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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行理论的多元化隐喻系统研究

———以《黄帝内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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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7)

摘 要: 中医理论的论证逻辑是基于取象比类的隐喻性思维，中医话语的表达体现了“无譬，则不能言”的

思维张力。通过对五行配伍和五行生克中的隐喻性思维研究发现，单纯依靠实体间取象比类的实体隐喻理论

虽能解释五行配伍和脏腑功能的虚实补泻，但面对中医临床诊治中的整体性、复杂性和辩证性思维，缺乏合理

的自圆其说，反而漏洞百出，造成施治推理中的前后矛盾和“一脏补泻”所带来的施治遗憾。针对实体隐喻的部

分失效，本文提出了基于五行生克关系的过程隐喻，凸显生克过程以取代五行的本体论地位，用子系统中的语

义角色变化说明位素间的生克转换关系，充分阐述五行系统内部复杂的多重生克关系，从而为中医临床诊治规

律提供强有力的隐喻理论支持和心智运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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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科学研究的中心话题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本质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隐喻的认知维度研究再度

兴起，引发了对语言中隐喻现象和心智中概念机制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人类思维世界和意义世界的隐喻

性诠释热潮。许多认知隐喻理论研究者
［1 － 5］

认为，人类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规约性的隐喻表达，这些丰富

的表达反映了人类长时记忆中的跨域映射，即概念隐喻，它们是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和认知

手段。
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黄帝内经》(后称《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其文本以“天人相

应”思想为出发点，运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取象比类”认知手段，将人体与自然统一诠释，利用自然物象

运行状况及变幻规律描述和解释抽象的人体脏腑功能与功能失用、病机转归。《内经》文本中这一最基

本的思维逻辑可以通过认知隐喻理论充分揭示。本文以五行配伍和五行生克为例，讨论中医话语的多

元化隐喻性解读。
2． 五行配伍中的实体隐喻

五行配伍过程将五行概念无限拓展到宇宙各个领域，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协调和联想思维模式即取

象比类，其实质是通过比喻寻找在逻辑关系上相距较远，在性质上差别很大的两种事物，这二者的很少

的一点共性，恰好是人们要说明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
［6］。在现代认知维度隐喻研究看来，五行配伍

中的取象比类属于实体隐喻。实体隐喻是 Lakoff ＆ Johnson ［1］
根据始源域的特点而界定的一种隐喻类

型，起初实体隐喻用具体、有形的实体作为始源域去认识抽象、模糊、无形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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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等，后来 Lakoff ＆ Turner［3］
用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 重新界定了实体隐喻，“链”被界定为

典型属性与行为，存在巨链即世界万物及其概念之间自上而下的层级关系，如人类、动物、植物、复杂物

体、自然物体，每一个层次的事物及概念都可以作为始源域投射到其他任何一个层次
［5］126，通过存在巨

链隐喻可以实现通联世界所有“事体”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实体隐喻和存在巨链隐喻是事物的物理和

行为特征之间映射而产生的隐喻
［7］16，使我们能够对事体、体验、进程予以概念化并赋予其确定的物理

属性
［8］67。

图 1 五行配时空的实体隐喻映射

五行配伍以“五”为基数，以概括化的五种物理性和功能性特征作为始源域，广泛取象比类于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将五行特征延伸至各个子系统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五 X 系统，五行配

伍的意义因此大大超出了一般的范畴化分类模式，而上升为存在巨链隐喻思维模式，它包容和通联时空

万物，描绘了一幅纷繁有序的宇宙构成图像。五行配五时和五方的实现，体现了五行物理属性与五方五

时之间的对应关系，还原了先民对五时和五方的朴素认识(如图 1 所示)。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概括

化的五种物理性和功能性特征逐渐替代五种材质或元素的主导地位，为以五 X 为中心的联想思维创造

了更大的空间。把已熟悉的某个五 X 概念映射到不熟悉的方面，大量五数配列相继集合在五 X 系统旄

下，诸如五谷、五果、五禽、五畜、五官、五脏、五岳、五音、五味、五色、五臭、五志、五德等。
《灵枢·阴阳廿五人》提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内经》提出了近百条五 X

