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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与符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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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现代哲学角度�通过符号来研究哲学在中医学领域里的作用。具体分析了哲学与符号、中医与符号、符号哲学与
中医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详细论述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提出了中医符号哲学的新观念�并就中医符号哲学的内容、
模式、应用价值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开启了认识中医学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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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philosophy�philosophical studies were done in the field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TCM）．Concrete analysis on philosophy and symbols�TCM and symbols�philosophy and medicine symbols�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symbol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m．Put forward a new idea of t radi-
tional philosophy of symbols�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ntent�the traditional symbol application value�mode�makes a
further discussion．Open the new angle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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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哲学与医学的联系甚为密切�中医学应当说是经验
医学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中医在其自身的发展中�
不断吸收哲学上的先进思想�充实、完善和修正自己。如阴阳学
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思想等�这些当时的先进思想�就同在其
它领域中被广泛运用一样�在医学中也得到了充分应用�并成为
人们认识疾病、人体等医学问题的基本理论。但任何思想都有
时代的局限性�都必须发展。牛顿力学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东西�但是二百多年以后它就成了相对论的一个部分。中医要
继续发展�是中医界面临的时代课题。然而�中医如何发展？中
医是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还是从先进技术中吸取营养；是从
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还是从现代哲学或古代哲学中吸取营养？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懈地探讨�如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医易
学、应用计算机技术……�但无论在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联合探
索�目前都未能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现代哲学角度�就
符号哲学与中医作一讨论。
1　哲学与符号

所谓符号�简言之就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
标志物�是人的思维得以进行表达和交流的工具。其表述的对
象、思想及与活动中人的关系有方方面面�仅从形式和表现内容
的方式上�即可分为声符号、动作符号、语言文字符号、科学（人
工语言）符号……诸多类型。可以说无论是人的认识活动�还是
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和符号现象密不可分的。人的许多认识活
动�从输入信息开始就直接和符号打上了交道�即通过各种符号
来获取其中所携带的信息。一般的认识过程在从感性向理性上
升时�则要通过编码活动�即将感性信息转化为语言符号代码才
可能实现。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所进行的现实的、物质性的
行动�是在自己特定目的的支配下有意识地进行的�在这里人的
有目的的活动就是一种符号活动；此外�人们的实践作为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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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活动�期间所进行的相互协作和谐调�也要通过信息的交流
即通过符号的传递来实现。在这里�符号一方面在认识活动中
充当了将客观内化为主观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在实践活动中为
将主观外化为客观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成为主观和客观、主
体和客体相互连结、互相转化的中介物。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来�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可概括为哲学的基
本问题�其表现为人的两种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的认识和实践
活动。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是一种不同于具体科学的
知识部门�是区别于但又联系于其它精神现象的意识形态。人
类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总的说来�无非是主体认识客观的主观精
神成果。而这些精神成果无一不是借助于符号得以保存、流传
和世代延续下来的�并且人类精神成果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演化
与发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为各种符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演化与发展。历史上的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可以说是研究人
类认识史的“活化石”。

总之�无论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引申开来看�还是从哲学作为
对人类认识进行反思的性质来看�符号问题与哲学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对符号或通过符号进行的哲学研究�可称之为：符
号哲学。
2　中医与符号

古代哲学家和医学家们认为�天地万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联系�人在其中�也必然与之有关。这使得比类取象等方式方
法�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中医学中充满了各
种符号�现略举几例如下：

仅从以上几例中�我们即可看出�中医离不开符号�没有符
号就没有今天的中医。

表1　阴阳符号在中医学中的部分含义
符号 人体组织结构 生理 病理诊断 药物

阴 下半身 腹 五脏 物质 寒证 正虚 在里 寒凉 酸苦 咸

阳 上半身 背 六腑 机能 热证 邪实 在表 温热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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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五行符号在中医学中的部分含义
符号 脏 腑 官 体 志 声 动 味

木 肝 胆 目 筋 怒 呼 握 酸

火 心 小肠 舌 脉 喜 笑 忧 苦

土 脾 胃 口 肉 思 歌 哕 甘

金 肺 大肠 鼻 皮 悲 哭 咳 辛

水 肾 膀胱 耳 骨 恐 呻 慄 咸

　　表3　经络符号在中医学中的部分含义
符号 时辰 卦 脏腑 病症

足厥阴 亥 坤 肝 巅顶头痛�筋挛……
足少阴 子 复 肾 心跳易恐�痿废厥冷……
足太阴 丑 临 脾 舌根痛�大便稀薄……
足少阳 寅 泰 胆 颌肿�胁肋痛……
足阳明 卯 大壮 胃 口喎�唇生疮……
足太阳 辰 夬 膀胱 头项痛�下肢关节不利……
手厥阴 巳 乾 心包络 怔忡不安�心区痛……
手少阴 午 姤 心 咽干�目黄�掌中热……
手太阴 未 遯 肺 喘咳胸闷……
手少阳 申 否 三焦 咽喉肿痛�颊肿……
手阳明 酉 观 大肠 齿痛�颈肿……
手太阳 戌 剥 小肠 耳聋�肩痛似拔……

