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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金”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

权五赫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中医传统理论是一种依赖于人体自身经验的理论，本文以“自然之金”为例，运用大家熟悉的金属知识为始源域，来理解
古人如何将其隐喻映射至中医理论中概念相对模糊的肺脏系统，即在探讨类比推理的过程中知道古人是如何知道中医的理论，

以明白中医的认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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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是用一个事物理解另一个事物的思维方式。
莱考夫等人［１］从认知角度高度概括了隐喻的本质特

征，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体现于语言，而且贯穿于思维和

行为；隐喻无处不在，体现在日常生活里，同时又影响

着认知；隐喻并不是凭空产生，其具有系统性和相似

性，而且基于我们自身的经验。金（金属）不仅在现代

或是在古代社会中，是日常生活当中广泛使用的主要

物质之一，《考工记》可以印证：“粤之无
'

也，非无
'

也，夫人而能为
'

也。”提示粤地之所以没有制
'

的工

匠，并不是说那里没有会制
'

的人，而是人人都能够制

'

。这是因为从与人生死最密切的农业生产（如农

具）到护卫一个国家的安全（如兵器），都需要金属，因

此古人在金属制作和使用的过程，积累了很多自身感

知的认识和知识。古人对“金”字的认识不仅是某一

种金属的概念，而是当时使用最多之金属的总称，如

铜、铁、银、金、锡。随着金属运用经验的丰富，人们把

对金属的认识隐喻了另外领域的认知体系，如五行理

论框架之金系统、中医脏象学说的肺金系统，借由概念

清晰的“金”知识来认识概念相对模糊的五行之金、脏

腑之肺。本文将探讨金属与肺两者特性之相似性，以

理解为何古人用自然界之金来隐喻人体之肺。

１　从自然界之金（金属）功能到人体之金（肺）生理功
能的类比推理

１１　金能变更（改原更新）—肺能气体交换（吐故纳
新）　在《管子·轻重乙篇》中，桓公曰：“衡谓寡人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然后成为

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盌一钻一凿一軪一轲，然后成

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然后成为女。”可看

到古人通过各种方式，把金属物质改变和制作成他们

日常生活中需求的东西，如农具、猎具、车具、刑具、乐

器、兵器……等各种日用器具及工具，《素问·天元纪

大论》才做如此的隐喻：“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

……金木者，生成之终始。”就人体言，人体生存、成长、

健康所需的精微物质需要仰赖肺脏的运作，如同《素问

·六节藏象论篇》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揭示

天供给人五气，五气经过鼻腔、贮藏于心肺，通过心肺

的功能，其气上升，使面色明润、声音洪亮。又如《灵枢

·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

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

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和“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

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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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其经

隧，命曰营气”，以及《素问·调经论》述：“阳受气于上

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皆说明营卫循环过程中，除了

脾胃运化水谷而化生气血精微之外，还要经过肺的“变

更”功能才能分别出营、卫而发散于全身及发挥其功

能。因此，古人认为维持人的生命活动是需要通过肺

的呼吸之功，将自然界的五气变更为人体需求的物质

并排泄出代谢后的废物，就如《庄子·刻意》言：“吹稴

呼吸，吐故纳新。”综合言之，金属通过人的加工而制作

生活所需求的物品之变化可类比于肺脏进行“吐故纳

新”的变化。

１２　金的延展性—肺的宣发　古人在《说文解字》的
金部字展现了其对金属观察的感知认识，如《说文·金

部·?》：“铁之?也。”软铁谓之?，也就是说金属的

延展性可用“?”字来表达。延展性是物质的物理属

性之一，它指可锤炼、可压延的程度，“延”和“展”有所

区别，延性是物体在外力作用下能延伸成细丝而不断

裂的性质，但在外力（锤击或滚轧）作用能碾成薄片而

不破裂的性质叫展性。《后汉书·韦彪传》云：“锻炼

之吏，持心近薄。”提示古人已发现金属的延展性，在锻

炼过程可呈现出趋外、变薄、展布的现象；再者，《吕氏

春秋·别类篇》云：“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

为淖。”这“金”为铜，铜和锡各个性质都存在“柔”的可

塑性，即延展性，表示金属的延展性可被利用来加工，

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成品。

《灵枢·决气》：“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

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这是对气的概念诠释，

上焦执行了开发和宣布的功能，气便能充分发挥温煦

皮肤、充实形体、滋润毛发的作用。然而这功能毫无疑

问主要是指肺的宣发功能。又《素问·经脉别论》阐

述了水谷精微由胃到全身的途径中，也是需要通过肺

的宣发与输布之功能，才能完成全身气血阴阳平衡之

生理：“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

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气归于权衡。”