配列，根据五行和五行之间的各种关系阐释自然界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同步变化规律，便是五行文化与中

医学的结合，塑造了特有的中医五行说。《灵枢·热病》将火水木金土分指五脏，成为中医学最基本的

内涵。中医选择五脏作为人体最基本的要素，并将五脏与涉及多层面的五 X 对应相配，建立了“内有五

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的藏象理论，《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利

用五 X 思维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脏腑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的关联，并指导临床

诊断与治疗，成为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虽然曾有血的教训，但对中医学的发展

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五行生克与过程隐喻

3． 1 生克意象图式

“意象”常作心理学术语，泛指心理表征;“图式”起初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一种固定的模板，后广泛

运用于心理学和语言学中。Lakoff ＆ Johnson［1］
第一次将这两个概念结合成“意象图式”，并将其运用到

隐喻研究中。他们后来又把“意象图式”界定为宽泛的心理意象的宽泛神经认知意义，而不是单纯指视

觉意象，也不是纯粹的抽象知识结构，而是强调人们概念化和推理的各种结构的身体、感知运动本质
［9］。

由于抽象性使然，意象图式能够在不同场景下自由转换，为相关事体和场景提供合适的阐述方案，这有

助于理解更加复杂的概念，建构更加复杂的知识。根据 Langacker［10］
对意象图式射体( tr)、界标( lm) 和

路径(path)的三部划分，将相生和相克意象图式绘制如下( tr = trajector，lm = landmark，黑箭头 = 相生相

克，空心箭头 = 路径)(见下页):

Talmy［11］
的“力量 － 动态意象图式”认为，力对物体产生影响所形成的意象图式在认知和语言的形

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普遍的作用。相生和相克便属于这种意象图式。相生，含有力的滋生、促进、助长

之义，即某一因素越强盛，越有利于另一因素的成长。如图(2) 所示，lm 的促进作用力帮助 tr 向前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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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生意象图式 图 3 相克意象图式

和发展，比如木促进火势蔓延。相克，含有力的制约、克制、抑制之义。如图(3) 所示，lm 的作用力制止

了 tr 的运动和发展，比如水灭火。生克意象图式是人们直接体验和间接经验高度抽象的结果，进而通过

隐喻性思维引申到其他领域，形成促进和抑制的辩证关系。
3． 2 五行生克过程意象图式

五行之“行”的语义可参照《易经·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是运动的意思，即

图 4 五行生克过程意象图式

“动能”，宇宙间物质最大的相互关系就是“动能”。在五行中，这个“动

能”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过程来实现。《内经》对五行的描述消显了金

木水火土的语义特征，凸显元素间的生克关系，比如《素问·宝命全形

论》中的“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

而绝”，相比于对元素本身的描述，元素间的生克过程成为参照系，以

此构筑了图式化的五行生克过程( 如图 4 所示:黑箭头 = 相克，空心箭

头 = 相生)。
从本质上说，五行生克过程意象图式是关于五个满足生克制化过

程和逻辑关系的抽象系统。其最大特征是:弱化 ABCDE 五大子系统，

凸显系统间的生克过程。ABCDE 仅仅是建立在生克关系基础之上的子系统，通过“生”与“克”两种手

段糅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推衍出复杂的生克过程，比如“五生”、“五克”、“生生克”、“生克克”等。
五行生克逻辑贯穿于《内经》文本始终，用以解释人体的脏腑功能、功能失用、病机转归，在《素问·金匮

真言论篇》、《灵枢·本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素问·六节藏象论》、《灵枢·本藏》等篇章对

