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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同气相求"与“隐喻"的关系

杨 星哲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Il号，100029)

摘要“同气相求”指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隐喻”是语言学上的概念．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发源，所受的限制和认知角度也

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将“同气相求”与“膊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同气相求；隐喻；中医

On Relation of‘Tong Qi Xiang Qiu’and Metaphor

Yang Xingzhe

(College ofPredinicalMedicine，&咖University 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dd．：No．1l，North 3rd哪road，Chaoyang dis—

trict，Beiji,w，Post code：100029)

Abstract‘Tong Qi Xiang Qiu’(flame voice inducting each other)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ings of same likes attracts and in—

duce each other and‘metaphor’is a literary figure of speech．Though of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 and from different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y
ale related to each other dosely．It is important to combine the research of‘T0ng Qi Xiang Qiu winl the research of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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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气相求”指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即通过分析

而确定的同一类事物，在某一方面存在亲和感召、互补

顺应、协调一致的联系和作用。“隐喻”是用一个词或

短语指出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

概念，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作为自然语言

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医理论中充斥着大量的概念

隐喻，甚至可以说是构建在隐喻的基础之上的”¨J。仔

细阅读浩瀚的中医典籍，我们不难发现，医家往往站在

“同气相求”的角度，采用“隐喻”的表达方式来认识中

医，让人叹为观止，颇有高屋建瓴之感。“同气相求”

与“隐喻”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将

同气相求与隐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遗憾的是，目前鲜有就同气相求思想与隐喻结合起

来进行研究者。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略抒管见，以就

教于方家。

1“同气相求”“隐喻”的基本含义

1．1“同气相求”的基本含义“同气相求”出自《易

·乾卦·文言》，其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就湿，

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

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大意是：水往

低湿处流，火往干燥处烧。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

的作为，使万物自然而然的感应，真情得以显露。以天

为本，向上发展，以地为本，向下扎根，这就是万物各依

其类别相互聚合的自然法则。理解“同气相求”的内

涵，关键是把握“气”的基本含义。从语言学的角度，

气，象形字。甲骨文、小篆字形。象云气蒸腾上升的样

子。本义是云气。“气，云气也。”按，“云者，地面之

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

其色黑。”如《礼记·月令》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

《考工记·总目》日：“地有气。”《史记·项羽本纪》日：

“望其气。”

从中医学术语的角度，气指脉气和营卫。如《周礼

·疾医》日：“五气、五声、五色。”肺气热，心气次之，肝

气凉，脾气温，肾气寒。由于与中医药学有着极为特殊

而深厚的渊源，“气”在中医药学领域里衍生出非常丰

富的意义，形成了该领域特有的“气”的基本义。如泛

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指运行于人体并养护人体各

种组织器官的基本物质；指脏腑组织的功能；指引发导

致疾病的因素；指药物的性能功效；指温病辨证的病位

或阶段；指针灸学中的“针感”等。

在中医领域，同气是指六淫之气中与人体六经之

气相合之气。不与人体六经之气相合之气为客气。正

如《素问》：“人有客气有同气。”而相求的涵义有三个

方面：一是作用、性能上的相似性、亲和性、趋向性和相

关性；二是转化发展过程中顺应协调相一致性；三是事

物量的互补相助性等。

关于“同气相求”，孔颖达有疏：“‘同气相求’者，

若天欲雨，而础柱润是也⋯⋯言天地之间，共相感应，

各从其气类。”后以比喻志趣相同或气质相类者互相吸

引、聚合。同，有一同之意，即相异的事物在某一点上

相同。简言之，“同气相求”，即通过对事物进行“取

象”和“运数”的定性、定量分析而确定的同一类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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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学初创于先秦秦汉时期，这种“同气相