《灵枢·营气》亦持相同论点：“营气之道，内谷为宝。

谷入于胃，气传于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终而复

始，是谓天地之纪。”此外，中医认为肺吸入之清气和脾

运化之水谷精气结合而成宗气，其走息道而司呼吸、贯

心脉而行气血，故《灵枢·邪客》云：“故宗气积于胸

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因此人的呼吸、

声音、语言之强弱及气血的运行都与宗气的盛衰有关。

然而，肺的宣发之功是古人肉眼看不见的生理运行，其

论理很可能是古人由身体感觉、生活经验体会而得。

由上所述得知，肺之功主要以趋外、布散的形式来进行

人体正常生理需求物质（营气、卫气、宗气……等）的

运行及代谢，与金属以其延展性而被制作成品间具有

相似性。

１３　金的熔化（熔注）—肺的肃降（下注）　熔化是通
过对物质加热，使物质从固态变成液态的一种变化。

人们对金属物质进行熔化，不仅使用在采矿—抽取出

金属的过程中，也运用于已存有的金属制品以再作成

另外金属制品的过程中，即是古代人们以铸造方法来

成器时，主要利用了金属可熔化的性质。铸造金属时，

一般必要的工具是模型和熔化好（精炼）的金属。《后

汉书·张衡传》云：“精铜铸成。”古人将金属熔化成纯

度高的液体状的物质，往往以“精”字来表达。关于铸

铁的模型，《说文解字·》释：“冶器法也。”还有《说

文解字·镶》释：“作型中肠也。”而《正字通》对“镶”有

更形象的描述：“镶，凡作型，先以绳为坏胎，型固，则从

窍留绳绪端，绳穷则型存，有类于肠也。”《说文系传》

另描述了熔化之铜注入以土所作模型的过程：“铸铜镛

属内空者，於其中更作土模，所以後却流铜也。又若果

实之穰。”古人在把熔化的金属倒入模型的一系列铸造

过程中，很可能反复地认识到铸金的过程呈现出趋下、

向内的现象，可是这些认识若先无金属的熔化是不可

的。

《灵枢·阴阳清浊》：“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

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者，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

于经，内积于海。”说明清、浊气之别，清气上注于肺，而

肺里的浊气以肺的肃降之功，向下输注到经脉之中，并

积聚在胸中而成为气海。这一过程也呈现出趋下、向

内的现象。又《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

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

膀胱。”提示人体水液代谢时，水的精微物质先在脾转

输，到肺脏后，水精之浊气通过肺的肃降之功，下输到

膀胱并集聚在膀胱。以上所言的生理现象都是透过肺

的肃降来实现的。因此，人体中不管什么物质的下输，

要需要经过肺的肃降之功能，与不管用什么金属制成

什么样的量产成品，都要通过将熔化的金属液下注入

模型之过程有相似性。

１４　金的通水沟洫之用—肺的通调水道　在古代人
们生活中，最重视的工作是农业，即以农业生产的盛衰

来决定人们生活的富穷。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分不

开的是农具的使用，就如《盐铁论·复古》：“铁器者，

农夫之死生也。”和《盐铁论·水旱》：“铁器，民之大用

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勤工。用

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所描述的就

是农业生产的成败全依靠金属农具的具备，而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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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已认识到了使用金属农具的必要性，即如《汉书·

食货志》之颜师古注：“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论

语·泰伯》说大禹治水土：“尽力乎沟洫”，然而在农耕

栽作中善治水土也是重要的，通常的方式便是挖制灌

水、利水的沟洫，于是金属农具在农业生产中也就被使

用来制作沟洫，可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

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

尺、深尺，谓之癒。……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

东汉·郑玄注：“主通利田间之水道。”唐·贾公彦疏：

“古者人耕，皆畎上种谷。畎、遂、沟、洫之间通水，故知

通利田间水道”。概括来说，在古代农业活动中，以制

作金属农具来施行沟洫的通利。反观人体，在饮水从

脾胃运化精气一直到膀胱为尿液的生理运作上，水道

之通调主要由肺司职，肺为水之上源，加上肺气之宣发

与肃降，疏通和调节着体内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

因此，古代中医学家很可能在古人农业活动中，体会到

金属农具之用于通利沟洫与肺经由宣肃而通调水道之

功的相似点。

２　从自然之金的制作法与人体之金（肺）的治理之类
比推理

由上可知，古人在认识金属的性质与肺的生理特

性间发现了许多的相似性，此外，古人在金属的制作的

过程中，也建构了人体之肺的治理思维。

２１　泥型补铸—补脾养肺（培土生金）　于《礼记·
礼运篇》：“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户牖”、《孔子家语