此有精彩描述。
3． 3 中医隐喻话语的本质———过程隐喻

采用五行思想解释物质世界的构成、联系及变化是通过五行配伍和五行生克来实现的。五行配伍

赋予了五行思想以本体论意义，五行生克则更契合“五行”的本义，揭示了五“类”之间的关系律，反映了

事物间的“利”与“害”两种基本关系
［12］，反映了和谐与失衡在破与立之间互动转换的循环运动。用五

行生克过程解释人体生理病机转化也是通过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来实现的，这与概念隐喻理论中的“映

射”异曲同工，即从经验世界的“象”中提取概念、知识、范畴，用于描摹和认知人体结构、病理病机，并获

取知识、指导健康养生。五行生克过程的语义映射是发生在各种生克过程之间的取象比类，我们称为

“过程隐喻”:从宇宙万物的特定范畴中取象，寻求能够反映生克过程的集合，并与作为始源域的五行生

克过程意象图式进行类比推理，寻找二者在特征属性和逻辑关系上的共性，并依据二者间的概念性张

力，描述该特定范畴中的生克过程。根据 Lakoff ＆ Turner［3］
将映射内容划分为位素、属性、关系、知识的

作法，我们对过程隐喻的映射内容作如下说明。
3． 3． 1 过程隐喻中的位素映射———生克过程

实体隐喻将五大子系统作为位素，而过程隐喻映射的位素是生克过程。如果目标域是五种材质，映

射形成的两个位素是诸如“木生火，火生土”的相生过程(用“－”表示侮) 和诸如“金克木，木克土”的相

克过程(用“=”表示)。如果目标域是五脏，其位素表现为诸如“肝 － 心，心 － 脾”的滋养过程和诸如

“肺 = 肝，肝 = 脾”的抑制过程。相克过程有乘变体。所谓“乘”，指克制太过，倚强凌弱，写作:A ＞ C，

C ＞ E等;所谓“侮”，指由于一方太强盛，对“克我”的另一方进行反克，写作:A ＜ C，C ＜ E 等。
3． 3． 2 过程隐喻中的属性映射———对生克过程的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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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隐喻的属性映射基于对各子系统的属性描述，而过程隐喻是对生克过程的特征描述:相生可以

用一个形象的“母子隐喻”来描述，“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相克可以被识解为“所胜”和“所不

胜”的关系。“克我者”乃我所不胜，“我克者”乃我所胜。所谓乘侮，《素问·五运行大论》描述为:“气

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
生克过程的属性映射到五行，体现为五种材质的物理性生与克，比如水生木指树木依赖水的滋养而

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生克过程的属性映射到五脏，形成五脏之间的功能性促进与抑制。比如，

当肝木旺盛，心火自然上升，反之则心火衰耗。
3． 3． 3 过程隐喻中的关系映射———生克系统的内部衔接

(1)生克过程的推衍

实体隐喻的关系是各子系统之间的生克关系，而过程隐喻的关系体现为生克系统的内部衔接，以最

基本的生克过程为基础，深挖生克系统内部的复杂关联，推衍出复杂的生克关系。发生在两个子系统之

间的基本生克过程可以演化出丰富多彩的复合生克过程，比如生克复用 A － B = D 映射到中医领域，可

以阐述脏腑三方关系:肾水滋养肝木，肝木抑制脾土，从而实现肾水对脾土的制约;肝木可以通过助长心

火，由心火制约肺金等。连续生 + 克 A － B － C － D = A 表现为，如果肾水太旺，可以依据水生木，木生

火，火生土的方法，用脾土来抑制水。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推衍:“顺克”和“倒生”。A － B∧B － C
A = C 表示“顺克”原理，即如果 A 生 B，B 生 C，那么，A 克 C。ABC“顺克”关系映射到五行概念域，形成

一连串涉及三方的生克关系网:金生水，水生木，所以金克木;木生火，火生土，所以木克土;土生金，金生

水，所以土克水;水生木，木生火，所以水克火;火生土，土生金，所以火克金。A = C∧C = EE － A 表示

“倒生”原理，即如果 A 克 C，C 克 E，那么，E 生 A。ACE“倒生”关系映射到五行概念域，形成另外一连

串涉及三方的生克关系网络:金克木，木克土，土生金;木克土，土克水，水生木;土克水，水克火，火生土;

