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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时脏相应”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藏象学说的特色之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四时”可以
被看做一个与“阴阳五行”同等重要的“认知模型”，“时脏相应”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以经验体验为基础，以相似性为纽带，以

四时为始源域，以五脏为目标域构建的概念隐喻。关于“时脏相应”概念隐喻的诠释，需要借助“可能世界”理论，以“肾应冬”

为例，是以“冬的世界”构建“肾的世界”，是一种隐喻重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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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脏相应”理论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医解释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认知生命奥秘的

特色之处。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整体观念”，将这

一理论置于“天人相应”“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角

度予以阐释，重点在于寻找季节性因素对中医脏腑生

理病理的影响，已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贾春

华教授提出“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

言”［１］，笔者业已发文从概念隐喻的角度考察中医藏象

学说。发现隐喻认知在中医藏象学说的构建中表现的

尤为突出，藏象学说中的“时脏相应”理论、“五行五

脏”体系、“心为君主之官”“肠胃为海”“脾为五脏使”

等无一不是基于隐喻的，可以说隐喻于中医藏象语言

无处不在。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是

人类认知未知领域的一种惯用模式，它蕴含着人类认

知的一般规律。基于此，笔者试图将“时脏相应”理论

放在隐喻认知的框架下予以考察，从理论形成的角度

阐释“时脏相应”是一种基于概念隐喻构建的人体生

理病理解释体系，以期能够为中医藏象学说的研究引

入一种新方法。

１　中医“时脏相应”理论研究之现状
１１　“时脏相应”的一般概念　这一理论最早见于
《素问·金匮真言论》，称为“五脏应四时”，后世概括

为“时脏相应”，又称为“四时五脏相应”或“脏气法

时”，是构建中医藏象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认

识人体脏腑生理的一个重要学说，这里的四时指自然

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五脏指以心、肝、脾、肺、肾五

个脏器为中心的人体脏腑系统。中医学认为：人与自

然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自然界是与人体相通的。

《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

发成”。那么，作为人体核心组成部分的五脏六腑就必

然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因此，《素问·六节藏象论》提

出：“心者，生之本……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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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通于冬气；肝者，疲

极之本……通于春气”，这里的“通”指“通应”。所谓

“时脏相应”，其中心主题是说人体内在的脏腑功能与

外界时辰季节变化具有同步的相应性变化［２］，即五脏

的阴阳属性及气机升降出入与五时之气的阴阳消长相

互通应［３］，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肝应春”“心应夏”“脾

应长夏”“肺应秋”“肾应冬”等。

１２　“时脏相应”的现代研究　借助现代生命科学的
手段，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结合临床，试

图为“时脏相应”找到物质基础。覃骊兰等［４］从“肝应

春”理论研究季节性情感障碍病的发病机制，发现“肝

主疏泄”的功能在春天得到加强，而到冬天则相对减弱

这一季节性规律与褪黑素（Ｍｅｌａｔｏｎｉｎ，ＭＴ）分泌的季节
性改变所介导的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紊乱并最终

形成季节性情感障碍（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ＡＤ）密切相关。常瑞华等［５］研究了心应夏与 ＭＴ的
关联性，研究发现心气虚组大鼠心钠素（Ａｔｒｉａｌ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
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Ｐ）分泌失调，血浆心钠素水平下降，而松
果体手术摘除组大鼠褪黑素下降则应影响了血浆心钠

素的水平，因此，推断心钠素可能是褪黑素介导心应夏

过程中作用的靶激素之一。吴同玉等［６］等基于免疫学

实验研究“肺应秋”，实验结果表明，大体免疫器官在

春分和秋分两个节气时会有变化，以脾脏指数和胸腺

指数为例，正常情况下秋分较春分明显偏低，说明机体

免疫功能在秋分时弱于春分，与此相应巨噬细胞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ＡＭ）秋分时亦低于春分，而慢性
阻塞性肺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ＯＰＤ）在秋季易于发作，说明秋季时肺部的免疫功能
较春季有所降低。刘晓燕等［７］研究了“肾应冬”调控

机制与下丘脑Ｇ蛋白的关系，实验表明，Ｇ蛋白的ｑ型
与ｏ型的含量冬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表现为夏高
冬低，说明“肾应冬”调控机制与细胞信号转到系统之

间存在某些相关性。

实验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脏相应”

具有物质基础，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局限的。中医学

中的理论往往都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是比较“粗糙”

