属土
,

不宜服青色药 , 属金
,

不宜服赤色药 , 属木
,

不宜服白色药
;
属水

,

不宜服黄色药
;
属火

,

不宜服黑色药
。 ” ②此

处是用五色代表五行
。

葛洪不但用五行语言论述丹药的属性
,

而且也用其描述人体不同的生

理素质特征
。

其中木火土金水的具体语义显然有丹家的特殊规定
。

五行语言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也获得了运用
。

西汉
《
五星占

》
最先 以 五 行与 五星相配

称
, “

东方木
, ”
一其神上为岁星

。

西方金
, “
一其神上为太白

。

南方火
, “
一其神上为荧

感
。

中央土
, “
一其神上为镇星

。

北方水
, ”
一其神上为辰星

。 ” ③在此基础上
, 《

淮南子
·

夭文训
》 则直呼岁品

,

荧惑等为木
、

火
、

土
、

金
、

水五星
。

随后天文及星占家便以木火土
一

金水固定指称五大行星
。

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也孕育了一些非正统的 (局限于一定历史阶段的 ) 文明形

态
,

如堪舆
、

占命
、

相术等
。

五行说也为这些活动提供了一套颇为有效的特殊语言
。

堪舆家
.

用五行词语描述山川地貌
,

水文地质
,

阐述建造阴宅阳宅的理论根据
,

如晋郭璞
《
葬书

》

认

为阴宅应满足
“
乘金

,

相水
,

穴土
,

印木
,

外藏八风
,

内秘五行
” 的卿 11

,

其中的金水土木

自有其特定含义
。

术数家根据人的出生时辰推测其寿夭贵贱
,

他们以六 十 甲子 与五行相配

属
,

利用五行生克关系推演附会
,

构造一套独特的理论以指导实践
。

如以 古 代十分 流 行的
《
李虚中命书

》 ④为例
,

其中充满干支五行的词句
,

但其主旨是以五行阐述人事休咎
,

实质

上是赋予 了五行词语新的内涵
。

这既反映了五行说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化
,

又给五行说穿上了

封建迷信的外衣
。

古人乐于用五行理论阐述不同的事物
,

他们是借助五行语言为 自己的研究对象构造一套

理论
,

而不是把五行说的具体内容应用于各类对象
。

医家
、

丹家
、

夭文
、

术数等都运用五行

说
,

但各家对五行的具体含义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定
。

由上述诸例分析可见
,

五行说在运用中

具有这样的特征
:

一方面
,

同一个五行词语在不同场合则有不同的含义
,

代表不同的事物
。

如
“
木

”
在农学时令理论中代表春季和草木初生

,

在医学中代表肝脏及其相关部位和属性
,

在天文学中代表五星之一
,

在化学中代表一类物质成分和臭味
,

在音律学中则代表五音之一

和有关律吕
, “ ·

…如此等等
。

另一方面
,

不同的事物可归属于五行中同一个词语
,

如空间之

东方
、

天干之甲乙
、

人体之筋 目
、

气候之温和
、

数之八
、

色之青等等
,

均可用
“
木

”
表示

。

由此表明
,

尽管木火土金水的字形和语音未变
,

但它们的语义却不断变化
,

这种言
“
木

”
不

是木
,

云
“
火

”
非为火

,

其语义随需要而变
,

其指称因对象而异的特点
,

正是抽象符号语言

① 《
本草纲目

·

序例
》 。

② 《
抱朴子内篇

·

仙药
》 。

③ 《
马王堆汉墓帛书 《 五星占

》
释文

》 ,

载 《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
》 ,

科学出版社
,

19 78 年
。

④ 心 四库全书
》
子部一一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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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典型特征
。