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无论是“顺克”还是“倒生”，都仅仅是五行生克过程循环体系中的部分环节，

该体系的动态性为五行生克过程的推衍创造了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五行生克过

程推衍使五行体系始终保持平衡。
(2)生克过程的悖逆

在五行生克关系中，生克过程的悖逆现象属于常态。其一，最常见的悖逆是五行相侮，通过生克过

程中的语义角色变化来实现。亢侮的完整逻辑表达式为:A≠C→A ＜ CC = A。读作:如果存在 A 不

能克 C，有可能存在 C 亢侮 A，即 C 反克 A。在相克过程中 A 是施事，C 是受事，转变为亢侮过程后，二

者施事和受事角色发生颠倒。《元理赋》中的名句形象地描述了五行亢侮中的语义角色变化:“金赖土

生，土多金埋;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赖木生，木多火炽……”;《素问五运行大论》对亢侮现象也有详细

描述，此处不赘述。
其二，五行生克无法实施。映射到五行和脏腑分别体现为:水不生木，肾阴虚不能养肝;木不生火，

肝血心气不足;火不生土，心(肾)脾阳虚;土不生金，脾虚而不能滋养肺脏;金不生水，肺津肾阴不足;木

不克土，肝郁脾虚;土不克水，脾虚水泛、肾阳不振;水不克火，肾阴虚心火旺;火不克金，心肺阳虚;金不

克木，肺虚肝旺。

图 5 ACE 生克关系 图 6 CE 生克无法实施

五行生克无法实施是五行生克系统保持动态平衡重要的一环。以 ACE 之间的生克关系为例，图

(5)为理想化的 ACE 生克关系图。但 ACE 关系可以出现变异情况，比如出现 A↑→A ＞ C→ (C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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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情况:如果增强 A(图 6 双箭头)，那么 A 乘 C，导致 C 克 E 无法实施(图 7 虚线箭头，见下

页)，从而有助于 E 增强，这并不是终点，它仅仅是生克过程循环系统中的一环。从这个意义分析，过程

隐喻与实体隐喻具有互补性。子系统的增强和减弱是实体隐喻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医而言，通过病症

的外部特征反推五行生克无法实施的状况，寻找发病原因，并根据生克过程的规律得出治疗方案，这属

于过程隐喻思维。
3． 3． 4 过程隐喻中的知识映射———用生克过程的动态平衡演绎宇宙变化规律

实体隐喻传达的知识为:将世界万物与人体脏腑作五元化归纳，以“万有森罗，以五为度”的方式思

考人体和疾病。过程隐喻的知识映射体现为用生克过程的动态平衡演绎宇宙变化规律。过程隐喻映射

将五行生克过程意象图式无限拓展，进而把握事物的运动发展，映射到中医，体现为对人体脏腑变化规

律的描述，并指导中医临床。中医施治中的“一脏补泻”、“缺什么补什么”属实体隐喻思维，是静态、片
面、孤立的点性思维;若以生克过程为出发点考虑子系统的增强和减弱，以全局观看待系统的动态平衡，

则能更加有效把握复杂的病变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隐喻话语的本质是过程隐喻。
4． 过程隐喻的理论特色

(1)过程隐喻有深刻的体验性基础。生克过程意象图式来源于人们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包括

身体经验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感知。比如人从娘胎中出来即为“生”，这种母子关系是最直接的体

