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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经》距今年代久远，想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概念，必须回溯至其产生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文化的角度对《内经》
针灸概念的形成进行考察，探寻文化对医学影响的机制，对于进而深入理解《内经》针灸概念及其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通

过对“寸口、脉口、气口”概念内涵的文化诠释，笔者认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相关针灸概念术语的诠释，是古代针灸理论现

代表达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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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与共同特征的思维形
式。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构成人类知识的最基

本成分。形成概念或掌握概念是人类认识事物、掌握

知识的重要环节。《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

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其中构建了针灸理论体系的主要

内容，蕴含了大量的针灸概念。正确认识与深入理解

这些针灸概念是继承与发扬《内经》针灸理论的重要

前提。那么如何阐发这些针灸概念的内涵呢？

《内经》距今年代久远，想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概

念，必须回溯至其产生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成书

于此中的《内经》必然深受各方面的影响，从大的方面

来看，阴阳、五行、精气等哲学观构成了《内经》理论体

系的框架；从小的方面而言，字词使用特点、文章体例

等均对《内经》有所影响。从文化的角度对《内经》针

灸概念的形成进行考察，探寻文化对医学影响的机制，

对于进而深入理解《内经》针灸概念及其理论体系是

十分必要的。

１　针灸概念进行文化诠释的价值
表述《内经》针灸概念的文字有些来源于哲学语

言或者社会语言，通过对这些语言在文化中意义的考

察，有助于理解蕴藏于针灸概念中的思想渊源，进而全

面深入的理解《内经》针灸概念。相反，如果对其中的

思想内涵不甚了解，仅仅从医学的角度予以解释，难免

失于偏颇，不能彰显其丰富的文化底蕴，而这恰恰是中

医学的特色之一。将医学与文化因素结合考虑，才有

可能达致对《内经》针灸概念原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

用现代话语对其内涵进行正确的表达，有助于《内经》

针灸理论体系的学习与理解。

此外，文化意义上的探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

解《内经》针灸概念形成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对《内

经》针灸概念中文化内涵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古人

构建针灸概念的思想动机与思维方式，即为什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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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字词，那些字词是基于何种意义从社会语言中借