求”的朴素思想便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之中，并在理论解

释和临床应用上得到了广泛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医学

“同气相求”的思维方法。明清时期叶天士等医家相

继提出了“同类相感”“以类相从”“同气相需”等观点，

张景岳甚至提出“盖阴阳之道，同气相求”，从而把“同

气相求”这一思维理念上升到阴阳理论的哲学高度。

而阴阳者，《素问·天元经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

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

也。”由此看出，历代医家在就中医的本质论证自己的

观点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隐喻性的语言。正像亚里

士多德所说的那样，“陌生的词只能使我们迷惑，平常

的词仅能传递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隐喻则使我们能

最佳地把握新的事物”。

1．2“隐喻”的基本含义作为语言学上的概念，“隐

喻”是由“隐”和“喻”这两个单字构成。关于“隐”，据

许慎《说文》的解释，“隐，蔽也。”《尔雅》日：“隐，微

也。”如《国语·齐语》中的“隐五刃”中的“隐”意即

“隐藏也。”关于“喻”，喻是形声字，从口，俞声。本义

是告知，把情况通知某人。同“谕”。如《广雅》日：

“喻，告也O 9P《礼记·文王世子》有日：“教之以利，而喻

诸德者也。”关于“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用一个词

或短语指出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

或概念，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隐喻的含义

是涵盖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中的，指用一种事物暗喻

另一种事物，它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

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

化行为，是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之间的

某种相似的基础上的引申方式。隐喻是比喻的一种。

不直接点明是比喻，但实际上是打比方，常用“是”

“成”“就是”“成为”“变为”“等于”等表明甲事物就是

乙事物。隐喻一词源自希腊语，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

普遍现象。从结构上看，隐喻由本体、喻体和喻底组

成。隐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语义学研究的焦

点，被认为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切理论都是以一定的语言体系为载体，中医学

理论概莫能外。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一切理解

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

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一切构成所谓诠释学的对

象的理解和误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中医学深深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是基于隐喻的文化，具

有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在中医药语言体系中，在“同气

相求”所要求的“援物比类”的背景下，存在着大量的

隐喻，鉴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

2“同气相求”与“隐喻”的相同点

2．1二者都是基于哲学中联系的观点，并找出本体、

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来认识中医哲学上的联系观点认

为，所谓联系，是指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诸要素相互作

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

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包括

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外部联系即事物与事物

之间都存在的这种关系，内部联系是事物内部诸要素

之间也存在的这种关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统称为

联系。哲学上的联系概念是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关系这一共同属性的概括和总结，是一

个高度概括的辩证法的范畴，与社会生活中人们常讲

的具体联系是不同的，二者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具有

相互感应、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广泛联系，

而这些联系的中介环节即是气。这一以无形之气将整

个宇宙空间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认识，既是对《庄子·天

下》“通天下一气”观点的发挥，也是对《淮南子·泰族

训》之“万物有以相连，精侵有以相荡”学说的阐发。

这种宇宙中同类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的“同气相求”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素问·天元经大论》指出：“在天为气，在地成

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素问·至真要大论》

日：“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

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据此可以认为，天地万物

的生成、变化、消长的根源在于气，在于气的运动变化。

同类的事物之所以会发生作用、影响乃至感应，其根源

在于它们都是由气所构成的。这种“气一元论”的思

想也成为同气相求的理论基石。

隐喻是两种概念相互投射、互动的产物，是一种以

相似联想为心理机制的认知过程，隐喻必然会跨越逻

辑分类框架和范畴鸿沟，将两种概念作超常联系。隐

喻的逻辑前提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存在相似关系，相似

关系的确认是一个创造性过程。发生隐喻的关键是在

于发现跨范畴的“相似性”。相似性是隐喻的一种“纽

带”，在隐喻中起核心作用，使在常识看来不相干的东

西之间建立起“亲缘关系”，形成了“范畴错置”。正是

这种有意识的错置，原来的分类秩序被打破，新的联系

形成，新的意义也随之创造出来。隐喻的基本形式结

构是“A是B”：A是被描写的对象，即目标；B是用来

描写对象的项，即喻源。
”

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类比”，如西方隐喻

研究中的“比较论”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称之为“相似

论”或“类比论”。这一理论强调，源域与目标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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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比较是构成隐喻解读基础的基本过程，是对分

别源于两个不同义域里的词彼此之间的相似性经过比

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而“类比”正是中医学中

的“同气相求”所强调的。如《素问·示从容论》云：

“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

及下，何必守经。”《素问·疏五过论》云：“善为脉者，

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

贵。”“同气相求”善于运用形象类比方法，把不同质

料，但结构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同

构体系。而隐喻是表现形象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可

以用来研究和阐释人体、生理、病理、治则等医学理论，

使“取象比类”成为可能。

2．2二者都是回归一种朴素的同构理论角度，即“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来认知事物“同气相求”植根于