验;水性灭火、火性熔金、金属伐木、木器掘土、筑土堰水，这些“相克”关系很容易在生活实践中被观察

和认识。
(2)过程隐喻有明确的词源学基础。《春秋繁露》解释“五行”时说:“行者，行也”。五行的“行”是

流行、运动之义
［13］，过程隐喻彰显了“五行”的本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把“五行”译作 five activi-

ties 和 five agents;陈荣捷在《中国哲学纲要与注释书目》中把“五行”译作 five actions 或 five operations 或

five agents，并称译作 five agents 为佳。用 activity /action /operation 等词来译“行”符合我们对过程隐喻的

定义，译作 agent 也与过程隐喻相符，因为 agent 体现了现代语言学中的“施事”与“受事”关系。
(3)过程隐喻具有包容性。过程隐喻以生克过程为基本位素，通过在不同范畴或概念域的映射，拓

展了生克过程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不仅有简单的二元生克关系，还有复杂的多系统参与的生克，这有利

于充分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世界以及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更有助于解释人体脏腑之间、体内与体

外之间复杂的变化规律。过程隐喻还适用于阴阳学说，“阴阳”的本义取自于物质世界的本质———运动

中的气体，阴阳关系体现为太极图中黑与白的渐进式变化。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恰恰是阴阳对立统一、
动态平衡的结果，人体阴阳盛衰和转化是中医判断疾病与治疗方案的标杆。我们将另文阐述。

(4)过程隐喻能有效化解部分中医学困惑。由于生克过程取代了子系统的本体论地位，子系统的

作用被削弱了，生克过程本身是参照系，不受制于具体的事体，所以诸如《吕氏春秋》与《内经》五行配脏

的差异、东汉王充“水胜火，鼠何不逐马”产生的困惑、《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与《灵枢·脉度》关于心开

窍于耳还是舌的前后不一致可以化解。采用过程隐喻思维也能化解《内经》广受批判的“尚阳”思想，即

消解阴与阳的主体地位，弱化二者在阴阳体系中的个体功能，凸显二者整体性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转化，

这样便无所谓阴阳孰轻孰重的争辩。
(5)过程隐喻有异于同样关注动态行为和事件发展的动词隐喻和事件结构隐喻。动词隐喻本质上

是通过动词激活其与名词的常规语义匹配，映现相关事件为其始源域
［14］，然后对始源域和目标域行为

(事件)中的某些概念属性进行对比参照。这实际上是实体隐喻在视点上的变异，即从关注位素转变为

关注属性。事件结构隐喻是对事件结构进行概念化，表征位素间的关系，比如，把状态视为位置;状态的

变化即位置的改变;行动的目标即终点;采取的方法即路径;遇到的困难即障碍等等。事件结构隐喻仍

然难逃实体隐喻的覆辙，即把关注的焦点从位素转变为关系，没有把事件过程本身看作位素。
5． 过程隐喻在中医施治过程中的运用

在五行生克过程符号体系视阈下，各个子系统之间通过生克过程串联，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可

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人体五脏关系与之取象比类，便可得出结论:一脏病变可波及其它四脏，可以

用五行生克过程来确定治疗原则。“一脏补泻”体现为实体隐喻思维，关注的焦点是各个脏腑本身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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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特征，与实体隐喻不同，过程隐喻把生克过程本身视为维持五行体系动态平衡的基本手段，并通过生

克过程的推衍和悖逆将复杂的生克关系映射到中医领域，对应了复杂的人体病理病机和脏腑失用转归，

形成了针对病理病机、治法治则方面的隐喻性描述(见《素问·玉机真脏论》等篇章)。比如中医治疗总

则中的“虚则补其母”其实仅说明了补虚法的一个方面，如若按照图(6) 中过程隐喻对生克过程的推衍

模式，A↑→A ＞ C→ (C = E)→E↑，也能产生治疗效果，比如肺阴虚，不补其母脾脏而补肾阴，也能起

到“令其实”的效果。过程隐喻的存在说明虚则补其母并不是治疗虚证唯一的治则。实体隐喻关注脏

腑系统本身的虚实变化，过程隐喻关注生克过程本身，二者有机结合便能够推演出中医几十种甚至几百

种治法，并通过长期临床经验而稳定下来。
又如下面这种情况(粗线条 = 加强;虚线 = 减弱;单箭头 = 相克;空心箭头 = 相生):