因而从秦汉及其以后古人关于五行的认识和运用情况看
,

它已成为一种具有特

殊规定性的符号化语言模式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是五个抽象的表意符号
。

我们完全可选用

一组诸如 A
、

B
、

C
、

D
、

E 之类的符号代替它们
。

此外
,

随着五行词语的符号化
,

五行关系也被普遍推广
。

在一定程度上
,

古人以五行生

克关系规范五行配伍体系中其它事物间的相互关系
。

如他们认为

“
变宫生徽

,

变徽生商
,

变商生羽
,

变羽生角
,

变角生宫
。 ” ①

“
辛胜酸

, “
一酸胜甘

, “
一甘胜咸

, ”
一咸胜苦

, ”

一苦胜辛
。 ” ②

“
春胜长夏

,

长夏胜冬
,

冬胜夏
,

夏胜秋
,

秋胜春
。 ” ③

“
肝生筋

,

筋生心 “
一

,

心生血
,

血生脾
· ·

一脾生肉
,

肉 生 肺 “
一肺生 皮 毛

,

皮毛生

肾… …肾生骨髓
,

髓生肝
。 ” ④

尽管古代的这类事物相互作用理论
,

含有许多不合实际的地方
。

但它们所体现的五行模

式特征则是十分明显的
。

从大量史料看
,

凡用五行表示的事物
,

古人多赋予它
“ 比邻相生

,

间位相胜 (克 )
”
的关系

。

既然五行词语己被用于表示各种事物
,

那么不同事物不可能都严

格遵守狭义的相
“
生

”
和相

“
克

”
关系

、

因而对生克关系不能作机械的理解
,

应将其看作事

物间的两种普遍关系
。

东汉王充在批判五脏相克说时 云
: “

一人之 身
,

胸 怀五 藏
,

自相贼
·

也
。 ” ⑤ 这种理解太狭隘了

。

其实
,

五脏相生和相克关系
,

是表明人体脏器是个相互联系的

有机整体
,

各脏腑间既有相互辅助作用
,

也有相互约束关系
,
根本不是说五脏相互派生

,

个

个相互残害
。

广义地看
, “

生
”
表示事物的促进

、

繁衍
、

发展等关系
, “
克

”
表示事物的滞

碍
、

约束
、

抑制等关系
。 “

造化之机
,

不可无生
,

亦不可无制
。

无生则发育无由
,

无制则亢

而为害
。 ” ⑥ 概而论之

,

生和克代表事物的发展和抑制两类基本相互作用关系
。

由此可见
,

随着木火土金水五个词语的抽象符号化
,

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也被抽象成两种表示事物相互

作用的符号
。

我们可用任意一对 符号
“ 一一) ”

和
“

— >
”

(或 P 和 N ) 分 别 表 示
“
生

”
和

“
克

” 。

它们具有模糊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特性 ( N = P
·

P , P “ N
·

N
·

N )
。

综上所述
,

五行的运用充分显示出这种特性
: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相当于一组抽象

表意符号
“ A 、

B
、

c
、

D
、 E ” , “

生
”
和

“
克

”
相当于两个作用符号

“ 一今
”
及

“

— )’’
,

五行生克关系可表示成符号运算程式
:

A
.

一 - ) B
曰

一) C 一一 ) D — ) E es 一) A

A

— > C

一
> E

一
> B

— > D

一
> A

这是一套逻辑严密的特殊符号语言体系
。

五行说的这种符号模式特征与现代符号逻辑的

基本思想极为相似
。

二
、

五行符号体系的特点

五行说作为一种符号语言模式
,

具有如下特点
。

其一
,

简单性
。

五行模式简洁而优美
,

它仅用七种符号便把事物的生克演化关系以极为

简单而形象的方式完整地表述出来 (如五行关系图所示 )
。

这种用五个要素表述生克循环关

① 《 淮南子
·

坠形训
,

② 《 素问
·

五运行大论
》

③ 《
素问

·

六节藏象论
》

④ 《
素问

·

五运行大论
》

⑤ 《
论衡

·

物势
》

@ 张景岳
《 类径图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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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模式是唯一的
,