中国古代朴素的同构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日：“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

出地气，云出天气。”又谓：“积阳为天，积阴为地。”认

为气是宇宙的本原，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天

地阴阳之气上升下降，彼此交感而形成天地间万事万

物。“人与天地相应”的内外统一观，认为人体与天地

之间的一切变化，特别是季节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

它一方面肯定天地自然对人的生理病理有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又承认人对天地自然的能动作用，唯物地解

决了天人关系问题。中医学在阐释这一原理时充分运

用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进行“同气相求，物以类聚”

的同构归纳，认为宇宙问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阳二气

相互激荡，相反相求的现象，并通过“阴阳离合”，化生

无穷无尽的万物。

“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说明了世界之万物

尽管形态性质各异，但只要通过性类或形色等事物与

事物间的外部联系，就能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并“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触类旁通万物的性情。近代

生物控制论中的同构理论，就是以类比与模拟作为其

基本方法的，此方法就是寻找不同事物、不同学科的类

似性，并通过模拟与比拟进行推理，从而发现规律，此

种方法即称同构。可见，这同中国古老的同气相求观，

尽管在概念、名称上不同，但二者之原理方法却不谋

而合。

而人类要认知周围的世界探索未知的领域，就要

借助隐喻这种普遍认知手段，将已知的概念系统投射

到未知的领域，以获得新的认知。正像德国语言学家

威廉所说“语言不仅是表达已知真理的手段，而且在更

大程度上是揭启未知真理的手段”。在以往的研究中

研究者已逐渐认识到中医理论的隐喻的语言学特征。

并将其归结为进行同构类比思维方法的运用。

《内经》在“气——阴阳——五行”哲学的思想指

引下，运用以取象比类为主的传统思维方法，在反复的

临床实践观察并获得相当丰富的感性实践资料的基础

上，对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进行从表面现象到内

在规律的充分切身体验，通过深刻的感悟和由个别到

一般的认知过程，考量诸如气候因素、地域因素、社会

因素等，再通过“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的同构归纳，在

长期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对各类致病

因素加以认识。因为“取象比类”思维方法的应用，必

须是在深刻观察事物并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

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联系和推

论，寻找不同事物、不同学科的类似性，并通过模拟与

比拟进行推理，从而发现规律。然后通过比喻的修辞方

法予以表述，达到反映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的

思维过程。这种思维方法几乎贯穿于《内经》内容的

各个层面。

2．3两者都包裹着哲学的外衣，“大道至简”，使复杂

的事物简单化“同气相求”和“隐喻”两者都包裹着

哲学的外衣，而哲学是“智慧之学”，智慧之学的目的

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所谓“大道至简”，即是此意。

两者在认识中医概念和中医理论时，都是将复杂的概

念还原成人们身边最简单的、触手可及的事物，从而帮

助人们更加形象、更真实地认识中医概念和中医理论。

如张锡纯创镇肝熄风汤以治内风，针对“肝木失

和，风自内起”，气血上逆的病机，方用大队重镇、清降

之品以平上逆之气，又以茵陈、麦芽舒肝木之气，因“肝

为将军之官，其性刚果，若俱用药强制或转激发反动之

机。茵陈为青蒿之嫩者，得初春少阳生发之气，与肝木

同气相求，泻肝热兼舒肝郁，实能将顺肝木之性；麦芽

为谷之萌芽，生用之亦善将顺肝木之性便不抑郁的升

降反佐之法”都是中医同气相求论治法的典型例证。

目的是根据病变过程中存在着的矛盾运动特点，将复

杂的概念还原成人们身边最简单的、触手可及的事物，

确定治则治法，使方药在某一点上与病机变化的某个

方面相类同，即药物与病气的“同气”，从而达到相反

相成的治疗目的。

在隐喻概念中，人们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

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

有形的实体，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谈论、量化，识别其特

征及原因等。如《素问·五藏别论篇》云“胃为水谷之

海”，以自然界中容纳力强大的海来隐喻人体胃腑对饮

食水谷的容纳功能。再如《素问·风论篇》云“风者善

行而数变”，把自然界无形流动、瞬息变化、摧折伐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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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隐喻引起人体发热、汗出、恶风、游走不定、变化多端

