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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取象思维以生命符号形式为内容、以取类比象为主要方法、以整体动态为原则、以悟 “神”为要

旨、以体道为境界，是中医在实践经验基础上认识生命、追求健康以及诊断疾病的逻辑原点，也是其生命价

值实现的符号学手段。中医以生命感悟的形式，通过符号学系统来解释人体存在，把对自然、社会和人体的

整体观认识凝聚在人的生命动态进程之中，承载着由象及理的取象致思路向。这一致思路向蕴涵着中医符号

学智慧，不同于西医符号化的生命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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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先民通过实践经验对认识生命、
追求健康以及诊断疾病有着独特的生命符号学致思

路向。中医学正是立足于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

关的生命 符 号 学 基 础 之 上，在 “天 人 合 一”与

“天人相应”的整体证悟和关系系统理念指向下，

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进行诊断活动的。若从认识论

的角度看，取象思维是中医认识生命的逻辑原点，

同时也贯穿于诊断疾病的过程中。

1 直观取象的生命意蕴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活动过程中，中医通过取象

思维来认知宇宙生命和人体的相互关系，对人体及

其特性进行了高度认识与把握。中医取象思维便是

对生命存在的真实反映———基于一定经验累积的感

悟、描述，通过直观把握和认知过程，而形成了对

存在物 ( 如自然界、人体) 高度概括的概念和属

性具有一定意义的 “符号”，如 “气”、 “阴阳”、
“五行”、“藏象”、 “五运六气”等。医家试图利

用这些概念和属性来揭示人体的存在本质，形成了

中医学的取象思维模式。
1. 1 取象思维以生命符号形式为内容

中国古代先民对于生命的关注和感悟最多主要

表现为宇宙被赋予生生不息的 “德化”过程以及

互为作用的生命网络关系。中医学通过 “德”来

体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不仅将 “德”在自然

界的力量叫“德化”，认为人是大自然的恩赐，即

“天之在我者德也” ( 《灵枢·本神》) ，而且认为

天地万物皆是“德化者气之祥” ( 《素问·气交变

大论》) 的表现形式。实质上，中医学的 “德化”
有着广泛的生命 “符号学”意蕴。 《周易·系辞

上》把宇宙生命进程描述为 “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系统;

道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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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宇

宙动变符号系统; 中医学是以 “气”“阴阳”“五

行”“藏象”“五运六气”等概念来描述人体 ( 小

宇宙) 生命活动，并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中医学把生命的本质看成 “气”，“气”不仅蕴含

着宇宙的生命质性存在，而且表征着生生不息、变

化不已的流动过程，以及生命之间交换的介质，这

也是宇宙生命存在的 “象”。若从认识论的角度

看，“象”是无不体现着人的有意识活动对于变化

不已的宇宙存在 ( 包括人体) 的拟取，表现为亲

身体证的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摹本过程。
“阴阳”是气进一步被认识的 “象”，如提出 “夫

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脏

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 ( 《素问·金

匮真言论》) ，是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来说明人体

以及脏腑间的表里相合的 “符号”关系。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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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是，“五行”的符号系统也有着同样的辩证

性，其中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

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即所谓 “五行者，金木水

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生死，以决成败，而定五

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 《素问·脏气

法时论》) 。根据五行相克关系，五脏有 “心之合

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

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

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

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 《素问·五脏生成》)

的制约符号关系。五脏这种相成制约关系，是医者

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对机体生命现象进行取象思维的

结果。因此，阴阳五行的辩证思维是认识包括人体

在内的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这种取象过程是取象

思维的前提，内涵着认识生命存在的意义。
从生命过程论的角度看，取象思维是对存在物

( “气”的表现形式) 的模仿、比附，不是僵化的，

而是蕴含着变动不居的生命符号体系，如中医学强

调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与阳别，寒与热

争，两气相搏”“人有五脏化五气”等，即承载和

表达着人的生命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系统。中医学对

“象”的感悟是以“象”的形式来认识宇宙蕴含的

“生生之道”和生命过程。此 “象”包含着天象、
地象、人象以及万物之象，是以生命信息显现于外

而探究存在物及其必然联系为旨意的。因而中医取

象思维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符号系统。卡西尔曾说:

“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

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与

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1］。中医取象

思维是集生理学、心理学、解释学等于一体的多学

科荟萃，体现为以符号形式组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生

命意义的表达方式，旨在揭示出人们观察生命现象

的理论升华。
1. 2 取象思维以取象比类为主要方法

虽然说万物的存在都有自己的规定性，然而不

乏有着相类似的比附特点，因而人们把握事物之间

的联系是可能的，且在此基础上把握可比事物的质

性也是可能的，这种把握往往是以 “符号学”的

形式来显现的。中医学正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形成了一种经验直观、整体联系的理论符号学系