的，有些理论的产生甚至带有“想象”的成分，它不可

能像现代医学一样精细，能够深入到分子细胞水平，所

以实验研究虽然为中医“时脏相应”理论的研究带来

一些希望，但在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尚未完全融合的

今日，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跨越横在中医语

言与西医语言之间的那条鸿沟。

２　基于隐喻认知的“时脏相应”考察
２１　隐喻认知是一个普遍的认知模式　美国认知语

言学家莱考夫与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

喻》一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首次将原本作为修

辞方法的“隐喻”上升为一种“认知模式”，并且指出

“人类的概念系统是构建在隐喻之上的”。所谓隐喻，

简言之就是“以一种概念来理解另一种概念”，隐喻由

一个结构相对清晰，我们对其认识较为完善的“始源

域”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我们对其认识较为低级的

“目标域”构成，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示映射到目标

域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来认识目标域。一个概念隐

喻的构建要跨越两个域，即“始源域”与“目标域”，要

将两个域联系起来甚至整合为一个域，这一过程通过

寻找两个域的“相似性”完成。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莱考夫指出

“隐喻于语言和思想无处不在”。也就是说隐喻是一

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我们认知未知世界的普遍手段。

当我们无法用现有的手段对不熟悉的世界加以认知

时，隐喻是首选的方式，因为，人类要认知未知世界，探

索未知领域，就必须要借助已经熟悉、已知的、具体的

概念，将其结构映射到未知的、不熟悉的概念上。物理

界“光的波粒二象性”，化学界的“原子结构图”，生物

界的“ＤＮＡ双螺旋结构”无一不是基于隐喻的，而中国
古人于此认知方式最有心得，《周易·系辞下》所谓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中医的

“取象比类”都是一种隐喻认知模式。

２２　“四时”是基于经验体验构建的认知模型　科学
法发现和人类对于未知领域的认知不是漫无目的的，

也不是毫无头绪的。或者借助于一定的工具，或者引

入哲学领域的相关概念，或基于自身经验体验等等。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主要将关注的
热门和焦点集中在科学发现有没有逻辑问题以及科学

发现的逻辑是归纳还是演绎。但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

衰落、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崛起，西方科学哲学

家们逐渐对模型化和模型推理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后

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兴起，为认知模型化的诞生

提供了可能，１９８７年莱考夫与约翰逊在其合著《体验
哲学—体验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又一次基

于体验哲学和原型范畴理论提出了认知模型理论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ＣＭ），这一理论认为认知模型的建立
是基于人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而形成的各种意向图

示。当前，对认知模型的定义为：是指对认识对象所做

的形式化表述，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理解世界过程中所

形成的的一种相对定形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

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之间相对固定的联系所构成［８］。

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基于认知模型。“阴阳

·６３４·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４



学说”“五行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模

型。阴阳学说最初是一种哲学观念，当其被引入到中

医理论体系用于说明人体的发生与结构、解释人体生

理与病理、模拟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时，它就不再仅仅是

一种哲学学说，而是一种认知模式。“五行是中国人的

思维律”［９］。作为“思维律”，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出一

个有别于“认知模型”的词语来代替它了，“五行学说”

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同样扮演了认知模型的

角色。更确切地说：五行学说是一个理论建构型隐喻，

而理论建构型隐喻富有洞察力，不仅是纯粹的解释作

用，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参与科学理论的建构，为未来

的理论建构引入术语，在理论建构中起着提供认知框

架、建构概念基底的作用［１０］。

至今，中医界虽未明确提出“四时模型”，但“四

时”范畴在中医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医

藏象学说的构建与“四时”具有明显的关系。以四时

为始源域解读、诠释藏象的现象在中医藏象学说中屡

见不鲜，可以说“四时模型”是与“阴阳五行”模型同等

重要的中医藏象学说构建认知模型。中国作为传统的

农业大国，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对于四时气候节气

的关注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中国的中原地区

一年四季分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更替有序，生活

在这里的古人无时无刻不体验到季节的变化，体验到

春华秋实、夏热冬凉，可以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代替四

时更替对人类的影响，那么把“四时”上升为“中国人

的思维律”又有何不可？将“四时”这一思维律引入到

中医理论体系用以解释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自然就成

为一种认知模型。

２３　基于相似性的“时 －脏”隐喻映射构建　从认知
语言学的角度看，一个概念隐喻的构建涉及两个域，即

作为认知模型的“始源域”和作为认知对象的“目标

域”，将始源域的图示映射到目标域，完成对认知对象

的认知即概念隐喻的形成。但始源域的选择绝不是任

意的，其前提是必须建立起“始源域”与“目标域”的相

似关系，即隐喻的构建是基于相似性的。在“时脏相

应”概念隐喻中，始源域是“春夏秋冬长夏”，目标域是

“肝心肺肾脾”。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做一个说明：传统

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但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者

为了配合人体五脏，又划分出了长夏，所以我们这里将

长夏亦作为一年中的一个季节。

一年由“春夏秋冬长夏”五个组成，人体由“肝心

肺肾脾”五个系统。由于隐喻认知最基本的起点

是———以我们熟悉的事物理解我们不那么熟悉的事

物。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

作为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人极为关注四

时节气，也就是说四时节气对于古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了。《黄帝内经》医学理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

的，人体是极为复杂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依然没有完全揭示人体生命的奥秘，而在《黄帝内