等特征的致病因素。即用相对具体的、有形可睹的事

件来隐喻阐述同一条件下不同的人可以罹患不同疾病

的相对抽象的事件，从而使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帮助人

们认识中医理论。

3“同气相求”与“隐喻”的不同点

3．1两者的发源不同 “同气相求”与“隐喻”具有不

同的发源，“隐喻”发源于语言学，本质是一个语言学

上的概念，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用一个词或短语指出常

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从而

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而“同气相求”发源于《易

经》，因为“医易同源”“同气相求”在中医中的应用被

广泛关注。这种思想由《易经》首次提出，但形成理论

后，又影响了秦汉时代的哲学思想，启发人们用这种观

念去认识和分析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如“夫阳燧取火于

日，阳同气相动也”“气以虚通，类同则感，臂之磁石引

针”，以此来分析阳燧取火、磁石引针的现象。经过

《庄子》《吕氏春秋》等的发展，逐步形成唯物主义的同

气相求自然感应理论。秦汉时作为一种先进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人们在用它认识自然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把

它引入到关乎人体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之中，用之分

析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指导养生，产

生了同气相求的医学内容。这种渗透和影响在《易

经》“同气相求”观提出之时随后便产生，伴随着同气

相求自然感应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这种渗透也渐趋

深入。《内经》一书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尽管

书中未出现同气相求这个提法，但有“同气”“相应”

“相通”“收受”等概念的运用，从其文中也可以明晰地

看到有同气相求观思想的印迹，如《素问·六节脏象

论》日“嗜欲不同，各有所通”，说的是人体五脏对五

色、五味各有不同的选择性，明确反映了同气相求观的

精神。“同气相求”与“隐喻”所具有的不同的发源，根

源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文化。隐喻源自希腊

语，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同气相求”源自《易经》，

植根东方文化的沃土。不可避免地，在它们身上，会打

上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烙印。

3．2两者所受的限制不同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隐喻

受到语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认知语境人的知识结

构是外部世界在大脑中形成表象以及概念结构化的结

果，经常用到或出现的语言使用的具体场合，可以在大

脑中结构化。原来的具体语境因素，结构化后就会变

成认知结构单位。以后一提到有关具体场合，便会自

然想到在该场合可能使用的语言表达。相应的一提到

某种语言表达便会自然想到与这种表达有关的具体场

合。语言表达与场合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而“同

气相求”作为一种对中医未知领域的研究探索提供的

一个思路方法，实践表明，“同气相求”观在认识论、逻

辑学和方法论上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更加宏观，不像

隐喻那样，在微观上受到语境等的限制。

3．3两者的认知角度不同“同气相求”与“隐喻”的

认知角度的不同点，突出体现在：西方重逻辑，“隐喻”

更趋理性；东方偏玄奥，“同气相求”更趋感性。研究

证实，隐喻与逻辑在意义的暗示与牵连、概念的生成与

转换、语言的理解与交流中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认

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交叉互动，共同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隐喻本质地蕴涵着深层次

的认知内容，并生动地展现出相应的逻辑特征。正是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隐喻逻辑特征的考察应当构成“一

种隐喻理论的核心要素”。而“同气相求”以感性名词

概括抽象医学理论，更注重对医学问题本身的形而上

的本质的研究，某些哲学名词直接构成中医的概念。

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性质的医学，某些中国古代自然

哲学概念直接构成中医的理论概念。事实上，在中医

学理论中，“同气相求”观几乎全部是用质料不同、形

态和格局相类似，通过“援物比类”“取相比类”来进行

“同气相求”“形气相感”的同构、归纳，从而建立起自

己的理论框架，并以此来分析和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

奥秘及防治规律。

综上所述，“同气相求”即通过对事物进行“取象”

和“运数”的定性、定量分析而确定的同一类事物。

“隐喻”是用一个词或短语指出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

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

发源，所受的限制和认知角度也有所不同。但是，两者

都是基于哲学中联系的观点，并找出本体、喻体之间的

相似性来认识中医；都是回归一种朴素的同构理论角

度，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来认知事物；都包裹着哲

学的外衣，“大道至简”，使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其相

同点和不同点，产生的根源在于两者所植根的文化传

统。两者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所孕育的产物，角

度不同，异曲同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利于

我们更全面、更清晰地认知中医概念和中医理论，从而

推动中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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