统，核心在于取象比类，旨在能够按照和谐、有

序、平衡、简单、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构成一定

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复杂性的人体存在 ( 包括人

与自然的关系) ，这也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

本内涵———有着基于生命贯通之上的解释路径。
中医取象比类，就是择取自然之物象与人体生

理和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比附，属于人类认识

事物的思维方法之一。它注重在宇宙整体观的指导

下人体内部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着的协调

统一的和谐关系。中医符号学演绎着以阴阳、五

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理论来解读人体生

命之道，表征着人的 “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

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

目”［2］。这些“类比对应物的数目”是实质存在

的，既有时空概念，又有精神观念，是对人的身体

与精神合一的揭示。这是一种 “实在的关系”，人

们能够通过发挥意识能动性来发现、反映和唤醒这

些关系的关联性和规律性，使其成为 “可察知的

关系”; 进而人们通过揭示人体存在的关联性和规

律性，反映和把握人体复杂性系统的统一与协调。
中医正是借助于阴阳、五行、正邪、虚实等 “约

定”性的符号，来由象及理地反映人体生命运动

状况，并进行健康保健和临床诊疗等活动。
中医学运用阴阳五行等符号学系统地解释人体

内外关系，通过辨别析物，即利用阴阳五行等符号

的组合变换，得以将自然、人体以及二者间的关系

梳理清晰，以最简洁的符号系统认识、解释和模拟

千变万化的人体和宇宙自然及其之间的关系。在观

物类比的基础上，中医学通过由象达意的思维方式

确立了以表知里与司外揣内的分析方法，从而把握

人体有机体作为整体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生理

病理信息，建立了与宇宙模型同构的 “形上”人

体模型，使中医学藏象理论体系具备了整体性和过

程性的特征。纵观中医学发展史，中医取象思维无

不体现了历代医家是以自然为摹本，从人的生理现

象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来把握人体，形成

了一种把表面类似而实质不同的事物进行类比和比

附的思维模式。这种取象思维模式虽然形式上较为

简约、抽象，甚至较为粗糙，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

的达 意 内 涵 相 当 丰 富———表 现 为 每 一 次 的 解 读

( 方式和内容) 都不尽相同，而且的确能够合理地

反映出人的生理病理发生学的整体、全面现象，具

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2 取象思维的生命过程解读

在中医学中，取象思维对生命感悟在于合乎生

命之道。中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体的认识

无不以 “象”的 生 命 符 号 学 来 达 意，而 蕴 涵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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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明道”之理。它反映着医家在对待人与

天地自然之间的生命关系时，能够自觉地借助取象

思维进行创造性活动，成为实现人安身立命的手

段，这便是“致用”。也就是说，中医取象思维是

基于“真实关系”符号之上的认知模式，有着对

于不同对象或同一对象的不同阶段的认识，理性和

直觉所起的主导作用虽然各有不同，但可以互补。
同时取象思维所蕴涵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

符号学概念，是以直觉判断和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形

式来对生命之道的探索及对生命健康的追求。
2. 1 取象思维以整体动态为原则

关于生命感悟，中国古代先民是立于宇宙生命

符号系统论之上，通过经验考察把任何事物的存在

与发展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因而对于任

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作为联系的、整全的知识来看

的。中医学是把阴阳、五行、血气、脏腑、经络等

看成整体关系存在的，不仅解读着人体的存在，而

且还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取象思维中系统

关系的存在。中医取象思维把人体置于人与自然关

系之中，具体化为人体的阴阳、五行、气等的运行

变化的整体性和开放性，体现着人的生命整体动态

的质性。换言之，中医取象思维所蕴含的生命信息

流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过程，是在过程中彰显

生命本质的，并表现为人体身心与外在环境相协

调、相一致的生命本质关系。同时中医学提供了医

家把握这种本质，遵循着生命存在的整体性与变动

性、时间的方向性与空间的交互性、诊断的辨证性

与治病的灵活性等相合的基本特征，来科学地认识

人体生命存在。
中医取象思维体现着认识生命是一种过程，即

动态的认识过程。中医认识生命过程是把人体放在

一个有机体的互为作用、相互制约的形式中进行

的，从藏象学的角度看，中医是以脏腑为相对稳定

“单元”的考察对象，“单元”之间形成相反相成

的力量或趋势，并不断地反映出多层次相互作用和

得以信息反馈。它类似于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提

出的“过程哲学”，而蕴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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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