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形式的表述
。

另外
,

五行符号模式具有充分的可
操作性

。

木火土金水五个符号任意调换排列位置
,

或任意取出几个进行组合
,

都可用生克关

系解释其意义
。

这一特性为古人运用这一模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之 处
。

五 行 模式 具有简单

性
、

唯一性
、

可操作性和形式优美等特点
,

因而它便于为人们所记忆
,

流传和应用
。

这是它

在古代得以广泛普及的内在原因之一
。

其二
,

抽象性
。

符号语言以抽象性为其墓

五行关系图

本特征
,

五行符号也不例外
。

古人把五行说作

为符号语言使用时
,

已不再考虑木火土金水的

原始语义
,

而是在重新赋予其特殊含义的基础

上
,

注重于它们的相互关系
。

人们用这套生克

关系规范其它事物
,

进而构造各种理论
,

以满

足不同的认识需要
。

生克关系是五行模式的重

要内涵
,

是其生命力所在
。

以前学术界多把五
行说与西方四元素说 (水

、

土
、

火
、

气 ) 相提

并论
。

其实稍加比较即可看出
,

二者虽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
,

但差别则是很大的
。

五行在西周时期原本指五种自然物质或宇宙万物的五种元

素
,

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也是一种宇宙生成理论
,

就此而论
,

二者是中西 方原始 本 体论的代
_

表
。

仅在这种意义上二者是等价的
、

可比的
。

但五行说在战国秦汉之际
,

由于被赋予了生克
.

演化关系而发展成一种表述对象多变的重要符号化理论模式
,

而四元素说则仍停留在朴素的

物质构成说阶段
。

因此从后期发展情况看
,

二者已是不同层次的理论
。

其三
,

系统性
。

系统性是五行符号模式的突出特点
。

五行模式是由若干成员组成的有机

整体
,

它强调整体效果
,

单独一个成员不具有符号意义
,

只有以群体形式运用时才显示其符

号性 , 五行模式各成员之间不是孤立的
,

而是遵守一定的相互制约关系
,

并且各种局部关联
-

都是构成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 五行模式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严格有序的
,

生克各有其律
,

不

相杂乱
。

这种整体性
,

联系性和有序性的特点
,

正是系统性的基本特征
。

五行符号的系统性

是中国古代有机论思想的典型表现
,

其中含有朴素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思想
。

而且古人也把五
_

行模式的这种特殊性质外推到其应用对象上
。

仅以医学应用为例
,

东汉张仲景利用五行相克

关系于五脏治病
,

提出了著名的肝病治脾的施治原则
: “ 夫治 未病 者

,

见 肝 之病
,

知肝传
-

脾
,

当先实脾
。 ” ① 中医五行代表五脏

,

因而肝心脾肺肾之间也有相克关系
。

肝木克脾土
,

脾实则肝不能克
,

故阻塞了肝病转变之路
,

此其一
,
其二是

,

脾土实则克肾水
,

故肾虚
。

肾

水虚则不克心火
,

故火旺
。

心火旺则克肺金
,

故肺弱
,

肺金不强则 无力 克 肝 木
,

故肝气转

盛
。

肝气盛则肝病自愈
。

这是控制论思想的明显运用
。

中医理论含有丰富的系统论
、

控制论

和信息论思想
,

这与五行符号模式在其中的合理运用有很大关系
。

其四
,

非逻辑性
。

五行符号体系遵守一种独特的推理格式
。

非逻辑性是五行符号模式的

又一典型特征
。

西方逻辑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认为
,

若 A 大于 B , B 大于 c
,

则有 A大于 c ;

若 A 生 B , B 生 C ,

则有 A 生 c
。

其逻辑公式为
:

A R B

B R C

所以
,

A R C
(

a
)

① 《
金医要略

·

桩腑经络先后病脉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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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五行符号的关系规定则有
: A 生 B , B 生 c

,

但 A 不生 c
,

而是 A 克 C , A克 C
,

C

_

克 E
,

但 A 不克 E ,

而是人 被 E 所生
。

这种规则可表示成公式
:

A R B

B R C

—
( b )

但是
, A R C

式中面是 R 的否定
。

比较 (
:

) 和 ( b ) 可见
,

五行模式的推理关系既非归纳
,

也非演绎
,

更不是类比
,

它是一种非形式逻辑性的推理
。

五行推理的非逻辑性是中华文化特质的一种表

现
,

它与西方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差别
。

难怪利玛窦当年针对水生木
、

木生火及水克火关系

责问道
: “

水既生木
,

而木生火
,

水乃祖
,

火乃孙
,

何祖如此不象? 何其祖之如此不仁
,

恒

欲灭孙也贾
” ① 以前

,

学术界很少注意这类问题
。

许多人习惯于用西方公式硬套中国的传统

内容
,

一个不行
,

再套一个
,

结果难免出现削呈适履的现象
。

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家李节瑟认为
,

五行说独特地避开 了本体而抓住了关系
,

其中含有辩

证思维的萌芽
。

②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当的
。

归纳和演绎揭示的是简单的线性推理关系
,

属于

形式逻辑
。

五行模式揭示的是复杂的非线性推理关系
,

属于辩证思维形式
。

由 A 生 B 到 B 生

C
,

事物已完成了二个发展阶段
,

由于变化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 作用
, A C 之间不

但继承关系已十分淡薄
,

而且还会走向反面
,

出现相互对抗的局面
; 另外

, B克 D
,

表示 B
一

和 D 两事物之间有某种属性制约关系
,

但由 D 所衍生的 E事物可能具有克制 B 的属性 (例如
_

火克金
,

而金生水则可克火 )
,

这样 E 对 B克 D过程便有控制和调节作用
。 “

当一种事物作

用于另一事物并把它毁灭时
,

它同时也以某种方式为 自己将来的变化或毁灭创造了条件
。 ” ③

这种多因素多元化的相互作用体系是形式逻辑所难以描述的
。

五行模式虽然形式上与现代符

号逻辑相似
,

但思想内涵却比后者丰富而深刻的多
。

它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
。

现

代中国理论界对辩证逻辑已十分熟悉
,

如果深入研究一下五行推理模式的丰富内涵
,

并将其

与已有的辩证逻辑内容作以比较
,

或许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

五行符号模式的上述特点表明
,

它是华夏文明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符号语言体系
。

它 因
一

语义灵活多变而具有符号语言的广泛表意功能
,

又因满足一套特定的推理规则而具有规范和
.

指导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
。

五行符号模式有着多重的科学和文化蕴涵
。

三
、

五行符号体系的科学价值

就五行符号语言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来看
,

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个方

面
。

首先
,

五行符号模式为古人提供了一种构造理论体系的有效工具
。

具有一定功能的符号

体系应能表述完整的认识过程和知识结构
,

五行体系完全具有这种功能
。

古人根据自然界各

种事物的生衰演化过程
,

提炼概括成五行休王理论 (
“ 王 ” 和 “

休
”
分别表示事物发展过程

《 乾坤体义
·

凹元行论
》

oJ o
eP h N o

de ha m
: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第二卷

,

第十三章 (中译本 )
。

科学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 90

年
。

J o s e P h N e e d h a m :
S c I E N C E A N D C l v I L I S H T I o N I N C H I N A

.

V o l u m e 1
.

p
.

2 5 8
,

T h e s y n d i e s o f

t h e C a m 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8 0

.

