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英炼金诗符号象征以及阐释研究
———以《悟真篇》与《十二道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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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炼丹术与炼金术都是重要的文化现象。 无论是在中国炼丹术还是西方炼金术

中，象征符号都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承载这些象征符号的炼丹（金）文献也理所

当然地成为符号学研究的绝佳文本。 在符号学研究日新月异的今天，中西学者虽已认

识到了炼丹（金）文献中符号表现的重要性，但是对相关文本中关于这些象征符号的表

现与阐释的理解不够充分。 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宋代道教思想家张伯端《悟真

篇》与英国 １５ 世纪奥古斯都派教士乔治·里普利（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ｐｌｅｙ） 的《十二道门》
（Ｔｗｅｌｖｅ Ｇａｔｅｓ）中的符号呈现以及后世注本的相关阐释理解，从而挖掘出中西炼丹

（金）文献中象征符号的类型、呈现方式以及后世阐释理解的异同，填补学界在该领域

的研究空白，拓展符号学的相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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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旨在比较与讨论张伯端（？ －１０８２）的《悟真篇》与乔治·里普利

·３８·

兰　 兴　 中英炼金诗符号象征以及阐释研究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24.02.009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ｐｌｅｙ， １４１５－１４９０）的《十二道门》这两部炼丹（金）诗歌作品中
的象征符号的表现以及后世学者的相关阐释理解，进而论证象征符号在炼
丹（金）文化现象中的重要意义。① 全文分为 ３ 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炼
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中的象征符号加以简单回顾，并对目前有关炼丹（金）
术具体文献的象征符号研究的不足之处加以说明；之后两部分分别考察
《悟真篇》与《十二道门》中的象征符号的表现以及后世注本对这些象征符
号的理解阐释。

一、 中国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中的符号象征与研究现状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炼金（丹）术都是影响久远的历史文化现
象，在今天已经成为各自文明当中的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 正
如李约瑟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炼丹术不仅是“医学与药物
学的开端”（Ｎｅｅｄｈａｍ ３４），②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朴素唯物世
界观”（８０）。 同样，对于西方文明而言，１７ 世纪以前的炼丹术不仅仅代表
着欧洲人对于科学的早期探索，同时还反映了其在基督教思想影响下“对
于自我灵魂的追求与拯救”（Ｋｒｅｎ ｖｉｉ⁃ｖｉｉｉ）。 在今天，炼金术虽然不再被视
为一种严肃的科学，但其文化意义“在早期现代科学取得众多成就之后依
然存在”（ ｉｘ⁃ｘ）。 由此可见，中国炼丹术和西方炼金术即便是在今天依然
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无论是对中国的炼丹思想还是西方的炼金思想而言，象征符号都被认
为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针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本文在此
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作为中国炼丹术现存最早的文献，东汉末年魏伯
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就是基于《周易》中的卦爻纳音等符号系统来对炼
丹术加以阐发。 四库馆臣在论及此书时认为其“多借纳甲之法，言坎离水
火龙虎铅汞之要，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后来言炉火者皆
以是书为鼻祖”（永瑢 １２４９）。 在四库馆臣看来，作为炼丹文献的鼻祖，《周
易参同契》借助“纳甲”等象征符号来讨论丹药思想。 无独有偶，本文将要
讨论的《悟真篇》在序言中就强调：“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炼金丹而得，恐泄
天机，遂托数事为名”（张伯端 １０）。

在《悟真篇》看来，用象征来隐喻丹道思想能够避免泄漏天机。 当代
学者盛克琦在《参同集注》的序言中也说，“自古丹经都是用隐喻的方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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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十二道门》全名为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ｄｄｅｎ Ａｒｔ ｏｆ Ａｌｃｈｅｍｉ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Ｓｔｏｎｅ Ａｕｒｕｍ Ｐｏｔａｂ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ｅｌｖｅ Ｇａｔｅｓ （《古老隐秘的炼金术艺术：包含制作哲学石以及其他卓越实验的正确完美方法，共
分为十二道门》）。 该书又名《炼金化合物》（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ｌｃｈｅ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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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９）。
象征符号在西方炼金术中的地位也同样重要。 在卡尔·荣格（Ｃ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Ｊｕｎｇ）看来，西方的炼金术讲述的“是一种神秘的语言，它通过各种
意象来进行自我暗示，而这些意象都可以表明其真实本性”（荣格 ２２）。 劳
伦斯·普林西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在《炼金术的秘密》（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ｏｆ
Ａｌｃｈｅｍｙ）中也强调，“炼金术作者不是使用物质的常用名称，而是代指以另
一个词———通常与所指的物质有某种字面上或隐喻性的关联” （普林西比
２２）。 亚瑟·爱德华·维特（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ａｉｔｅ）在《炼金术的秘密传统》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ｃｈｅｍｙ）一书中也认为，西方的炼金文献从 １０ 世
纪到 １７ 世纪采用的都是“象征性的语言”（Ｗａｉｔｅ ｘｖｉｉ）。