用到医学概念的构建中？这是回答《内经》针灸概念

的起源问题的关键之一，勿庸置疑，医学实践的逐渐积

累是必须的，但为什么出现这个概念而不是别的呢？

对此问题的回答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的考察。

２　如何进行文化诠释
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内经》理论体系的探讨并不

鲜见，但以往研究大多表现为追求理论体系和普遍规

律的探寻的所谓宏大的叙事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是必

须的，但如果研究不落实到具体的层面，不从具体的文

本或问题出发，结论不当是在所难免。选择《内经》针

灸概念这个具体的角度，原因在于《内经》中涉及针灸

方面的内容较多，有关治疗方面的内容针灸远远多于

方药治疗，再结合简帛经脉文献来看，《内经》时代针

灸理论化程度较高，受文化影响较深。从这个角度出

发易于充分展现文化对《内经》针灸概念形成的影响

因素，为理论体系层面上的规律性探寻提供具体的研

究素材。

对于《内经》针灸概念的文化诠释，首先必须筛选

《内经》中的主要针灸概念，根据其在针灸理论体系构

建中的作用大小以及在现代解释中是否存疑来遴选。

对与针灸主要概念术语同一层次的相似或相关概念的

内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更清楚的认识相关针灸概念

医学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追溯先秦两汉主要文献

中的相同或相似记载，检索不仅限于字词的相同或相

似，而着眼于其内在含义的渊源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

资料的全面搜集，对比分析。资料的全面搜集是进行

术语研究的重中之重。对比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针

灸概念的思想渊源，及其在相关文献中使用的语境和

含义，并以此为背景再去考察其在《内经》中的意义，

用《内经》—文史著作—《内经》这样逐步深入的、反馈

的方式来更清晰地认识针灸概念中的思想文化背景，

从而为概念新的更接近经典原本的理解和诠释提供帮

助。

当然，早期医学概念术语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思想

文化诠释的层面，还应当注意与医学理论层面的解释

相结合，尤其是应当在探寻概念术语的社会文化思想

内涵之后，将之置于早期医学理论演变的脉络或背景

之中，考察概念术语如何从一般社会文化层面的涵义

演变借用为医学层面的涵义或与医学层面的涵义想兼

合后如何产生新的涵义，以及这些涵义对于理论演变

的影响。总之，早期医学概念术语内涵的考辨工作较

为复杂，相互勾连颇多，具体情形需要具体分析，以下

试以较为常见且颇为重要的“寸口”一词为例进行初

步探讨。

３　以“寸口”为例简要探讨针灸概念形成中的社会文
化因素

３１　《内经》中的“寸口”　“寸口”一词，出于《内
经》，涉及相关内容颇多。其一、作为具体部位名称，与

经脉（筋）循行、腧穴位置等相关，如“经渠，寸口中也，

动而不居”（《灵枢·本输》）、“肺手太阴之脉……入寸

口”（《灵枢·经脉》）、“手太阴之筋……行寸口外侧”

（《灵枢·经筋》）、“手太阴之本，在寸口之中”（《灵枢

·卫气》）、“手太阴之脉……外屈出于寸口而行”（《灵

枢·邪客》）等。其二、作为脉诊部位。一种是人迎寸

口脉诊法，《灵枢·经脉》论述十二经脉循行、病候、治

则之后，每条经脉均有“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

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

人迎反小于寸口也”等之类的记载，《灵枢·禁服》《素

问·六节藏象论》亦有类似内容。此外，“寸口主中，

人迎主外”（《灵枢·禁服》）、“人迎与寸口气小大等

者”（《灵枢·五色》）、“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等记载均表明人迎寸口脉

诊法是当时较为重要的脉诊之法，尤其与经脉关系密

切，否则也不会在标志经脉理论成型的文献《经脉》篇

中如此强调。由此可见，寸口在其产生之初便与经脉

理论渊源颇深。《内经》并未明言寸口位置之所在，据

《说文解字·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

谓之寸口。”段玉裁注曰：“距手十分动脉之处谓之寸

口。”再与《灵枢》中描述经脉、经筋循行中涉及寸口的

内容相参，可见寸口即指前臂掌桡侧距腕一寸桡动脉

搏动之处。

３２　寸口与脉口、气口　与寸口类似的术语，《内经》
中还有脉口、气口。如：“持其脉口人迎……脉口一盛，

病在足厥阴，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灵枢·终

始》）“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气口候阴，人迎候阳

也。”（《灵枢·四时气》）与人迎寸口脉诊法的相关记

载对比，即可知脉口、气口、寸口其实为一，所指相同。

《素问·经脉别论》：“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即为其

证。《内经》中脉口、气口都是作为脉诊部位而言，并

不仅仅用于人迎寸口脉诊法。如：“所谓五脏之气已绝

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灵枢·小针解》）“持其

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

（《灵枢·根结》）“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

口知之。”（《灵枢·经脉》）“脉出于气口”（《灵枢·五

阅五使》）等。可见，单纯从脉口、气口之处诊脉便可

诊断五脏、经脉之气的虚实情形。关于这一点，在《素

问·五脏别论》中有颇为详细的论述，“帝曰：气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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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为五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