①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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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强壮和腐朽阶段 )
。

① 这种理论认为
,

木火土金水各自都有生
、

壮
、

老
、

休
、

死五个发

展阶段
。

这些阶段随着季节的推移而交替进行
。

如木是冬生
、

春壮
、

夏老
、

长夏休
、

秋死
,

火是春生
、

夏壮
、

长夏老
、

秋休
、

冬死
。

中医借用这套演化模式形成了著 名 的五脏 休王理

论
。

五行休王论是五行演化思想的充分表现
,

它在揭示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
,

强调事物

发展的非均匀性
、

阶段性和周期性
。

另外
,

五行相克关系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

它揭示的

是事物间的属性制约关系
。

在此基础上
,

古人进一步考虑到事物的数量因素对相互作用的影

响
,

提出五行之间还有相乘和相侮关系
。

乘侮关系既反映了事物的质
,

也反映了事物的量在

相互作用中的影响
,

它们是五行生克关系的深化
。

五行休王理论和乘侮关系都是五行符号模

式的基本内容
,

它们使这套符号体系的表述功能更加准确完善
。

古人运用五行符号模式能较

好地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
,

描述自然界多种事物的演化过程及复杂关系
;
并以五行为

框架对大量经验材料进行提炼概括
,

将其系统化
、

规范化
,

形成较完整的理论
。

这对于古代

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古代的时令
、

医学
、

天文和炼丹等理论都程度不同地

运用了五行符号模式
。

中医理论是成功地运用五行说的典型代表
。

② 当代有的医学家认为五

行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

我们认为
,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不太恰当
。

五行说是一种

符号模式
,

它只是为古代医家整理经验材料
,

构造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有效工具
。

以这种观

点分析古代中医理论
,

便可看出哪些是其理论的外壳
,

哪些是其真正内核
。

此外我们也应认识到
,

由于五行符号语言是有机整体模式
,

它更适合于描述复杂系统
,

或对事物作较高层次的思辩性探讨
。

因而古代许多关于简单事物的理论或理性思维程度不高

的理论
,

便很少运用这一模式
。

其次
,

五行符号模式为古人提供 了一种训练思维的方法
。

符 号 语 言 模式是一种思维工

具
。

当认识主体运用某种符号模式表述认识对象时
,

必须遵守该模式的特定规范
,

将自己的

思维程序纳人模式轨道
,

由此便促进了思维的定 向发展
。

因此五行符号体系对锻炼古人的思

维能力有很大帮助
。

古代一些重要思维形式的形成
,

比如象数思维 模式
、

取 象 比 类认识方

法
、

有机整体世界观等
,

均与五行模式的广为传布和应用有关
。

象数思维是假借事物的象和

数进行思考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
。

古人用象表征事物
,

以数概括事物
,

这是一种理性化的形

象与抽象相结合的认识方法
。

木火土金水的原始语义代表五种有形象的物质形态
,

作为符号

使用时人们抛弃 了其形象
,

注重于其数量 (五 ) 和相互关系
。

但在有些运用中
,

人们仍然联

系到其原初形象
。

它增强了古人的象数观念
。

以数名物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一种独特表述

方式
。

除以五为计的五行配伍体系所含诸说外
,

还如医学有五运六气
,

四诊八纲
,

天文有三

垣四象
,

八风九野
,

地理有五湖四海
,

冶金有五火六齐
,

· ·

一凡此种种
,

无不具有象数思维

的痕迹
。

取象比类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
,

五行配伍体系的建立
,

既是这一方法的

运用
,

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发展
。

将许多不同的事物纳人五行体系
,

使它们相互发生关系
,

以揭示某些尚未认识的属性
,

这是比类的结果
。

但比类的根据是不同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之

处
,

有的是形态相似
,

有的是性质相似
,

有的是取象比性
,

有的是取性比象
,

有的虽无直接

关系
,

但仍以曲折攀缘的方式予以比附
。

这种做法增强了古人对类比方法的认识
,

促进了它

的广泛运用
。

有机论自然观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成就之一
。

五行模式所显示的严密结构是有

机观 自觉运用的充分表现
,

同时五行模式的广泛运用
,

对有机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

① 《
淮南子

·

坠形训
》

② 胡化凯
, “

从五行唯一性看中医理论的合理性
” , 《

中医研究
, ,

1 994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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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