可见，象征隐喻一直是中西炼丹（金）文献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我
们理解古代炼丹（金）思想的关键路径。 当下，中西方学者对象征符号在
炼丹（金）文本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充分认识，但对其在具体文本中的
表现与理解却尚未展开充分的研究。 就中国炼丹思想而言，目前绝大多数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概述以及文献考证两方面，目力所及，唯有詹石
窗《道教文学史》（１９９２）与特尼·Ｌ． 戴维斯（Ｔｅｎｎｅｙ Ｌ． Ｄａｖｉｓ）的《张伯端
炼金诗三首》（Ｔｈｒｅｅ 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ｅｍｓ ｂｙ Ｃｈａｎｇ Ｐｏ⁃ｔｕａｎ， １９４０）等极少数
研究对于其中象征符号的表现进行了初步探讨。

与之相比，西方炼金术象征符号相关的现代研究虽然起步较早， 如 Ｊ．
汉普顿·霍克 （ Ｊ． Ｈａｍｐｔｏｎ Ｈｏｃｈ） 于 １９３２ 年发表的 《炼金术的符号》
（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对炼金术中某些通用的
符号加以解说讨论，尚未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以至于罗伯特·Ｍ． 舒勒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Ｓｃｈｕｌｅｒ）在其 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炼金诗，１５７５－１７００》（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１５７５－１７００）一书中感叹，“在传统的科学和文学历史学家中，炼金
术诗歌只是一个边缘化的流派，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Ｓｃｈｕｌｅｒ ｘｖｉ⁃ｘｖｉｉ）。
直到近十几年，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才有所进展，并且在炼金诗歌
上的进展较为突出，代表性成果有安科·提姆曼（Ａｎｋｅ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的
《诗歌与嬗变》 （Ｖｅ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与柯蒂斯·润斯特德勒
（Ｃｕｒｔｉｓ Ｒｕｎｓｔｅｄｌｅｒ）的《中世纪英语文学中的炼金术语与样板诗》（Ａｌｃｈｅｍｙ
ａｎｄ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３）等。 但这些研究
大多是对炼金诗等相关文本进行通论性质的研讨，依然少有针对某个具体
文本的深入阐发。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中西方炼丹（金）术中象征符号的重要性有了充
分认识，但是缺乏对这些象征符号如何被表现与阐释的具体研究，此方面
研究有着相当可观的空间与潜力。 因此，本文选取了北宋道教学者张伯端
的《悟真篇》与英国宗教思想家乔治·里普利的《十二道门》这两个在各自
文明中极具影响力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 一方面，本文将近距离观察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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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本如何承载与呈现象征符号；另一方面，本文将着力考察后世相关注
疏对这些象征符号的阐释与解读。 因为正如皮尔士所言，“符号所替代的
是对象”（Ｐｅｒｉｃｅ ２２８），而“符号引发的思想”被称为符号的“解释项” （同
上）。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悟真篇》与《十二道门》中的象征符号无论多么
精巧多元，如果没有后世的注解阐释，这些象征符号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思
想都将会在历史的变迁中被彻底遗忘，并将最终成为扬·阿斯曼在《文化
记忆》中所说的“空壳文本”以及“被忘记的知识”（９５），不可能会对思想史
文化史产生任何的影响。

二、 张伯端《悟真篇》中的符号体现与后世注本的相关阐释

关于张伯端生平以及《悟真篇》成书过程等问题，目前的研究已经较
为充分，本文仅做简单回顾。 张伯端又名张用成，字平叔，后人常常称其为
“紫阳真人”或“紫玄真人”。 《悟真篇》大致成书于 １０７５ 年，其内容都是与
炼丹相关的诗词，其中一共收录了 １６ 首七言律诗、６４ 首绝句、１ 首五言诗
以及 １２ 首《西江月》。 《悟真篇》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通常被
认为是仅次于《周易参同契》的炼丹术经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
“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 （永瑢 １２５２）。
如前文所言，中国的炼丹思想常用隐喻的方式写成的，作为中国炼丹思想
核心经典之一的《悟真篇》自然也不例外。 明代张宇初《岘泉集》中就评说
“张之书多文而隐”（８２）。 纵览全书，象征符号在《悟真篇》中有着非常明
显且充分的体现。 这一特征首先便体现在《悟真篇》的篇章结构上。 《悟
真篇》序言明确指出———“七言四韵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
首，按《周易》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乙，续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岁
律”（张伯端 １１）。 由此可见，张伯端在创作《悟真篇》时，便力图让本书在
结构上与太乙、五行、周易六十四卦等符号做到了严丝合缝的契合。

在篇章结构之外，《悟真篇》中几乎所有的诗词都有象征符号的呈现，
詹石窗《道教文学史》选取了其中一首七律进行文本分析：“此法真中妙更
真，都缘我独异于人。 自知颠倒由离坎，谁识浮沉定主宾。 金鼎欲留朱里
汞，玉池先下水中银。 神功运火非终旦，现出深潭日一轮”（２５）。