　　表4　脉象符号在中医学中的部分含义
符号 象 病症

浮
脉来浮在皮肤�轻按即应于指下�重按
稍减而不空虚

外感表证

沉 轻取不应�中取始得�重按明显 里症

迟 脉来迟慢�一息不足四至 寒证

数 脉来急速�一息五至以上 热证

虚 无力脉的总称 气血两虚

实 有力脉的总称 实证

釜沸 脉在皮肤�浮数无根�息数俱无 三阳热极�阴竭之候
雀啄

脉急而数�似在筋肉间�节律不齐�止而
复跳

脾胃气绝

　　表5［1］　穴位符号在中医学中的部分含义
符号 穴 符号 穴

Ex ― HN 印堂 G14 阳白

GV24 神庭 B1 睛明

TE23 丝竹空 S1 承泣

NP ― HN 球后 …… ……
3　哲学、中医与符号

在客观世界中�每一个整体都是由各种单元构成的。如果
我们把其中的每个单元看成为环节�则这个整体便可看成是由
这些环节组成的链结构。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所
说：“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任何个体事物都可分为阴阳两
性质�都有其两极�即对极关系。链结构中的对极关系�仅仅是
两个对极环节特定排列次序的形式化指代�它的内容是相对可
变的。这种关系从哲学角度看�可表现为正环节（A）和负环节
（B）。对阴阳来说�这种描述的抽象度要高出一层�是更高一级
的符号。A－B�可以看作是阳－－－阴或阴－－－阳�也可指代为
阴平阳秘－－－阴阳失衡�当然亦可指代普遍性－－－特殊性、
升－－－降、“丈夫八岁�肾气实”－－－“八八�天癸竭”、标－－－本、
好转－－－恶化等等。总之�可用这一符号来指代任何有对极、转
折关系的事物。

根据逻辑的相异律�在链结构中除基本环节 A、B 外�还包括

有附属环节、插入环节（C）、变位环节等异化成分。附属环节中�
尚包括导引环节（Y）、收尾环节（W）、过渡环节（G）、连接环节
（L）；变位环节中�包括同位环节（原符号加右下角标）、复位环节
（原符号加右上角标）、兼位环节（原符号并写） ［2］。像栝蒌薤白
白酒汤中的白酒、川芎茶调散之茶叶�对主药（A）来说�则相当于
Y�一般只引出 A�起辅助作用；而像温病治疗中�邪退以后用生
津滋阴之品润养调理�则属于 W；对十二正经的经络系统来说�
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等即是 C；……。对
于链结构整体而言�其中各环节的组合和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但
不论如何变化�环节之间相互连接离不开 Y1·Y2·A1·C·A2
·G─B1─B2─G1·A11·L·A12─B1─A2·W ［2］的规则。其中
“─”表示基本环节间的连接�“· ”表示其它环节间及其与基本
环节间的连接。

通过这一形式�让我们对中医符号试作初步分析。
例1伤寒一病传变复杂�但总的来说一般是“阳极则阴受

之�邪传三阳既遍；次乃传于阴经。” ［3］其基本关系式可写作：Y1
·Y2·A·G─B─G1·A1·W。其中 Y1：正气虚；Y2：感邪重；
A ：三阳经病；G ：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当；B ：三阴经病；G1：治疗
得当；A1：三阴病外出三阳�此对三阳病来说虽属复位�但已发生
异变�所形成的周期亦不在一个层次上；W ：病邪逐去�正气渐
复。在这一关系式中�可以简明地揭示外感病发展过程中的一
般规律�同时可以了解到六经之间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整体�对掌
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及作出相应措施均有指导意义。但
并不是说疾病的发展会按此公式一成不变。太阳病（A1）可径传
少阳（A2）或阳明（A3）�其关系式为：A1─A2─A3 或 A1─A3
……；尚可有一经症状未除�又传一经者（A1·L·A2或 A1·L
·A3等等）�关系式为：A1─A1·L·A2─A2·L·A3或 A2─
A2 ·L · A3 ……；或者二经 （ A1A3 或 A1A2 等等）、三经
（A1A2A3）同时受邪�关系式为：A1A2─A3 或 A1A3─B……。
上述公式是三阳经间的一些变化规律�自然亦可看作为三阴经
间变化规律。此外�还有 “直中”现象�即：Y1 ·Y2 ·B ·G─
……。这种情况对链结构 Y1·Y2·A·G─B─G1·A1·W 来
说�则属于环节阙如结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不论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
同位变化（阳经或阴经内传变）也好、兼位变化（合病或并病）也
好或越位变化（直中）�都离不开基本关系式�只是基本公式的复
杂化而已。

例2经络系统符号是由多个基本环节组成的。从经气运行
的角度看�十二经脉可以看成是由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
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等等十二个环节连成的一个圆链。在
这个圆链中�对极关系被多次分割。分割的结果�导致对极消而
不失�奇分则隐伏、偶分则扩散�分得越多越细�就越接近于
圆－－－无极。因此�这时 A 和 B 间的特殊差别便被取消了 ［4］�附
属成分则上升为主要结构成分�而且趋于连接过渡下去�并且随
着经气的运行而趋于或实现周期或回旋。此时�这个圆链结构
中的各成分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过渡成分”。十二条经脉的各符
号�可以看作是 G 中的同位环节�其关系可用下式表示：G1－G2
－G3－G4－G5－G6－G7－G8－G9－G10－G11－G12－G11。
4　讨论