五行模式表现了古人较高的理性认识水平
。

近年来学术界已普遍认为
,

五行说是

个满足生克循环关系的完备体系
。

经过深人研究后我们发现
,

五行符号模式是在满足生克循

环条件下所含元素最少的唯一体系
,

即它具有唯一性
。

从五行的符号属性出发
,

以符号之 l’ia

满足生克循环关系为判据
,

利用离散数学理论可构造一个数学模型
,

由此对五行模式的唯一

性可作出严格的数学证明①
。

五行体系唯一性的证明
,

揭示出中国 古人关于 这 种 模式的思

维
,
符合少而精的思维经济性原则

,

它是以尽可能少的基本概念构造的严密理论体系
。

最后尚需指出
,

无论是符号模式还是思维方法
,

都有固定的规范
,

这些规范限制了其应

用范围
。

五行模式也有自己的特殊规范
,

其适用性也是有限的
。

因此
,

我们不应对其要求过

高
,

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论工具
。

事实上
,

由于古人盲目机械地套用五行模

式
,

确实产生过不少荒唐的结果
。

如汉代术士根据各种金属的色彩与五行五数的配属关系推

测其生成时间
,

医家按照五行与五方的对应判别五脏的分布位置等等
,

这方面的例子可举出

许多
。

在探讨五行说的科学价值时
,

我们不应回避它在运用中引起的一些错误结果
,

但应正

确分析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
。

一种重要理论模式一旦形成
,

人们 总是 企 图用 其说明一切事

物
。

在认识水平不高的古代
,

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号
。

五行模式是一种理论工具
,

受 时 代 认

识水平的局限
,

其 自身不可能完美无缺
,

古人对它的使用也不可能处处得当
,

由此而导致一

些错误结果也是难免的
。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模式本身的合理价值
。

历史上
,

五行理论曾长

期被术数占命家用于各种迷信活动
,

因而晚近中国学术界曾有一个时期认为
,

五行说是封建

迷信理论糟粕
,

应当加以批判
。

其实
,

这种认识显然是偏激的
,

它把五行模式与其不 良的应

用结果相混淆了
。

如果说五行理论助长了封建迷信活动
,

造成了不 良结果
,

其责任应 由术数

占命家承担
,

而不应归咎于五行模式本身
。

五行符号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工具
,

不同的人可用

其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

这是正常现象
。

总之
,

五行模式毕竟是两千年前的历史产物
,

尽管它

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

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理论思维模式
, 虽然它 曾产生过一些错误结果

,

但它对古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是主要的
。

结 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
,

有必要对五行说的哲学内涵和符号模式特性加以区别
。

五行说是古人
_

在一定经验认识基础上
,

充分运用理性思辨而构造的理论体系
,

它有哲学意义
,

也有符号模

式特征
,

二者既有联系
,

又有区别
。

五行概念原本指五种物质元素
,

是原始的本体论
;
五行

生克关系表示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是科学的认识论
,

这些是其哲学内容
。

五行说的符号模式
特性是在其运用中显示出来的

,

而其哲学内涵则是本有的
,

人们一旦抛开其原始语义
,

而用

其关系模式来描述各种不同对象时
,

它即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语言体系
。

哲学有自己的研究

对象
,

其概念有相对固定的内涵
。

哲学概念因高度抽象而有巨大的概括能力
,

但概念的抽象

性不等于其应用的普适性
。

只有语义可变的符号语言才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

古人用五行所描

述的内容包括人体生命现象
、

药物学
、

炼丹化学
、

天文
、

物理
、

农学
、

音律
、

地理风水
、

算

命占相等许多方面
,

它们既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

也不是仅凭某种哲学理论启发所能解决的

问题
。

只有把五行说作为一种其表述对象可变
,

其相互关系固定的符号语言模式看待
,

才能

更合理地分析和评价其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

正因其是一种 语义可 变 的符 号体

系
,

才给运用者留有任意附会的充分余地
,

这正是其能被古代术数家广泛利用的主要原因
。

(下转第 57 页 )