在詹石窗看来，这首七律中的“金鼎”“朱汞”“玉池”与“水银”等意象
原本都是炼制外丹时所使用的器物与原料，后来逐渐成为道教炼丹术中常
见的符号（４１８）。 在此基础上，詹石窗认为具备这类象征意象的诗句能够
对“后世的炼功者形成情感上的刺激，使之产生一定的张力并在炼功体验
中得到审美心理上的满足”（４１８－４１９）。

詹石窗的讨论指明了《悟真篇》对于象征符号的钟爱，也认可了这些
象征符号对于《悟真篇》传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但其讨论始终聚焦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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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手法，未进一步讨论《悟真篇》中象征符号的呈现与后世学者的理解阐
释。 因此，本文试图整合《悟真篇》相关注本从这一角度加以推进。

从南宋到晚清，《悟真篇》可考注本共二十余个，而这些注本均对《悟
真篇》中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首先，这些注本都认识到了《悟
真篇》中象征符号的重要性与普遍性，比如说翁葆光在《悟真篇注》中就认
为《悟真篇》 “其文虽约，而妙理该著。 寓意虽微，则比类亲切”（６）。 薛道
光、陆墅等在其注解的序言中也提到：“丹经垂救后世，多以譬喻为辞，不截
然而直指者，非秘吝也，盖患世人信不能及，反为毁谤故尔” （１４３）。 《悟真
篇约注》认为：“祖师借易象以发挥丹道，作药火之仪形，究竟得意忘象，得
象忘言” （陶素耜 ２９５）。 《悟真篇阐幽》则认为，《悟真篇》 “恐泄天机，不
敢直说，故有药物、炉鼎、火候之法象，有乾坤、坎离、龙虎、铅汞之寓言”
（朱元育 １９９）。 不难看出，历代注家都对《悟真篇》中象征隐喻的重要性有
着非常清晰的认知，并认为这些隐喻象征是炼丹思想的关键承载。

同时，这些注本将解读这些象征符号作为其疏解《悟真篇》的首要任
务，其中不少注本更是认为《悟真篇》中的象征符号被前人曲解误读，需要
加以拨乱反正。 翁葆光在注序中写道：“是以妄乱笺注，讹谬非一。 抑不知
太极大衍之数，其实运火之托象，似是而非也。 若以托象求金丹之至道，是
描龙致雨、画饼充饥，不亦难乎！ ［……］圣人恐泄天机，故以乾坤、炉鼎、
龙虎、铅汞之类，以至不可胜举之异名，无过比喻金丹法象而已。 余今攒集
异名，一一指其至当，罔敢遗漏纤微［……］可谓大泄天地之真机，全露仙
翁之秘旨矣”（７）。 在翁看来，《悟真篇》中的“法象”是“圣人恐泄天机”的
比喻之举，而后世的“妄乱笺注”仅仅试图通过这些象征来体悟“金丹之至
道”，却忽略了这些象征背后的意义，因此翁试图搜集并重新阐释这些象
征，以理解其背后的“真机”“秘旨”。

在朱元育的《悟真篇阐幽》看来，“篇中种种法象寓言，迷之即一切皆
妄，悟之即一切皆真［……］非真师无由启发，兼之近代旁门妄加笺注，迷
误后学［……］祖意晦塞久矣” （１９９）。 可见，在朱元育看来，《悟真篇》中
的“法象寓言”是理解《悟真篇》“祖意”的关键，但是这些“法象寓言”却被
“近代旁门”误读。

以上述两个案例为代表，历代注本几乎都以解读《悟真篇》中相关符
号为首要目的，并以此为路径求得其所指代的炼丹思想。 为了更好地展示
相关注本对于《悟真篇》中象征符号的解读阐释，本文选取了其中两首诗
加以解说。

第一首是《悟真篇》七律中的第十三首：“不识玄中颠倒颠，争知火里
好栽莲。 牵将白虎归家养，产个明珠似月圆。 漫守药炉看火候，但安神息
任天然。 群阴剥尽丹成熟，跳出樊笼寿万年”（张伯端 ３４）。

这首诗的前半段一共出现了 ４ 个较为明显的象征：“火中栽莲” “白

·７８·

兰　 兴　 中英炼金诗符号象征以及阐释研究



虎”“明珠”与“月”。 历代注家对这 ４ 个符号都加以部分或者全部解说，虽
然角度不同，但都得出了严谨自洽的解释。

翁葆光“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认为：

男儿固不可有孕，火里固不可栽莲。 辄使男儿有孕，亦犹火里栽

莲也。 何则？日离为男反为女，月坎为女反为男，此颠倒颠之义也。 二

物颠倒，则能生丹［……］白虎本是真一精之子，寄体生在西，其家在

东也［……］似月圆者，修丹之士，先取上西畔半轮之月，得阳金八两。
次取下东畔半轮之月，得弦水半斤。 以此两个半轮之月，合气而生丹，
故得金丹一粒似月圆也”。 （３４－３５）