整体动态性思想。这是一种生命整体生成论符号学

思想，注重关注生命活动的延续性与系统联系的动

态性，强调认识生命的取象活动是动态的和有机联

系的。对于医家而言，取象思维过程体现的就是一

个联系的、能动的、创造的表现形式。

2. 2 取象思维以“神”为要旨

中医取象思维的过程不仅仅在于把握有形的

“人体”， 还 表 现 为 掌 握 生 命 符 号 的 形 而 上 的

“神”。何谓 “神”? 《素 问·八 正 神 明 论》对

“神”做如下定义: “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

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

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这里所言的

“神”，正 是 通 过 取 象 思 维 而 获 得 的 直 觉，带 有

“顿悟” ( 若风吹云) 与 “灵感” ( 慧然独悟) 的

性质。此 处 的 直 觉 不 同 于 感 性 认 识 范 畴 的 “直

观”，而是一种超越于理性认识过程的 “认识”;

它虽然没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和数理演绎，但以意象

的形式从总体上把握和认识人体的本质。这是从心

神出发感知人体功能，主动与外界环境融为一体，

能够达到“通神明之理” ( 《素问·气交变大论》)

的状态，是中医取象思维的重要形式———形神一体

的整体观。
因此说，取象思维在中医学中表现为形与神、

气与神等的统一关系。形神相即，形亡神灭，表明

形与神辩证统一; 气乱则神乱，反之，神乱则直接

导致气机的紊乱而使人得病，反映了气与神的辩证

协调关系。中医治病 “必先治神”，“静意视义”，

“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

无营于众物” ( 《素问·宝命全形论》) ，如此才能

“外内相得”，见其 “神机”而发则必中。也就是

说，能够知“神”，便是领略了生命质性，不过要

由具体的过程来显现而已，表现为不依赖严格的逻

辑推理形式的可感悟的、自由性的行动。在此过程

中，医家通过提取生命之象的共相特征，而赋予其

一定的“意义” ( 包括属性和功能) ，上升为“领

悟”的境地，这便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必然历程之一。
2. 3 取象思维以体道为境界

“道”是中医的核心符号。体道就是在整体思

维方法的指导下，用直觉的方法直接体会事物的存

在，是凭依模糊的直觉感悟到事物的整体形象。中

医对于人体的把握更多建立在宏观、整体的取象思

维基础之上，从而展现出“恍惚之数” ( 《素问·
灵兰秘典论》) 的模糊性思维。必须承认，这种模

糊性是建立在人的直觉感悟之上的对于生命的整体

把握，是以一种体认的方式来获得人体存在的内在

联系的。它注重对于生命的整体辨识，不必讲究结

构的清晰。中医学藏象理论就是基于对人的临床观

察和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经过大胆想象、体悟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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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暗箱”操作形式，形成有别于西方近现

代医学的独特理论。这一理论反映的是人体五大脏

腑功能系统间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因素、多维度联

系，有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五大功能系统构成的藏

象功能关系网络。
因此，取象思维是体现于经验基础上的体道悟

神，在忽略某些细节的情况下反而会使得整体的把

握更加整全。而且模糊之象还能激发想象力，促进

医者的创造性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藏

象这一直觉的特征，才给医家留下无尽的思考空

间。当然中医学理论假说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倡

导通过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从而实现理论上的去

妄存真，中医学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因而从取象

思维的角度把握形而上的道，可以通过医道更为全

面地认识人体。对于医术而言，往往需要边思考边

操作，而对于医道而言，则往往需要 ( 其动作、
神志) 处于直觉状态 ( 如神全之态) ，而超越于一

般操作之上。此过程表现为医道虽不能脱离医术，

但医道更具有领悟的张力和自由度。
总之，中医取象思维是讲究生命符号和生命过

程论的，在尊重人体的整体样态之上强调体道的非

“解剖学”意义上的诊疗活动。因此，基于取象思

维之上的中医学是拥有着特定的符号学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和境界追求的，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

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自己医学体系

的独特符号方式，而且反映了中医文化精神特质，

拥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精神风貌和境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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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Life Semiotics in XIANG Thinking in Chinese Medicine
GUO Gang，WANG Qi
(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

ABSTＲACT The main content of XIANG Thinking is the sign of life，its main method is comparative state，its prin-
ciple is overall dynamic and its main idea is to realize spirit and then achieve the Tao state． This special thinking is
the logical origin of understanding life，pursuing health and diagnosing diseases based on Chinese medicine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is also the semiologic method to carry out life value． In the form of life realization，Chinese medicine
explains human body existence through semiologic system．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ure，society and human are brought
together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life to carry the symbol thinking road acquired through proceeding from symbol to
reason． The thinking road implies the wisdom of Chinese medicine semiologic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ymbolic life
value oriented method in western medicine．
Keywords XIANG Thinking; semiotics; comparativ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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