① 胡化凯
, “

五行唯一性的数学证明
” , 《

安徽大学学报
, (自然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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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或许这里需要引人一个
“
前理论

”
的概

念
。

与
“
相关理论

” 、 “
背景理论

”
不同

,

实验的前理论不仅是指与实验者要进行的行

为有关的成熟的
、

体系完整的理论
,

还包括

相关的不完整的
、

可疑的理论
,

甚至一些实

验者想要证明的零碎的简单到不能称之为理

论的观点
、

看法— 即可被实验检验的预假

设
。

前理论不仅渗透到实验的提出
、

设计
,

还渗透入实验的进行及实验结果的分析处理

过程中
。

它深深地影响着实 验对 现 象的建

构
。

不负荷前理论的实验是不可想象的
。

此外
,

不能因为理论
“ 只是提供了一种

形式系统
” 、 “

理论自身不能创造现象
”
而

对其指责
,

就象不能指责大脑 为何 只 能感

知
、

认识世界却不能象手
、

脚一样亲自参与

对世界的改造
,

更不能把这作为支持
“
实验

有其自身的生命
”
的理由

,

同样也不能因为

实验具
“
创造现象

”
的功能

, “
实验不只是

发现的过程
,

而是一种创造活动
” 即认为实

验本身是有生命的
。

很显然
,

就象不能认为

铁锤
,

钢斧在大脑的支配下 (以手为中介 )

能动地创造性地改造了世界因而也是
“
本身

是有生命
”
的一样

。

尽管理论并不总是能包

容负荷它的实验
,

但
,

归根结底
,

卜

实验只能

是一种中介
,

一种操作
,

离开理论的存在
,

它本身并不能创造性地对现象进行控制和支

配
。 “

实验程序的确定和精确化
、

仪器的使

用
、

实验技能的运用
、

也只能是通过实验介
-

导的前理论对现象的控制和支配
” ,

综上所述
,

为理解理论与实验的关系
,

准确地分清实验与无 目的偶发行为
,

实验与
-

发现
,

以及弄清
“
实验负荷理论

”
的含义是

非常重要的
。

我的观点是
,

实验都是有其被
,

检验的假设预先存在的
。

实验负荷理论
,

但

不必包容于理论
。

不负荷理论的实验是不可

想象的
。

但是实验却又不仅仅是理论地简单
.

外化和延伸
,

事实上
,

实验往往超出其理论

的范围
,

并直接催生了更完善
,

更成熟的理
_

论
。

(本文责任编料 吴国盛 )

(上接第 55 页 )

同时也正因其仍保留着木火土金水的字样和生克关系 (即形式未变 )
,

而给人一种哲学理论

的印象
,

这也正是其具有日常语言属性的表现
。

在考察五行说的历史价值时
,

既要注意其哲
-

学性
,

更要看到其符号模式性
,

二者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

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模式有阴阳
、

八卦
、

五行等
。

阴阳是二元化模式
,

只能表示事物的

对偶属性和矛盾关系
,

尽管它以笼统的方式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因素
,

但却过于简化了事物的

复杂成分
,

因而满足不了认识发展的理论需要
。

在阴阳基础上形成了八卦模式
,

虽然能揭示

事物的多元化组合特性
,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静态模型
,

无法描述事物的复杂作用关系和

发展变化过程
。

所以八卦理论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运用不多
。

五行模式以五的量化规定而

有多元性
,

以生克演化关系的限制而有动态性
,

它具有揭示整体事物复杂演化过程的功能
,

能满足秦汉时期科学认识发展的需要
。

也正因如此
,

它被人们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广为运用
,

从而具有抽象符号语言的特性
。

五行说在广泛运用中所显示的符号化特征表明
,

随着科学认识的进步
,

中国古代相当重
,

视理性思维方法和理论模式的运用
。

五行符号模式是中国古代取得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
,

它

对锻炼古人的思维能力
、

促进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
,

都产生过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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