翁葆光的这段文字对“火中栽莲”“白虎”与“月”这 ３ 个象征进行了解
读。 在他看来，“火中栽莲”指代的是阴阳颠倒，是代表男性的太阳与离卦
和代表女性的月亮与坎卦相互颠倒所造成的结果；其次，将“白虎”认定为
“寄体生在西，其家在东”的“真一精之子”；最后，翁葆光将“月圆”解释为
“阳金八两”所指代的“西畔半轮之月”与“弦水半斤”所指代的“东畔半轮
之月”组合而成的结果。

朱元育《悟真篇阐幽》则提出了角度不同但同样自洽的解释：

此章言还丹妙用，由颠倒而归自然也［……］常道阴阳，火生于

木，水生于金［……］丹道阴阳则不然，水转生金，火转生木，逆而反

之，忿惩欲窒，杀转为生［……］在佛经谓之“火宅生莲” ［……］火中

生木便名青龙，水中生金便名白虎，白虎原系乾家真金，落于坤宫而成

坎者，今用驱虎就龙之法，取坎中真金点在离内，金来归性乃称还丹，
而乾体圆矣。 （２１１）

和翁葆光的看法不同，朱元育认为“火中栽莲”这个象征指代的是丹
道中特殊的五行生克关系。 通常情况下，五行的相生顺序是“火生于木，水
生于金”，而丹道中的五行却是“水转生金，火转生木”；其次，朱元育又将
“白虎”解释为“水中生金”，即丹道中五行相生的产物；最后，他将“月圆”
解释为“金来归性乃称还丹，而乾体圆矣”，明确表示“月圆”是对金丹形体
的描摹。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育在这里援引了佛教中“火宅生莲”的典故
来解说本诗中“火中栽莲”这一象征，将佛经也纳入自己对于符号象征的
解说中，这一点在下面一个例子有更为鲜明的体现。

薛道光等人的解释则较为简单，“火里栽莲”即“火中有水”，是对“阴
中有阳，杀中有生”的比喻（１７５）。 “白虎”则是指金精，这一点也不难理
解，因为五行当中金所对应的颜色就是白色。 而“月圆”与“珠”两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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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薛道光等看来所指代的都是丹药的形状（同上）。 李文烛在其“悟真篇
直注”中的解释则更为简明。 在他看来，无论是“火里栽莲”还是“牵将白
虎归着家”，指代的都是“取坎（椾）填离（楀）”（４５－４６）。 离卦一旦被填满
就可以变成金丹，而炼成的金丹则“状若明珠满月”（同上）。

综上所述，上述注本都试图对原诗中的象征隐喻加以解释，但是他们
所给出的阐释往往并非一个平实的说明，而是用新的象征符号去阐发原诗
中的符号。 以“火中栽莲”为例，翁葆光将其理解为阴阳“颠倒颠之义”，朱
元育认为其指代炼丹思想中特殊的五行相生关系，即 “水转生金，火转生
木”，薛道光等将其解释为“阴中有阳，杀中有生”，李文烛则将其视为“取
坎填离”。 过去有学者并不赞同这种以象征解释象征的做法，比如丁培仁
就认为这样的阐释方式并不能把原文含义讲清楚（丁培仁 ８１１），但本文却
认为这些批评意见有待商榷。 首先，炼丹思想本身是基于道教文化及其认
识论建构而成，客观上难以被可供证伪的方式加以敷陈；更为重要的是，在
符号学思想看来，用象征去解释另一个象征往往是对象征最好的解释方
式，因为“象征能够引导我们去发现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Ｄａｎ１１７），而
“充满隐喻象征的文本具有取之不尽的繁殖力”（同上）。

本文再选取《悟真篇》中的第四十九首七绝作为第二个例子进行讨
论：“雪山一味好醍醐，倾入东阳造化炉。 若遇昆仑西北去，张骞始得见麻
姑”（张伯端 ６４）。 这首七言绝句当中的隐喻较多，短短 ２８ 字中已经出现
了“雪山”“醍醐”“东阳”“造化炉”“昆仑”“张骞”与“麻姑”共 ７ 个象征符
号，而各个注本对其也进行了路径各异但都严谨自洽的解说。

首先，绝大多数注本对于“张骞”与“麻姑”的看法都较为统一，基本都
认为其分别代表乾、阳与坤、阴。 比如翁葆光就认为如“张骞，男子也，象乾
卦，为阳火；麻姑，妇女也，象坤卦位，为阴符”（６４）。 夏元鼎也认为：“张骞
者，阳男也。 麻姑者，阴女也。 亦寓言匹配之意也”（２７５）。