·问礼》：“范金合土，以为宫室户牖”、及《韦玄成论》：

“中古以来，养生之具渐备，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

室。”提示古人普遍认识了对铸金和合土的关系。铸金

和制泥型陶都是一种高温物理化学过程。铸造金属，

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高的温度、足够浓度的和持续的

还原性气氛，而这些需求的条件在于泥型的陶才能实

现。商朝早期的泥型多为就地取材，将天然泥砂用水

调和制作铸型后，历经自然干燥或低温堆烧，铸型硬化

后即可浇注金属液，经冷却后，将泥型打碎取出铸件。

可是铸造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会出现一

些浇注不到或出现气孔、砂眼等缺陷，为此人们往往会

运用铜液浇铸法来进行填补，如《天工开物·冶铸》

言：“此时釜身尚通红未黑，有不到处即浇少许于上补

完，打湿草片按平，若无痕迹。凡生铁初铸釜，补绽者

甚多。”总之，这一系列过程是古人对制作金属工具的

一种补修法的认识，皆求之于土泥和金属。

在中医的藏象理论中，肺、脾的关系非常密切，不

仅是水谷精微的生成和布散，还是卫气、营气、宗气、真

气等生成和运行，都需要肺和脾二脏的运作，加上中医

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胃论》才会提及“脾胃一虚，

肺气先绝”的论点，因此中医在肺的治疗方面便运用了

二者的关系，如《医宗必读》论述“脾元健复则生金而

保肺”与“补脾养肺，法当兼行”的治则，即是使用“培

土生金”的原理；《石室秘录·卷三射集·脏治法》更

是清楚说明二者间功能的相互影响：“肺气之伤，必补

脾气，脾气既伤，肺气亦困，故补肺必须补脾，而补脾必

须补肺。”显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对土和金二者关

系密切的感受，可以普遍在金属铸造的过程中体现。

２２　回火补锻—温肺宣发　回火是指将经过淬火硬
化或正常化处理之钢材重新加热到低于临界温度的适

当温度，保温一段时间后在空气、水或油等递质中冷却

下来，以增加材料之韧性的一种处理方法。随着回火

温度的提高，金属之强度与硬度跟着降低，然而金属之

延展性却跟着提高，《梦溪笔谈》则提到“畜一剑，可以

曲置盒中，纵之复直。”很明显，叙述中所用的工艺便是

回火。为能得到金属硬化的效果，同时又避免脆断，古

人很早已理解到采用回火之法。由《墨子》的描述可

知中春秋时期的钢剑已具有良好的强韧性：“为刺则

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断。”这是经过回火处理后，才能

得到的状态。再者，《天工开物·锤锻》云：“若已成废

器未锈烂者，名曰劳铁，改造他器与本器，再经锤煅，十

止耗去其一也”，意思是已经成为废品而还没锈烂的铁

器叫做劳铁，还可用它做成别的或者原样的铁器；锤锻

时，只会耗损十分之一。由此可知，通过回火补锻法，

可以让金属器又变加强又变弹性的。

反观当邪犯机体，影响肺的宣发之功时，治法可参

考《素问·藏气法时论》之“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

液，通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形不足者，

温之以气”及“其有邪者，渍刑以为汗。其皮者，汗而

发之”，即透过宣发肺气，开泄腠理，调和气血，使邪气

随汗而解的治法。恢复肺的宣发之功，往往以汗法来

实现的，而汗法在体内的作用趋势是向外、敷布的作

用；《伤寒论》当中的桂枝汤类、麻黄汤类，主要以汗法

来实践肺的宣发之功，而桂枝和麻黄是辛温药中的代

表药。所以古人对金属的回火，提高其强度和锤锻延

展性的方法，可以类比于辛温药协助肺的宣发之功，以

发汗来达到邪气外泄、调和阴阳的目的。

２３　淬火键金—清凉肃肺　《说文解字·》：“坚刀
刃也。”表示淬火的目的是使刀剑的锋刃坚利，即可以

提高金属工具的硬度和耐磨性。所谓淬火，是将金属

工具加热到某一适当温度并保持一段时间，随即浸入

淬冷的递质（如盐水、水、矿物油、空气等）中快速冷却

的处理技术。古人通过实践认识到金属在固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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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热—保温—冷却，可有效地改变金属制品的机械