图 7 ABD 生克关系失衡图 图 8 肝木虚的补救方案

如图(7)所示，如果 A 减弱，根据 AB 相生关系，B 也有可能减弱，那么 B 对 D 的克制也会减弱，甚

至是无法实施，从而使 D 失去制约而增强，D 增强后会克制 A，使 A 更弱。中医的脏腑功能失用往往是

由于各脏腑系统超出正常状况的增强或减弱。比如，肝木如果亏损，木生火便受到阻碍，导致心火衰耗，

这样火克金便很难实现，肺金失去了制约，在外形成痰涌咳吐，在内导致肝木虚弱。其补救措施若按照

“实则泻其子”原则，则是泻 D 之子 E，即制约肾水的功能;若按照“补母能令子实”原则，则是增强 A 之

母 E，即促进肾水的功能。这样就会导致施治悖论。这是静态、片面、孤立的点性思维使然。仅仅在数

量上对五行生克关系子系统进行补和泻，缺乏统一的辩证性思维，很容易导致系统失衡。此时应该充分

分析失衡原因，以系统内的生克关系为基础施治，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中医学认为，肝木虚，欲令肝木

平，方法有:法一:虚补之，补肝木。法二，虚则补其母，补肾水。法三:子能令母实，补心火。法四:泻肺

金。这四种方法中，除法一属单独一脏补泻外，其他三种方法(图 8 所示) 均是以生克过程为主导的治

疗方案。
6． 结语

中医隐喻思维具有多元性特征。对中医话语的研究应该围绕基于取象比类的隐喻性思维展开，通

过揭示中医话语背后的隐喻性心智操作，实现揭示中医话语本质的目的。在五行配伍方面，借助实体隐

喻(存在巨链隐喻)思维，以概括化的五种物理和功能性特征为始源域，包容通联时空万物，描述人体五

脏系统，构筑庞大五 X 系统。在五行生克方面，运用过程隐喻将生克过程意象图式与其他概念域中的

生克关系取象比类(映射)，从而把生克过程与五行、五脏以及其他五 X 配列纳入同一解释机制。与实

体隐喻不同，过程隐喻以生克过程本身为位素，以生克过程的特征性描述为属性，以生克系统的内部衔

接为关系，用生克过程的动态平衡演绎宇宙变化规律。在中医话语的阐释中，过程隐喻具有实体隐喻无

法比拟的理论优势。在中医临床诊治中，过程隐喻能够弥补实体隐喻的部分失效，前者关注“线”，后者

关注“点”，二者结合便能对中医隐喻话语进行完整而有效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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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Five －Agent － based Multiple Metaphorical System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Huang Di Nei Jing

Shi Yong，Liu Yu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The argumentative logic of TCM is 2A (Abstract and Analogy) － based metaphorical thinking
and theorization of TCM represents the thinking pattern featuring“no metaphor，no wording”． Findings of re-
search on the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Compatibility of Five Agents and GR(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Five Agents indicate that ontological metaphor(OM)，which operates by means of 2A among things can be ac-
countable for Compatibility of Five Agents and deficiency excess and reinforcing＆ reducing methods of func-
tions of the zang － fu organs，but it proves difficult to justify itself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grative，compli-
cated and dialectic thinking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CM，further，it leads to argumentative
flaw and inconsistency in reasoning of treatment and failure of treatment such as“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method targeted for a single zang － fu organ”and“reinforcing the deficiency only”． Considering the partial
deficiency of OM，GR － based process metaphor (PM) is proposed to provide a powerful metaphor theoretical
backup and description of mental process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CM by means of profiling GR
process to replace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of Five Agents，describing GR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shift of se-
mantic role of subsystems，elaborating complicated multiple GR relations within GR system of Five Agents．

Keywords:ontological metaphor; process metaphor; compatibility of Five Agents; generation and restric-
tion of Five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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