而对于其余 ５ 个象征符号，各个注本则是众说纷纭但都严谨自洽，本
文选取几家最有代表性的注本加以说明。 刘一明“悟真直指”的解说最为
系统完整：“雪山在西，为金，象元情。 醍醐为水，象元精。 东阳为木，象元
性。 造化炉为火，象元神［……］昆仑山在大地之西北，为万山之祖脉，比
之先天真一之气，为生物之祖气。 西北属乾，在地至高之处，高者为阳”
（４７１－４７２）。 刘一明通过提取“雪山”“醍醐”“东阳”与“造化炉”这四个象
征符号的方位、物理状态等特征，将其分别解释为五行中的金水木火四种
元素。 虽然刘一明并没有完整呈现出他的推论依据，但是“西方金色白”
与“东方木为苍色”等对应关系都能在《五行大义》等其他典籍中找到来源
（萧吉 １３１）。 随后，刘一明又根据昆仑山地处西北与“在地至高”这两个特
点，将其解释为乾卦与阳（４７１－４７２）。

夏元鼎对上述符号的阐释与刘一明类似，也是将其与五行相对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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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并且将“昆仑山”这一符号也置于五行思想的框架中：
“盖山属土生金，金气寒，故曰雪山。 然金生于土，其液流注，味甘色白，状
若醍醐，倾入东阳炉中，方成造化。 盖东阳属甲乙之木［……］若昆仑峰顶
遇西北金水之位，使之相生相克，夺天地之造化，则阴阳得类，自然感合”
（２７５）。 与刘一明类似，夏元鼎的推论依据也是方位等概念与五行之间的
对应关系。 在夏元鼎看来，“雪山”和“醍醐”属于五行中金与土的混合，而
“东阳”是“木中有火”，“昆仑”因为西北所以代表了金水之位。

朱元育《悟真篇阐幽》则借用了佛教《涅槃经》对其中隐喻加以解说：“还
丹妙用，究竟不离水中金，故喻以一味醍醐。 《涅槃经》云：‘雪山有大力白
牛，食肥腻草，粪皆醍醐，无青黄赤白黑色。’雪山喻金方，白牛喻金性之纯白，
一味醍醐乃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者，即水中金也”（２４４）。 和上一首诗一样，
朱元育又借助佛教思想及文献来诗中隐喻加以阐释，利用《涅槃经》与这首
诗的互文性提出了别出心裁的见解，将“雪山”与“醍醐”解释为“水中金”。

就上述注说来看，各家注本均拒绝将这 ７ 个象征或概念解释成为平实
可见的事物，依然是用一个隐喻来解释另一个隐喻，这一阐释方式也使得
《悟真篇》文本始终包含着层出不穷的隐喻象征，从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
力，能够在一轮又一轮的阐释中实现意义的不断衍生。

通过对上述两首诗以及相关注说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悟真篇》中的
符号表现与后世的阐释理解总结出以下两点特征：

首先，《悟真篇》全书基本都建构在琳琅满目的象征符号上。 张伯端
在自序中就阐明了《悟真篇》文本结构与太乙、五行与六十四卦等符号的
对应关系，而《悟真篇》全文每首诗中都频繁出现的隐喻象征更是说明了象
征符号在《悟真篇》全文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悟真篇》众注本很少将《悟真
篇》中的任何符号解释为一个平实简明的物体，而往往是将其解释为另一个
携带含义的象征符号，这种阐释方式保证了《悟真篇》的文本生产力。

三、 乔治·里普利《十二道门》中的符号体现与后世注本的相关阐释

关于乔治·里普利的生平以及《十二道门》，目前中文学界中的相关
讨论较少，本文在这里也对其稍加回顾。 乔治·里普利是 １５ 世纪英国奥
古斯都教派教士，也是英国炼金学说中的代表人物，其诗作《十二道门》完
成于 １４７１ 年，也是西方炼金思想发展中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在文本结
构上，除了一些序跋类型的诗歌，《十二道门》的主体部分是 １２ 首长诗。 这
１２ 首长诗分别被冠名为“煅烧” （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ｏｎ）、“溶解”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分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等，分别指代炼金过程中的 １２ 个重要阶段。

与张伯端《悟真篇》类似，象征符号在《十二道门》当中也扮演着极其
重要的角色。 与追求将自己作品与各种符号加以契合的张伯端相比，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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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十二道门》中反复声明自己试图将炼金术中的道理用平实简明的方
式传达出来，因此诗中的象征符号不如《悟真篇》那样俯拾即是。 但即便
如此，《十二道门》中关于象征符号的文字依然层出不穷，本文在这里也选
取几个例子加以解说：

首先，在全文开篇即献给爱德华四世的诗中，里普利就用如下的文字
表述了炼金过程中某个阶段的景象———“第三天他将再度复活，吞食野兽
和鸟类 ／包括乌鸦、鹦鹉、喜鹊、孔雀和麻雀 ／凤凰、白鹰、可怕的狮鹫 ／绿狮
子和红龙将受到他的威胁 ／白龙、独角兽、豹子 ／还有多多少少的其他鸟类
和野兽 ／甚至连几乎所有人都害怕的蛇怪巴西立克也将受到他的压制”
（Ｒｉｐｌｅｙ １３）。①