性能和物理性能［２］，如《史记·苏秦列传》述：“汝南西

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特坚利，故有龙泉之剑”、《北

史·艺术列传》言：“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

重柔铤，数宿则成。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

以五牲之脂，斩过三十札。”五牲之溺是动物油，是含盐

水，冷却能力强、淬硬层深；又如《天工开物·锤锻》

载：“凡熟铁、钢铁已经炉锤，水火未济，其质未坚。乘

其出火时，入清水淬之，名曰健钢、健铁。”这里描述了

经过淬火处理后才能得到健金的素质，以现代的科学

论理来说，是利用高热后迅速冷却来提高金属元素之

间紧密度。

肺为娇脏，又合皮毛，易被邪侵，即《诸病源侯论·

卷十四·颏嗽病诸侯》云：“肺主气，合于皮肤，邪之初

伤，先客皮毛，故肺先受之。五藏与六府为表里，皆禀

气于肺。”王孟英曰：“肺气受病，治节不行，一身之气

皆失其顺降之机。”《临证指南医案》则指出治则：“大

旨以上焦宜降宜通，下焦宜封宜固”，也就是《医门法

律》所谓：“肺气清肃，则周身之气莫不服从而顺利。”

以外来的温热邪气为例，其侵入皮毛而阻遏肺的气机

时，适合以清凉解表，清肃平喘方法来治疗，这犹如在

淬火当中，相对热气腾腾的金属，浸入淬冷递质并且降

温度的冷却方法。古人可能在淬火处理当中，自然地

认识到温度的急变，对金属工具会生产加强忍耐性和

锋刃坚利的变化；类比之，在罹患烦热烦躁、咳嗽咳逆

等温热病时，迅速用以清热肃肺之剂，可以调整体温和

气机，以达恢复人体到正常生理活动的目的。

２４　镀金护器—滋阴敛肺　《诗·秦风》中出现“鋈”
字：“龙盾之合，鋈以砱?”，《小戎》孔疏：“言‘鋈，白

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谓销此白金以沃灌覢环，非

训鋈为白金也。”此“白金”即是锡，“鋈”即是镀锡［３］。

这是中国古代关于镀锡技术的最早记载。法国考古学

家卫松在化验中国周代青铜戈等兵器时，很高地评价

说：“中国古代，已有外镀，殊可钦异。且其外镀，不仅

为美观避锈起见，又有保护兵器本身之功能。”［４］按有

关资料和古学家卫松说的话，古人很早前就开始使用

很高水平的镀锡技术。再者，古人用汞作金属合金的

配料，称“汞齐（剂）”，镀金时常用的配料，即镀金时需

要把金制成箔，再剪碎，放在坩埚中加热到 ４００℃左
右，再把汞倒入金液中，形成糊膏状金汞剂。将铜银器

胚胎用砂磨光，经酸洗，再将金汞涂在上面，涂好后便

可“开金”—把涂金的器件放到炭火上烘烤，使汞蒸

发，金则附着在器物上。这一系列过程，可以说古人已

认识到可将金属器进一步的完美、保护。而“汞”在常

温上是液体状，通过镀金过程后蒸发消失，这汞的变化

可能对人们给一种补液的感受。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逆秋气，则太阴不

收，肺气焦满。”指出若违逆了秋收的时令，人体之气则

不能收敛，导致肺叶枯焦而胀满。又如《温病条辨·上

焦篇论·温热病》言：“手太阴暑温，但咳无痰，咳声清

高者，清络饮加甘草、桔梗、甜杏仁、麦冬、知母主之”，

此为热邪在肺，肺肃不利，然而肺阴耗伤，故方药以甘

寒保肺阴合辛凉清热来施行治疗。因此，古人对金属

的镀金过程当中，经过汞的发挥，最后给金属器预防锈

蚀、提高金器本身的功能、以及增加外观的认识，与人

体之肺以滋阴敛肺来治疗肺阴损伤之疾病或者预防人

体阴液不足的认识有相似性。

３　结语
中医传统理论是一种依赖于人体自身经验的理

论，其真实与否可验之于人自身所能感受到的经验［５］。

金属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物质，古人从接触金属到其

加工与使用的过程中，对“自然之金”的认识更丰富

了，除了清楚其物质性质外，尚能应用其特性而制造出

各式各样的物品，甚至能从“自然之金”的认知体系出

发，运用金属的知识概念为始源域，隐喻映射了“人体

之肺金”，以理解肺脏之生理特性与功能、病理现象、和

治疗思维。本文这一系列探讨就是为了“知道古人如

何知道”“认识古人如何认识”中医的理论，简要的说，

即是对中医的认知语言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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