经》成书之前，对人体生命的探索不知要比现在艰难多

少，古人没有显微镜、没有 ＣＴ，没有各种生物化学技
术，甚至连简单的解剖都不可能完成。古人如何认知

生命？回答是：隐喻———借助于已知的事物或现象来

理解未知的事物或现象。既然一年有五季，且知道“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长夏湿”，而人体有五脏，

这之间是不是具有相似性？是不是存在这联系呢？显

然，古人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素问·金匮真言

论》明确提出“五脏应四时”。当然，这不是我们阐述

的重点，重点是“时”与“脏”是基于何种相似性而对应

的。

以“肝应春”为例。《素问·金匮真言论》说：“东

方色青，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

这里指出肝病则“惊骇”，考惊骇一次乃“震动”之意，

从四时及气象的角度看，春天特别是惊蛰之后，由于暖

湿气流与冷空气的激烈对峙，所以“打雷”的自然现象

往往从春天开始，有“春雷滚滚”一次为证，春雷的“震

动”与肝病的“惊骇”是“肝应春”隐喻构建的相似性之

一；《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意

思谁说凡是眩晕震颤一类具有“风象”的病症都与肝

相关，再考察春季，由于中国大陆的中原地区属于温带

季风气候，春季是一年刮风频率最高、风力最大的季

节，刮风是树木摇晃、草木折断，此现象与肝病见到震

颤眩晕具有相似性，我们只对医学“动摇不定的症状”

与自然界“风吹物动的情景”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二

者的相似性［１１］，故当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者看到肝

病时出现动摇不定的症状就会联想到“多风”的春季，

这是“肝应春”概念隐喻构建的相似性之二；《素问·

风论篇》说：“肝风之状……其色青”，指出肝病时面色

会转为“青”色，考青色乃草木之色，春三月是万物复

苏、草木发荣的季节，此时大自然以青为主色调，这是

“肝应春”概念隐喻构建的相似性之三。类似的相似

性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但上述三点已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相似性以完全可以构建“肝 －春”概念隐喻。因
为，一个概念隐喻的构建只需要在“始源域”与“目标

域”之间找到一个相似点就足够了，以“张三是诸葛

亮”这一隐喻为例，我们只需要发现张三与诸葛亮都很

“聪明”这一个相似点就可以了，这足以完成始源域

（诸葛亮）到目标域（张三）的隐喻映射，而不需要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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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诸葛亮长着同一张面孔，穿着同样款式的服装。

３　中医“时脏相应”概念隐喻的诠释
伽达默尔［１２］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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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语言体系，这一语言体系

往往又是相对封闭的，可以称作是某一领域科学家共

同体使用的“私有语言”，中医语言亦当如此［１３］。中医

藏象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因此，他需要被

诠释、被解读、被分析。

从哲学角度看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其更

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一个概念

隐喻的构建需要突破两个范畴域，概念隐喻的构建就

是类的重新划分过程，其结果是将认知对象“看成另外

一个样子”，造成了语义的更新。因此必须对“隐喻的

真”就进行诠释，进一步说，中医语言的隐喻的研究首

先要进行的是“中医隐喻语言的诠释”［１４］。相似性是

构建概念隐喻的核心，是隐喻的一种“纽带”，想要构

建一个概念隐喻就要发现这一“跨域”的相似性，使两

个看起来不相关的类之间建立“亲缘关系”，从而形成

“范畴错置”。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解释主要有“替

代”“比较”“互动”“创新”等五种模式。隐喻的一般格

式是“Ａ是Ｂ”，Ａ是需要被认知的对象，即“目标域”；
Ｂ是用来认知 Ａ的项，即“始源域”。现在我们以“肾
应冬”来分析之。我们分别将用“肾”替换“Ａ”，用
“冬”替换“Ｂ”，将“肾应冬”转换成标准的概念隐喻，
即“肾是冬”。对隐喻的“真”的解释需要求助于“可能

世界理论”，隐喻因可能世界诸部分之间的类推而具有

真实性。隐喻陈述中的系词“是”必须突破它的关联

与认同功能，它不是与现实世界的简单对应与符合，不

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命题与实在符合上的“真”，而是

“例示”“启发式虚构”与“重新描述”了这个世界。对

“肾是冬”的解释是有序的，决不能说成“冬是肾”，“肾

是冬”只是部分的相似，如肾主藏精与冬季封藏万物，

也就是说“肾是冬”的解释是有限制的，它只不过是用

“冬的世界”重新描述了“肾的世界”而已。如果把科

学活动理解成为对世界的模拟活动，那么，在理论的建

构活动中，科学理论的概念与术语所描述的可能世界，

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与真实世界具有相似性，所以，相

对于不可能被观察的真实世界而言，科学的话语将不

再具有按字面所理解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科学解

释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人类经验对可能世界的“隐喻重

描”；一个基于隐喻认知构建的科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信念系统”［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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