其次，在讨论天葵这一材料时，里普利也将其解释为绿狮的血液：“这
里所说的天葵，（我暗中告诉你）是我们绿狮的血液，而不是硫酸”（６９）。②

就后世注疏而言，虽然《十二道门》在当时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一度残缺严重，现存的注本较少，目前可见的似乎只
有伊雷纳乌斯·菲拉莱修斯（Ｅｉｒｅｎａｅｕｓ Ｐｈｉｌａｌｅｔｈｅｓ， １６２８－１６６５）所著的《里
普利的复活》（Ｒｉｐｌｅｙ Ｒｅｖｉｖ'ｄ）中的注解。 而相比《悟真篇》诸注本对于原
文象征符号逐字逐句的精心解读，《里普利的复活》对《十二道门》的解说
较为粗略疏远，并体现出两点显著区别：一方面，《里普利的复活》对《十二
道门》中的部分象征符号有所解释，但是都相对简明平实，并未采用《悟真
篇》诸注本中用一个象征去指代另一个象征的做法；其次，《里普利的复
活》中大部分注解文字与《十二道门》原文关系疏远，常常另起炉灶地加入
许多新的象征符号。

一方面，《里普利的复活》对《十二道门》中的某些符号有所阐明。 《十
二道门》在讨论提炼汞时，曾提出了“太阳”与“月亮”两个象征：“当汞被如
此细化 ／一份太阳之物，两份月亮之物 ／直到它们像浆糊一样混合在一起”
（Ｐｈｉｌａｌｅｔｈｅｓ １４１）。③ 《里普利的复活》在解读这段文字时，便将其这里的
“太阳”与“月亮”解释为黄金与水：“取纯度最高的黄金体，精细净化它，然
后用汞进行打磨、削片或加热灼烧，这是众周知的方法，从中取一份，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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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文为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ａｙ ａｇａｉｎ ｔｏ ｌｉｆｅ ｈｅ ｓｈａｌｌ ａｒｉｓｅ ／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ｕｒ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 Ｃｒｏｗｓ， ｐｏｐｉｎｊａｉｅｓ， ｐｉｅｓ， ｐｅａｃ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ｖｉｅｓ ／ Ｔｈ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ａ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ｉｆｆｏｎ ｏｆ ｆｅａｒｆｕｌｎｅｓｓ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 ｈｅ ｓｈａｌ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ｌｏｐｅ， ｕｎｉ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ｐａｎ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ａ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ｒｄｓ ｂｏｔｈ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 ／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ｌｉｓｋｅ ａｌｓ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ｍｏｓｔ ｅａｃｈ ｏｎｅ ｄｏｔｈ ｆｅａｒ．” （Ｒｉｐｌｅｙ ８３）。

原文为“Ｔｈｅ ｓａｉｄ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ｌ ｉｓ （ Ｉ ｓａｙ ｔｏ ｔｈｅ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ｃｅｌ） ／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ｏｕｒ Ｇｒｅｅｎ Ｌｙ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ｏｌｔ．”（Ｒｉｐｌｅｙ ６９）。

原文为“Ｗｉｔｈ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ｓ ｍｕｃｈ ｔｈｅｎ ｓｏ ｓｕｂｔｉｌ'ｄ ／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ｎ，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 ／ Ｔｉｌｌ ａｌｌ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ｌｉｋｅ ｐａｐ ｂｅ ｄｏｎｅ．” （Ｐｈｉｌａｌｅｔｈｅｓ １４１）。



我们的水（毫无疑问，这是活化的水银，我们称之为月亮），两份混合在一
起，形成一份银汞合金”（Ｐｈｉｌａｌｅｔｈｅｓ １４１）。①

与《悟真篇》众注本以象征解说象征的方式不同，《里普利的复活》将
诗中未被阐明的“太阳”与“月亮”解释为了黄金与水这类在现实生活中可
知可感的物体，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风格。

另一方面，《里普利的复活》与《十二道门》的关系相对疏远，更多时候往
往是伊雷纳乌斯·菲拉莱修斯借解说《十二道门》的名义阐发自身的思想，而
这一过程又另起炉灶地加入了许多新的象征符号。比如《里普利的复活》在
注解 “同时也修复了他的自然热度 ／它不会失去任何的激进湿度 ／让我们的
石头产生最合适的溶解” （１０２）②这句原文时，就阐发了下面这一大段文字：