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

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如此，才

有《素问·经脉别论》“气口成寸，以决死生”之说。正

是由于《内经》中所表现出的寸口、脉口、气口脉诊法

与脏腑、经脉的密切关联，才为其后《难经·一难》提

出并影响后世深远的“独取寸口”脉诊法提供了思想

与实践的渊源。

此外，早期非医文献中尚有“脉口”的记载，见《史

记·仓公传》。如：“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

是水气也。”“灸其足少阳脉口”“右脉口气至紧小，见

瘕气也。”此时的脉口既是脉诊部位，也是灸法治疗的

部位，且其部位有时并不如《内经》所载那样限于寸

口。“足少阳脉口”“太阴脉口”即表明，脉口与早期经

脉关系极为密切（早期文献中，尤其是出土经脉文献中

已有十一脉之名，与标志经脉理论成型的《灵枢·经

脉》相比，只少手厥阴之脉）。据此可知，早期的脉口

位置并不固定，多因此时脉诊之法多依据相应经脉而

来。因此，从早期的脉口到《内经》中脉口、寸口、气口

三词并见（寸口隐然有居于主流之势，其出现次数亦最

多），反映的是以经脉理论为核心的脉诊法的演变历

程。至于后世《难经》“独取寸口”之说的盛行，则与脏

腑理论关系密切，非本文所讨论范围，兹不赘述。

３３　为何以“口”为名　寸口、脉口、气口三者为何都
以“口”命名？“口”是人口的象形。《说文·口部》［１］：

“口，人所以言食也。”此为其本义。如《孟子·梁惠王

上》：“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２］；还可以扩大指整个人

《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

可以无饥矣”；可以转指人的言语。《尚书·盘庚上》：

“度乃口。”［１］孔传：“法度汝言也。”《左传》“口不道忠

信之言为?”［４］；人或动物的进食器官，有的也是发声

器官的一部分。如《管子》“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

口”［５］；比喻义有表示关隘曰口，容器通外面的地方，出

入通过的地方。因为人的口同关隘，容器的口有相似

的地方，就是供出入，比如现代约定俗成的表示地理位

置的名称“港口、出口”还有《尚书》中的“冀州：既载壶

口，治梁及岐”［３］。

通过以上对“口”义的分析可见，寸口、脉口、气口

之所以选用“口”作为术语表述的关键词，此处古人想

突出表达的思想是：“口”作为人体的发声器官，甚至

可以直接代指人的言语的这种特殊功能。理解了

“口”的含义就能够很容易的理解“寸口”一词作为医

学术语的内涵。换言之，之所以选用“口”而不是其

他，是因为其在人体与外界交流沟通中无以伦比的重

要地位，同样选用“口”也是为了彰显“寸口”脉在对全

身五脏六腑变化的表达具有近似“口”的重要作用，正

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载：“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

胃，变见于气口”［６］，《灵枢·经脉》“经脉者常不可见

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６］，说明通过寸口、气口、脉

口，即可以了解五脏六腑全身气血运行状况，由此亦能

一窥“独取寸口”的思想渊源。

《内经》中寸口、脉口、气口所指基本相同，且均以

“口”命名，不同之处在于“寸、脉、气”用字各异。寸之

本义是长度单位，且是以人身特定部位的距离（腕部动

脉距手十分）为一定长度。动脉搏动之处便称之为寸

口。脉口之脉原初非指寸口处的动脉，而是指早期的

经脉（其在身体各部尤其是远端部位的脉动处即成为

诊脉的部位，后称为脉口）。至于气口，从医学理论发

展的逻辑角度看，则应该较为晚出，是在脉口的基础

上，受经脉运行气血（早期经脉与血关联密切，多言血

脉即为其证）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此外，《内经》中以“口”组成的词语还有“胃口”，

而且这个词在使用时全是实指，并不象“寸口”一样蕴

涵意义，显而易见，这个词的构成是基于实际解剖形态

的观察。

４　小结
以上通过对社会语言中 “口”的含义及 “寸、

脉、气”的相关探讨，并由此观察了其在医学用语

（针灸术语）中的使用情况及实际内涵，研究表明，

社会语言 （全民用语）对医学用语的影响、渗透广

泛存在。这也提示我们，作为历史时代产物的针灸学

是以古代文本的形式传承至今的，我们对其的理解学

习离不开文字、概念术语、理论体系的层面，对今人

而言，将古代针灸理论以现代话语的形式进行语言转

换是必须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从历史文化的

角度对古代针灸理论文本进行观照，本文举例的社会

语言对医学语言的影响仅是其中一方面，其他方面还

可考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相关针灸概念术语的诠

释，这些其实都是古代针灸理论现代表达的需要，是

其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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