科学的发展有时提出许多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和研究�不仅能丰富、深化和发展哲学本身�也是深入理解具体
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借助哲学方法论促进科学繁（下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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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教学价值的“生命关
怀”象征为重建教学价值观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从“物的培养”转
向“人的生成”。“人的生成”是对人性在知识、情感、意志三个向
度全面发展的要求�是对“物化”教学目标与“物化”教学模式的
彻底批判 ［5］。这就意味着在交往的教学活动中�要培养人的创
造性和生成性。而这种生成性和创造性�正是我们在医科类大
学教学实践中引入“PBL 教学法”的关键。

PBL 教学法即改变过去教学中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挂图
等进行课堂授课�授课主体为教师�知识流向模式主要由教师
向学生单向的方式。而采用“提出问题、收集资料、解答问题、总
结知识”的四阶段教学法 ［6］。PBL 教学强调学生围绕教师的问
题搜集资料、展开讨论�其看问题的视角和深度又给教师提出问
题�这就需要师生之间在教学活动中要保持有效的双向互动�
实现共同的目标。学生在教学中创造性、生成性地发展自我�迅
速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强了批判意识。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师生
双方不会远离个体鲜活的生活和生命经验�所学知识也就不会
失去其生命意义�变成毫无活力的死知识�生命的灵性和创造性
在教学过程中完全被激发�师生双方找回了人与人之间的相融
相通�找回了更重要、更深层的意义－－－陶冶情感、塑造精神乃
至拓展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意义。教学中注重培养师生“交
往”的思维方式�使其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提高了各自的生命质
量�促进了双方的人生价值的实现。
6　结语

构建交往实践的医科类大学教学�实际上就是还原医科类
大学教学的本真。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认为：“大学之所以成
为大学�是因为大学的目的是追求科学�而其他学校只是学习既
成的知识。”没有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和探索�没有平等地交流、对
话�没有自由表达和争论�没有批判与反问�没有创造与生成�就
没有真正的医科类大学教学�所以在教学实践中必须通过主体
间的交往来唤醒人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用交往来拯救“病
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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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7页）荣的客观需要。符号与哲学和中医都有着密切
的联系�把哲学、中医、符号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尝
试。这一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代数学与逻辑学相结合�采用拉
丁字母及一些附标作为指代中医符号的更高一级符号�通过这
些符号对中医各系统中的已知部分进行客观、准确地描述�以便
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系统的逻辑必然性�并据此运用辩证法手段
推论出该系统的未知部分�即从中医符号哲学这样一个新的角
度来重新认识中医。这对于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祖国医学意义
重大。

采用中医符号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和研究�属于宏
观性研究。它不同于直至目前为止的对中医学的众多微观性研
究�这些微观性研究包括考证研究、应用研究、成分研究、验证研
究、药理研究……。这些微观性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借助
现代技术手段�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为了认识个别部
分（详细部分）起见�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其自然的或历史的联
系中抽取出来�按其本性、按其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加以个别
的研究。……可是这种研究方法�同时也传给我们一种习惯�去
孤立地观察自然的事物和过程�把它们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
外” ［5］。而哲学方式与此不同�它更多的是针对中医学基础理论
体系作系统的研究。就中医学而言�宏观性研究相对于微观性
研究�可能更适合对其理论的认识和发展。

中医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本身就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了同疾病作斗争�进行了漫长的科
研实践�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得以确立。产生了朴
素的哲学医著《黄帝内经》�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相继
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完成了药物经验的积累向“中药学”经典著
作的飞跃�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则代表了中医临床治疗学
的确立�其中的辨证论治哲学思想�历经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

至今仍金光四射。此后�历代医药哲学著作推陈出新�汗牛充
栋。所有这些医学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来自于实践�都充
满和贯穿着朴素的辩证唯物哲学、自然哲学、人文哲学等思想原
理。从阴阳转化到五行生克、从表里出入到虚实并存、从天人相
应到正邪交争、从寒热往来到气血互生、从诸热之而寒者取之
阳 ［6］543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6］544�无不闪烁着哲学思想的灿烂
光辉。历代医哲运用这些哲学原理�全面阐述了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阐述了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辨证施治的原则�阐述了人
和大自然有机联系的整体观念；全面阐述了人的生理、病理和医
理的内在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中华民族正是这样通过自
己漫长的亲身经历和实践�取得了这些医药哲学上的巨大成就�
并用这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去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去认识中医中药�发展中医中药。逐渐形成了中
医药哲学基础和中医理论的科学体系。因此�创立中医符号哲
学�并由此来研究和发展中医理论�是一个切实可行、具有普遍
意义的全新路径。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世界认识的加深�医学与哲学必
将在其结合领域放射出奇异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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