你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值得引起你的注意，这是一个铺有黑色地板

的大房间，墙壁是黑色、蓝色和黄色的，你可以看到一个被埋葬的腐

尸，一条几乎被冻死的蛇被放在火中，还有一个不断流出水流的喷泉，
用来浇灌旁边的一个罐子里种植的草药，这种草药很像芽膏菜，只是

根部是黑色的，叶子是黄色的，有蓝色的叶脉和黑斑点，常常站在露水

中。 而太阳就像在夏至时一样，以其充分的力量照耀着它，而在它下

面，有一团像埃特纳火山一样持续燃烧的火焰。 喷泉仍然向这种草药

的根部送出一些小小的珍珠水流，通过不可察觉的毛孔上升并像滴水般

附着在草药的叶子上，看起来像要枯萎和凋谢，但始终充满着水滴，这些

水滴不断落下，再不断上升，将树木分解成一种黏稠的汁液，随后干燥成

一种干燥的尘土，但仍然很油腻且极黑。 （Ｐｈｉｌａｌｅｔｈｅｓ １０２－１０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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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文为 “ Ｔａｋｅ ｔｈｙ Ｂｏ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ｓｔ ｐｕｒｅ Ｇｏｌｄ， ｌｅｔ ｉｔ ｂｅ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ｌｙ ｐｕｒｇｅｄ， ｔｈｅｎ ｆｉｌｅｓ ｏｒ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ｏｒ ｃａｌｃ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ｓ ｉｓ ｖｕｌｇａｒ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ａｋ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ｏｆ ｏｕｒ Ｗａ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ｇｅｎｔ⁃ｖ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ｔｈｅｎ
ｃａｌｌ ｏｕｒ Ｌｕｎａ，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ｍｉｘ ｔｈｅ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ａｎ Ａｍａｌｇａｍａ．”。

原文为“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ｏｆ ｈ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ａｔ ／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ｔ ｌｏｓｅｔｈ ｎｏｎｅ ／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ｏｕｒ Ｓｔｏｎｅ ｍｏｓｔ ｍｅｅｔ．”。

原文为“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ｔｈｙ ｙｏｕ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Ｒｏｏｍ ｆｌ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ｃｋ， ｔｈｅ Ｈａｎｇｉｎｇｓ ｐａｒｔ ｂｌａｃｋ， ｂｌｕｉｓｈ，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ｍａｙ ｓｅｅ ａ Ｃａｒｃａｓｓ
ｉｎ ｔｏｍｂｅ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ｒｏｔｔｅｎ； ａ Ｓｅｒｐｅｎ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ｄ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ｄ， ｌ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ａ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ｉｌｌ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ａ Ｐｏ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ｉｇｈ ｔｏ ｉ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ａｎ Ｈｅｒｂ ｍｕｃｈ ｌｉｋｅ ｔｏ Ｒｏｓ ｓｏｌｉｓ，
ｏｎｌｙ Ｉ ｈａ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ｂｌａｃｋ，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ｂｌｕｉｓｈ ｖｅｉｎ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ｄｅｗ，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ｉｔ ｔｈｅ Ｓｕｎ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ｆｕｌｌ ｖｉｇｏｕ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ｔ ａ Ｆｉｒｅ，
ａｓ ｉｔ ｗｅｒｅ ｏｆ Ａｅｔｎａ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ｉｌｌ ｓｅｎｄｓ ａ ｆｅｗ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Ｐｅａｒ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Ｈｅｒｂ， ｗｈｉｃｈ ｂｙ ｉｎ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ｐｏｒｅｓ ａｓｃｅｎ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ｌｉｋｅ ｄｒｏｐｓ ｄｉｓ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ｂ，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ｅｍｓ 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ｂｌａ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ｅ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ｄｒｏ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ｎｔｏ ａ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Ｊｕ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ｄｒｉｅｄ ｕｐ ｉｎｔｏ ａ ｄｒｙ ｄｕｓｔ， ｙｅｔ ｕｎｃｔｕｏｕｓ ｔｏ 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ｂｌａｃｋ．”。



这一大段文字看上去是对前文三行诗句的解说，但实际上却与原诗关
系较为疏远，描述了一个房间与其中的布置。 这段文字中出现了“喷泉”
“蛇”“草药”“露水”“火焰”等诸多原文未曾言及的符号。 虽然其中的“火
焰”“喷泉”等符号也许与原诗中的“热度”与“湿度”有所对应，但终究是
《里普利的复活》自身的创见。 通过这样的方式，《里普利的复活》又创制
出了一套符号象征系统。

其次，《里普利的复活》在对《十二道门》正文每一章注解的最后都会
附上一首诗，而这些诗并非对《十二道门》中文字的解释或者总结，而是全
新的尚待被解说的文本，且通常是由象征符号连缀而成。 本文选取第一首
的开头几句加以展示：“战斗结束，胜利已达，狮子复苏了 ／杀死它的鹰也死
了 ／两者都失去了感觉 ／雨停了 ／落了六周的露水不再升起 ／那只丑陋的蟾
蜍肿胀破裂而死 ／银色的田野被金色和紫罗兰色交织着 ／黑色不被蔑视 ／这
显示出精神的稳定 ／化合物变成了原子 ／种子们融合在一起 ／飞翔的灵魂回
到地球 ／高飞的鸟儿落了下来”（１８６－１８７）。①仅开头寥寥数句，我们就读到
了 “狮子”“鹰”“雨”“露水”等十余个象征符号，从这个角度看，《里普利的
复活》很可能是用一套新的象征符号去代替了《十二道门》原有的象征符
号，从而使得文本中充满着各种可被解释的象征符号，极大拓展了文本的
表现可能。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也可以对《十二道门》中的象征符号与伊雷纳乌
斯·菲拉莱修斯注释中的相关讨论加以总结。 首先，也许由于里普利本人
试图用简明的语言来解释炼金术中的思想与原理，《十二道门》中的象征
符号虽不及《悟真篇》那样密集，但依然是其表达叙述中的重要承载；其
次，与《悟真篇》注本中对原文象征符号逐个阐释不同，《里普利的复活》对
于《十二道门》原文符号的解说较为粗略疏远，但是却另起炉灶加入了许
多新的象征符号，从本质上看依然是以新的符号来代替或解释旧有符号。
因此，两个文本以及后代注解的形式虽然有所区别，象征符号的表达与其
阐释在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　 论

通过对比《悟真篇》与《十二道门》中对于象征符号的运用以及后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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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为“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ｆ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ｗｏｎ ／ Ｔｈｅ Ｌｙｏｎ ｄｅａｄ ｒｅｖｉｖ'ｄ ／ Ｔｈｅ Ｅａｇｌｅ'ｓ ｄ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ｄ ｈｉｍ ｓｌａｙ ／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ｄｅｐｒｉｖ'ｄ ／ Ｔｈｅ Ｓｈｏｗｒｓ ｃ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ｅｌｌ ／ Ｆｏｒ ｓｉｘ ｗｅｅｋｓ，
ｄｏ ｎｏｔ ｒｉｓｅ ／ Ｔｈｅ ｕｇｌｙ Ｔｏａ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ｓｏ ｓｗｅｌｌ ／ Ｗｉｔｈ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ｂｕｒ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ｓ ／ Ｔｈｅ Ａｒｇ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Ｏｒ ｉｓ
ｓｔａｉｎ'ｄ ／ Ｗｉｔｈ Ｖｉｏｌｅｔ ｉｎｔｅｒｍｘ'ｄ， Ｔｈｅ ｓａｂｌｅ Ｂｌａｃｋ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ｓｄａｉ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ｅｗ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ｆｉｘ'ｄ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ｎｔｏ Ａｔｏｍｓ ｔｕｒｎ'ｄ ／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ｌｅｎｄｅｄ ／ Ｔｈ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Ｓｏｕｌ ｔｏ ｔｈ'ｅａｒｔｈ ｒｅｔｕｒｎ'ｄ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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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文献对这些文本的阐释推演，本文认为这两个文本彼此存在若干异同。
一方面，《悟真篇》与《十二道门》在对象征的使用与阐释上展现出了两个
相同点。 首先，无论是因“恐泄天机”而“托数事为名”的《悟真篇》还是力
图清晰阐明其中秘奥的《十二道门》，象征符号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其次，从后世注解来看，无论是利用象征来对原文象征加以解说的《悟
真篇》注本，还是常常另起炉灶创建新象征的《里普利的复活》，二者都将
阐释重点放在了对于象征符号的理解或阐发中。

而另一方面，在主题以及具体的篇章结构上，《悟真篇》与《十二道门》
之间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悟真篇》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且
不同篇章之间的逻辑较为单薄。 虽然《悟真篇》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
试图与五行、十二月等符号契合，但是每个部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结构联
系。 同样，每个部分中的所有作品看上去也相互独立，彼此之间并没有依
存关系。 而这样的文本特征也反映在中国其他的炼丹诗中。 被称为“丹经
之祖”的《周易参同契》有着和《悟真篇》几乎完全一致的结构特征，其既没
有一个连贯的结构，文本的不同部分之间也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 而之后
受到《悟真篇》影响的《还源篇》《丹髓歌》与《翠虚篇》也同样如此，基本上
都是若干诗词的松散组合。 相反，《十二道门》则有着较为连贯的主题，即
通过完成十二道门所代表的修业以获取炼金事业的成果。 在这样一个清
晰主题的前提下，每一个章节之间都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这也使得整个
文本最终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 同样，欧洲的炼金诗往往也都具备类似
的特征，比如拉封丹在 “知识的愉悦喷泉” （ 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一诗中就将对于炼金术的探索比作在陌生花园上的散步，而喷
泉等景色则代表着炼金术中的真知等等。①

当然，虽然《十二道门》与《悟真篇》分别属于各自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质的炼金（丹）诗，但在这两部作品之外还有许多的文本值得我们进一步
探索。 就中国而言，如《正统道藏》②中搜集了海量的炼丹文献及注疏解
释；而就英国而言，成书于 １７ 世纪的 《不列颠化学剧场》 （ Ｔｈｅａｔｒｕｍ
Ｃｈｅｍｉｃｕｍ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ｕｍ）③等作品中也有许多尚未被研究的炼金诗作品。
除此之外，古希腊、古阿拉伯、古印度都有着十分丰富的炼金文化与文献，
其中也包含着众多对于符号的洞见。 因此，就炼金（丹）术以及相关文学
中所蕴含的丰富符号思想而言，目前学界的探索可以说极其有限，还有大
量的研究可能性亟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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